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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苕溪滞洪区运用优化调度方案研究
楚洪涛

浙江省水利水电技术咨询中心，浙江杭州，310000；

摘要：通过本研究的现状分析，主要研究了滞洪区在东苕溪流域防洪调度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例如区域经

济发展趋势与滞洪区不匹配、堤防标准与要求不匹配、区内居民活动频繁影响滞洪区启用、区内道路纵横滞蓄容

积减少、区内安全基础设施落后等核心问题，为了增强流域防洪抗灾能力，充分利用滞洪资源，提出在考虑防洪

安全、损失经济和社会影响的多目标优化的防洪调度策略。解决传统的防洪调度方式中出现的“拿不准预泄时

间”“工程效益互相抵消”等问题，为滞洪区分级滞洪、区分性防汛、适度控制防洪调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实

现流域防洪系统由被动防御模式向主动调节方式的转变，为流域防洪调度提供防洪减灾安全保障，为流域地区持

续发展提供防灾减灾风险管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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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东苕溪流域地处浙西强降雨区域，是太湖流域重要

支流，素有“上部短，流势急，下部易壅滞”的特点，

是浙江省防汛的重要部位和难点区域，承担着保护杭州

及杭嘉湖地区千万人民生产生活设施和农田的重任，防

洪体系建设贯彻“上分蓄、中控阻、下排涝”的方针，

依靠青山水库等 6座大、中型水库、南北湖 2个常规性

滞洪区
[1-2]

和其他若干非常规性滞洪区以及西险大塘等

堤防工程共同发挥作用。然而，频发的极端天气和快速

的城市化进程均在考验着传统的防洪方式
[3-4]

：一方面，

由山到平原的特殊地形条件使洪水的发展预测愈加困

难，而滞洪区提前启用的临界阈值很难精准把握；另一

方面，现有工程建设标准较高，但运行时可能依然会存

在“小降雨即大洪水”可能形成较高的水位威胁的

“小雨大防”、不同工程之间协调不够导致防洪作用削

减的“单打独斗”等现象，如当产生小型洪流时，水库

提前放水会使得下游河道的河道水位抬高增加防洪压

力。因此需要进行滞洪区的运用计划调整确保防洪安全，

实现防洪由“治洪”到“管洪”的水利治理思路。

1 工程概况

东苕溪流域位于杭州与嘉兴两市的交接点，发源于

天目山东南侧，出天目山南口后，流经千年古镇余杭，

最后汇合中苕溪、北苕溪后称东苕溪，而后流至瓶窑，

再由东苕溪导流港进入德清县，最后汇合西苕溪，自湖

州市向北进入太湖。过程流程 143km、流域面积 2265km

²，其中山区 83.4%，平地占 16.6%，共有稻田 53 万多

亩。余杭区地势东高西低，河网密布，全区共有河道 3

563 条，河道总长2777.30km，湖漾 264 个，面积 523.

81km²。研究区位于余杭区内东苕溪流域，范围从汪家

埠始，劳家陡门结束，河流总长 41.9 公里、河道平均

坡降0.1%，所占流域面积达 1588km²。

2 滞洪区运用形势分析

2.1 蓄滞洪区运用现状

2.1.1南苕溪流域防洪调度机制

当南苕溪上游出现超标准洪水且余杭水文站监测

水位突破 8.4 米警戒线时，将启动南湖蓄滞洪区进行洪

水调蓄。若南湖滞洪区蓄水达到设计容量，且余杭站水

位持续攀升至 9.3 米，同时预测水位将逼近西险大塘工

程防御标准时，则需开启永建新陡门分洪闸实施分洪作

业。在采取上述应急措施后，若余杭站水位仍持续上涨

至 9.7 米，且西险大塘出现重大险情，则根据险情具体

位置，分别启动永建天竹园（或王家头）爆破分洪点以

及七里丁桥闸爆破分洪点实施紧急分洪。

2.1.2 北苕溪流域滞洪区运行规范

北湖滞洪区的启用标准为：当分洪闸前水位达到 7.

5 米（对应瓶窑水文站水位约 6.5 米），且水文预报显

示水位仍将持续上涨时，即开启分洪闸实施泄洪。在泄

洪过程中，若瓶窑站水位或闸前水位趋于稳定或出现回

落趋势，则根据实时水情动态调整分洪闸开启程度，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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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减小泄洪流量直至完全关闭闸门，以保留必要的滞洪

