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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嘉湖区域圩区建设管理研究
楚洪涛

浙江省水利水电技术咨询中心，浙江杭州，310000；

摘要：杭嘉湖区域是浙江经济要地，其圩区建设管理对防洪排涝、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杭嘉湖区域共

有圩区 1955 个，尽管杭嘉湖区域经过长期发展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仍存在防御能力不足、防洪排涝压力大、

洪涝风险隐患增加、统筹调度能力不足等问题。为进一步解决上述问题，杭嘉湖区域通过加固圩堤、提高排涝标

准、改善外排与下垫面条件、优化圩区格局、加强预警、推进数字化建设、加强人员培训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圩区

建设管理水平，为高效开展防洪排涝工作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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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杭嘉湖区域是浙江经济要地，该区域地理位置、气

候条件特殊，给其气候致防洪排涝带来一定的压力，给

圩区建设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杭嘉湖区域是保障

区域防洪排涝安全的关键措施，有助于推动区域稳定发

展。深入研究圩区建设管理
[1-5]

，对提升防洪排涝能力、

保障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杭嘉湖区域圩区建设现状

截至 2020 年，浙江省杭嘉湖区域共计圩区（含城

防）1955 个，总面积约 829 万亩（杭州 76万亩、嘉兴

372 万亩、湖州 381 万亩），平均排涝模数 1.16m³/s/k

m²，近 10年达标整治圩区共计 258 个、整治面积共计 3

53 万亩（杭州市 16万亩、嘉兴市 197 万亩、湖州市 14

0 万亩），达标整治圩区面积在现状圩区总面积中占比

42.6%。整治圩区平均排涝模数 1.40m³/s/km²，基本达

到了 20年一遇防洪、10年一遇排涝的规划治理标准。

1.1 太浦河南岸地区

太浦河南岸地区主要指太浦河以南、苏州塘以东、

红旗塘以北地区。该地区有排涝动力圩区 16 个，总面

积 38.4 万亩，平均排涝模数 1.38m³/s/km²。该区域地

势相对平坦、河网密布，排涝动力圩区的分布、运行对

于保障该地区农业生产、居民生活具有关键作用。实际

运行期间通过合理调度排涝设备，有效地应对多次强降

雨天气、降低内涝发生风险
[1]
。伴随区域内经济发展、

人口增加，该区域现有排涝能力难以满足经济发展与人

口增长需求，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开展针对性优化。

1.2 环湖周边地区

环湖周边地区主要指环湖大堤以南、长湖申航道以

北，该地区有排涝动力圩区 168 个、总面积 75.5万亩，

平均排涝模数 0.93m³/s/km²。环湖周边地区生态环境敏

感性较强，圩区建设过程中在考虑防洪排涝的功能的同

时，还应当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圩区建设过程中采

用生态护坡等技术措施，在增强圩堤稳定性的同时，降

低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加强对圩区周边水体监

测、治理，以此确保水质安全。

1.3 运河沿线地区

运河沿线地区有排涝动力圩区 69个、总面积 87.6

万亩、平均排涝模数 1.41m³/s/km²。运河作为重要的水

运通道，其沿线圩区建设对于保障运河通航安全、周边

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在开展圩区建设中，注

重与运河协调发展，对运河护岸进行加固、整治，以此

提高运河防洪能力。对圩区排水口进行合理规划，有效

避免对运河水质造成污染。

1.4 省际边界地区

1.4.1浙沪边界

浙沪边界主要指红旗塘以南，和尚塘、白水塘以东，

及平湖与上海交界地区。该地区有排涝动力圩区 17个，

总面积 21.0 万亩，平均排涝模数 1.76m³/s/km²。浙沪

边界地区经济交流频繁、人口流动较大，圩区防洪排涝

工作与两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存在直接关系
[3]
。在边界

地区加强与上海方面的沟通、协作，构建联合防洪排涝

机制，共同应对洪水灾害。加固、提升边界地区圩堤，

以此提高防洪标准。

1.4.2浙苏边界

主要指頔塘以南、金牛塘以东、杭州塘以北、苏州

塘以西地区。该地区有排涝动力圩区 68个、总面积 60.