库容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洪水过程。

当东苕溪上游北段与中段流域遭遇极端洪涝灾害，

北湖蓄滞洪区蓄水容量已达极限，瓶窑监测点水位突破

7.26 米警戒线且持续攀升，西险堤防出现安全隐患时，

需立即启动潘板圩区人工决堤应急预案；若瓶窑水位虽

超过 7.26 米但西险堤防结构仍保持稳定，可暂缓人工

干预措施，等待自然溃决；当瓶窑水位飙升至 8.06 米

临界值时，为保障西险堤防整体安全，必须立即执行潘

板圩区人工决堤分洪方案。

当中苕溪与北苕溪流域同时爆发超标准洪水，北湖

及潘板两处蓄滞洪区均已达到最大蓄洪能力，瓶窑水文

站水位仍呈持续上升态势，且西线堤防险情未能有效控

制时，必须紧急启用澄清圩区与张堰圩区的分洪功能。

2.2 防洪能力校核

当前有东苕溪源头一带的里畈、青山、水涛庄、四

岭、对河口、老虎潭 6座大坝抗御洪水，中段的 2个滞

洪区(南湖、北湖)和 5个非常滞洪区(七里、永建、潘

板、张堰、澄清)，末端的一个分洪区，即德清大闸、

洛舍闸、鲇鱼口闸、菁山闸、吴沈门闸、湖州船闸，另

辅以西险大塘、东大堤 2条百年防洪标准堤防及左岸圩

堤。以上构成了当前“上蓄、中滞、下泄”的防洪工程

体系雏形。

根据现状工况，借助西部山区水利计算模型，得到

不同设计频率下东苕溪沿线各特征断面最高水位。现状

工况下不同频率设计洪水水利计算成果见表 1。

表 1现状工况下不同频率设计洪水水利计算成果

特征断面 左岸堤顶高程（m）
右岸堤顶高程

（m）

各频率最高水位（m）

1% 2% 5% 10% 20%

石门桥 10.9 11.6 9.92 9.29 8.79 8.24 7.75

余杭站 9.99 11.3 9.73 9.13 8.68 8.12 7.67

通济桥 10.06 11.47 9.71 9.10 8.64 8.10 7.64

铁路桥 9.63 10.97 9.69 9.09 8.60 8.07 7.62

中苕溪入口 8.99 10.45 9.03 8.51 8.12 7.48 7.13

北苕溪口 8.93 10.26 8.97 8.45 8.06 7.41 7.07

瓶窑站 8.9 10.33 8.76 8.25 7.84 7.20 6.86

安溪 8.45 9.25 8.34 7.85 7.51 6.84 6.43

余德交界 8.03 9.03 8.21 7.72 7.38 6.72 6.31

德清大闸 6.5 6.86 5.23 4.91 4.48 3.81 3.52

洛舍闸 6.08 6.97 4.74 4.43 3.98 3.32 3.19

鲇鱼口闸 6.71 7.22 4.57 4.29 3.83 3.17 3.04

菁山闸 5.6 4.87 4.26 4.05 3.62 2..98 2.85

吴沈门闸 5.44 6.23 3.83 3.76 3.41 2.79 2.68

湖州船闸 3.55 5.49 3.80 3.72 3.36 2.75 2.64

杭长桥 5.76 4.78 3.68 3.50 3.22 2.6 2.49

由于东苕溪中上段洪量和洪水峰型很大，故需将上

游洪水分别在左右两侧滞洪区储存未及排洪的洪水。根

据当前工况现状的水文数据统计可知，当该区域发生 5

年一遇的洪水时，北湖滞洪区即启用开始蓄洪；当发生

10年一遇以上洪水时，南湖滞洪区即启用；当发生 20～

50年一遇洪水时，根据实际情形对澄清、张堰、潘板滞

洪区进行应急分洪；当发生百年一遇特大洪水时，除七

里、永建 I区、永建 II 区滞洪区外的其他滞洪区即启

用参与分洪，特别是中苕溪滞洪区北湖、潘板滞洪区的

库容将满负荷运行；当发生百年一遇特大洪水时，除七

里、永建 I区、永建 II 区滞洪区外的所有滞洪区都将

参与分洪，特别是南湖常规滞洪区将达到库容极限，且

中苕溪滞洪区北湖、潘板非常滞洪区也会达到最大库容。

可以看出，非常滞洪区只有在发生较大洪水时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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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且实际启用几率较低。