0 万亩、平均排涝模数 1.13m³/s/km²。浙苏边界地区地

形复杂、河网交错，给圩区建设和管理带来一系列困难。

为提高圩区的防洪排涝能力，加强对边界地区水利设施

建设，完善排涝泵站和排水管网的布局，进一步加强对

边界地区巡查、监管，以此及时发现、处理安全隐患。

1.5 市级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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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杭州

江北城区依靠钱塘江海塘和西险大塘抵御外围洪

水；对于抵御东部平原洪水，未形成防洪封闭圈，运南

老城区地势较高、防洪能力为 100 年一遇外，运河片、

上塘河片、下沙片防洪能力基本为 10～20年一遇，尚

未达到规划要求的防洪标准。杭州人口密集、经济发达、

开展防洪排涝工作对于保障城市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为

提高东部平原防洪能力，杭州市加大水利设施投入，开

启一系列防洪排涝工程建设，包括建设防洪闸、加固圩

堤，同时加强对城市排水系统改造、升级相关工作，以

此进一步提高城市排水能力。

1.5.2 嘉兴

嘉兴市已建成 104km²的城市包围圈，设计防洪标准

100 年一遇、排涝标准 20年一遇。受到区域下垫面、水

文情势变化等因素影响，地区洪水位持续提升，且城市

地面沉降、部分堤段结构破损，实际防洪能力不足 100

年一遇，难以满足城市防洪标准要求。嘉兴市为有效解

决防洪能力不足的问题，开展对城市包围圈评估、修复

工作。对破损堤段开展加固、修复，采用新型堤身材料、

结构形式，使堤身的稳定性、抗渗性能提升。嘉兴市加

强对城市地面沉降监测、治理，采取限制地下水开采等

措施，以此降低地面沉降速度。

1.5.3 湖州

湖州市城区原规划形成 22片防洪分区、总面积 25

0.8km²，现状已建成 17片城市包围。浙西区已建 6片、

防洪能力不足 100 年一遇，排涝能力基本达到 20 年一

遇。东部平原已建 11片，湖州城中分区防洪能力不足 1

00 年一遇、吴兴城区已建成 3片，防洪标准达到 20年

一遇，排涝能力达到 10年一遇；南浔城区已建成 7片、

防洪能力达到 20～50年一遇，排涝能力达到 10～20年

一遇
[4]
。湖州市在开展防洪排涝工作中，注重分区治理、

综合防控。湖州市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和需求，制定相

应的防洪排涝方案，加强对已建防洪分区的维护和管理，

定期对水利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加

快未建防洪分区建设进度，以此提高城市整体防洪排涝

能力。

2 杭嘉湖区域圩区建设问题

2.1 圩区防御能力不足

伴随杭嘉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进程推进，

区域城镇化率达到 72%，人口财富集聚，全省 11%的面

积承载 24%的人口、创造 28%GDP，成为浙江省经济的发

达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防洪排涝安全保障提出更

高的要求，一方面已建圩区圩堤多为土堤，堤身单薄、

坍塌损毁较严重，受到地面沉降影响易渗漏漫顶，圩区

防洪标准难以满足圩区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圩内生活生

产要素集聚，城镇用地面积增大，农业种植结构变化，

对圩区排涝标准提出更高要求，使圩区排涝能力难以满

足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区域土

地资源紧张，圩内建设大量工业企业、居民住宅，而设

施对洪水抵御能力较弱
[5]
。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从传

统的水稻种植向经济作物种植转变，对排水及时性、排

水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而现阶段的圩区排涝系统难以

满足相应的需求。

2.2 防洪排涝压力大

伴随周边水情、下垫面条件变化，区域河网水位逐

年提高，2021 年“烟花”台风期间，嘉善、杭长桥最高

水位达到历史新高值，分别为 2.51m、3.83m，区域防洪

排涝压力严重程度日益增加。一方面周边太湖水位、米

市渡潮位、杭州湾潮位等呈现逐渐提升趋势、外排趋势

不利，由此削弱杭嘉湖区域外排能力；另一方面土地利

用类型下垫面变化，导致区域洪水汇流速度加速、洪峰

流量增大，使圩外骨干河道水位持续上升，导致区域防

洪排涝压力持续增加。部分城市建成区大量的土地被硬

化，导致雨水无法下渗，需要通过地表径流快速汇集到

河道中，导致河道水位迅速上升。部分河道被侵占和填

埋，使得河道行洪断面减小，以此进一步加剧洪水造成

的威胁。

2.3 洪涝风险隐患增加

杭嘉湖区域现状圩区包围线总长 14500 km，圩区以

中小格局为主，格局偏小、防洪战线长，洪水期防守巡

查任务重，且防洪能力弱、区域洪涝风险隐患较大，在

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引起短历时强降雨等极端气候事件

频发，为此应当进一步增强区域洪涝风险隐患的防控能

力。中小格局圩区在面对较大洪水时，增加防洪难度，

增加漫堤、决口发生风险。由于防洪战线长、防守人员

不足，难以对全部圩堤开展及时有效巡查、维护，使洪

水灾害发生风险增加。

2.4 统筹调度能力不足

浙江省数字化改革进程持续推进，各地受治理理念、

地方财力等因素影响，圩区数字化建设均衡性较差。桐

乡、平湖等地充分吸收并运用“数字孪生”理念，在圩

区工程设计阶段按照数字化建设要求，以此逐步形成县

域圩区数字孪生工程体系，有效提高管理调度效率。杭

嘉湖区域圩区数量众多，大部分县（市、区）圩区的管

理手段相对传统、管理人员力量薄弱，导致整体数字化

建设水平较低，难以实现区域统一监控、联合调度。部

分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由于资金、技术支持不足，给圩

区数字化建设相关工作开展造成困难，这些地区主要采

用传统人工巡查、管理方式，导致整体效率低下，难以

及时发现、处理相关问题。由于各地数字化建设标准不

统一、信息无法共享，导致区域内统筹调度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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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杭嘉湖区域圩区建设管理

3.1 提升圩区防御能力

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加强对现有土堤，采用混

凝土护坡、防渗墙等技术措施，增强堤身的稳定性、防

渗性能。对于地面沉降严重的区域，结合地质条件采取

地基加固、堤身抬高等措施，恢复圩堤防洪高度。在实

施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的工程规范、标准开展施工，确

保工程质量。杭嘉湖区域加强对施工过程监督、管理，

及时发现、解决问题。

3.2 缓解防洪排涝压力

3.2.1 改善外排条件

杭嘉湖区域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协调合作，共同开展

太湖、米市渡、杭州湾等水域治理工作，优化流域防洪

调度方案，提高区域外排能力。杭嘉湖区域对区域内骨

干河道开展疏浚、拓宽，将清除河道内的淤积物、障碍

物清除，恢复河道行洪能力。杭嘉湖区域在与周边地区

开展协调合作过程中，结合实际情况建立有效的、针对

性的沟通机制和合作平台，加强信息共享和技术交流。

在河道治理过程中，注重对生态环境保护，采用生态疏

浚等技术措施，降低对河道生态系统的破坏。

3.2.2 优化下垫面条件

杭嘉湖区域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注重生态环境保

护，增加城市绿地、湿地面积，提高雨水下渗、调蓄能

力。杭嘉湖区域推广海绵城市建设理念，采用透水铺装、

雨水花园等措施，减少地表径流、降低洪峰流量。在城

市建设中，杭嘉湖区域合理规划城市绿地、湿地布局，

以此确保其能够发挥有效调蓄作用。杭嘉湖区域加强对

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管理、监督，以此有效落实各项措施。

3.3 降低洪涝风险隐患

3.3.1 优化圩区格局

杭嘉湖区域结合区域规划和防洪需求，对现有中小

格局圩区进行整合、优化，缩短防洪战线长度。通过合

并相邻圩区、建设联圩等措施，提高圩区整体防洪能力。

开展圩区格局过程中，充分考虑地形、水系、区域内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等因素，制定合理的整合方案。杭嘉湖

区域加强对联圩建设技术指导、管理，以此进一步提升

联圩防洪效果。

3.3.2 加强防洪预警

杭嘉湖区域建立健全洪涝灾害预警系统，加强对极

端气候事件的监测、预报，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发布洪水

预警信息，并提前开展防洪准备工作，降低洪涝灾害损

失。杭嘉湖区域在建立预警系统过程中，整合气象、水

文、水利等部门资源，实现信息共享、整合。杭嘉湖区

域加强对预警信息发布、传播力度，以此确保广大居民

能够及时接收预警信息。

3.4 增强统筹调度能力

3.4.1推进数字化建设

杭嘉湖区域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统一的圩区数字化

建设规划、标准，加大数字化建设投入力度。积极推广

“数字孪生”等先进技术，结合实际情况构建圩区数字

模型，实现对圩区工程设施实时监控、动态管理。加强

各地间信息共享、交流，实现对区域内圩区的统一监控、

联合调度。杭嘉湖区域在开展数字化建设过程中，注重

人才培养、技术创新，提高数字化建设水平和质量。杭

嘉湖区域加强对数字化系统安全管理，以此确保系统稳

定运行。

3.4.2加强人员培训

杭嘉湖区域注重提高圩区管理人员数字化素养、业

务能力，定期组织开展培训和学习活动。积极引进专业

技术人才，培养圩区管理队伍，为圩区数字化建设、管

理提供人才保障。在人员培训过程中，应当根据各岗位

需求，制定个性化、针对性的培训方案，提高培训针对

性、实效性。杭嘉湖区域结合实际情况建立激励机制，

鼓励管理人员积极学习、应用新技术，使工作效率、管

理水平得到提升。

4 结束语

杭嘉湖区域圩区建设管理对区域安全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尽管杭嘉湖区域高度重视圩区建设管理相关工

作，但是实际工作中存在一系列问题。杭嘉湖区域在未

来开展圩区建设管理工作中，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应用

先进技术开展高质量圩区建设管理工作，以此进一步提

升防洪排涝、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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