从本次现状工况的沿程水利计算成果看，东苕溪干

流两岸堤防高度均达到了相应设防标准下的挡水要求，

基本达到规划提出的设防标准，东苕溪右岸西险大塘、

导流东大堤段堤防标准满足 100 年一遇防洪标准，左岸

部分堤段不满足 50 年一遇防洪标准，但瓶窑等局部堤

段仍存在堤防安全超高不足、堤身结构不稳定等问题。

3 滞洪区运用优化调度方案

3.1 滞洪区运用存在问题分析

3.1.1 区域经济发展趋势与滞洪区不匹配

随着城西科创大走廊、未来科技城、良渚文化城、

大径山生态区等规划的出炉，余杭区东苕溪流域片有了

更高的战略定位，余杭将打造成为全球信息经济创新创

业中心、世界文化遗产集聚地、国际知名旅游休闲目的

地与大花园建设示范区、国家文化创意设计产业高地、

国家重要的高技术产业基地、区域枢纽门户。然而滞洪

区位于发展定位的核心区域，如澄清、潘板、永建分别

位于良渚文化城、未来科技城区域内，这将制约区域经

济的发展速度，影响区域的发展定位。

3.1.2 堤防标准与要求不匹配

非常滞洪区由于经年未修，部分堤防可能存在填筑

质量差、堤身老化、存在堤身渗漏等问题，高水位时普

遍存在渗水的问题，并且部分堤段渗水严重，堤防标准

难以满足防洪需求，一旦启用有可能导致其他重大问题。

3.1.3 区内居民活动频繁影响滞洪区启用

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口密度越来越大，据苕

溪堤防河道管理所的调查统计，北湖滞洪区内有生产人

员 50户，人口 102 人，以工棚、草房等形式分散居住，

其中大多数为瓶窑、余杭两镇农户。并且根据最新的防

洪能力调查数据统计，永建、潘板、张堰、澄清非常蓄

滞洪区内部人口约 3.5 万人，区内居民活动频繁，对滞

洪区的启用带来影响。

3.1.4 区内道路纵横滞蓄容积减少

随着区内人口活动越来越频繁，特别是非常滞洪区

内由于启用几率低，区内耕地逐渐开发扩大，乡镇企业

快速发展道路纵横、果园成片，严重影响了行洪速度，

并且造成滞蓄容积大幅度减少，削弱了滞洪区规划滞蓄

效果。

3.1.5 区内安全基础设施落后

区内安全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工程措施跟进滞后，

无法满足治理的具体需求，给区内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

重大威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滞洪区安全建设

工程投资力度不够，救生撤退路及避水楼房远不能满足

救生避险要求；二是通讯预警系统不能满足需要，缺乏

统一管理；三是大多数分洪流量无法控制，且堵复困难。

3.2 滞洪区运用调度方案研究

3.2.1滞洪区调度水位方案研究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上南湖非常滞洪区的退

出，区域防洪形势有了较大的变化，流域及区域防洪压

力进一步加大，为了更好地保障西险大塘及杭州市的防

洪安全，近期拟通过对东苕溪沿线非常滞洪区的调度运

行进行优化，进一步降低东苕溪沿线水位，在满足流域

防洪安全的基础上确保余杭区防洪安全。

根据《东苕溪上游滞洪区调整专项规划》中确定的

分洪实施方案为基础，对非常滞洪区调度方式进行优化，

各方案计算条件介绍如下：

方案 0：以《东苕溪上游滞洪区调整专项规划》中

确定的分洪实施方案作为现状计算方案，即上南湖退出

非常滞洪区，新增七里、仇山、新北塘非常滞洪区，以

达到“占补平衡、等量等效”的效果。

方案 1：在方案 0的基础上，按照《东苕溪上游滞

洪区调整专项规划》远期方案，考虑青山水库防洪能力

提升工程的实施，里贩水库加高扩容工程的实施，七里、

仇山、新北塘退出非常滞洪区。

方案 2：在方案 1的基础上，改变永建Ⅰ区的运行

调度方式，在南湖滞洪区水位达到 9.0m 时开启新斗门

分洪闸，通过计算分析东苕溪沿线水位变化情况。

方案 3：在方案 2的基础上，改变澄清、张堰非常

滞洪区的调度运行方式，在潘板非常滞洪区内水位达到

7.8m时，对张堰、澄清进行破堤分洪，通过计算分析东

苕溪沿线水位变化情况。

根据以上计算条件，利用水利计算模型，选取 196

3 年典型设计 100 年一遇洪水，对上述各方案进行计算，

分析东苕溪流域相应特征断面的计算最高水位。

提取各方案东苕溪流域石门桥、余杭站、通济桥、

铁路桥、中苕溪入口、北苕溪口、瓶窑站、安溪、余德

交界、德清大闸、洛舍闸、鲇鱼口闸、菁山闸、吴沈门

闸、湖州船闸、杭长桥、北湖分洪闸等站点的计算最高

水位与左右岸堤顶高程进行对比，各方案计算最高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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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所示。

表 2各方案计算最高水位

序号 特征断面 左岸堤顶高程 右岸堤顶高程

方案 0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计算最高水位 计算最高水位 计算最高水位 计算最高水位

1 石门桥 10.9 11.6 9.92 9.92 9.68 9.60

2 余杭站 9.99 11.3 9.73 9.73 9.43 9.31

3 通济桥 10.06 11.47 9.74 9.74 9.44 9.32

4 铁路桥 9.63 10.97 9.69 9.69 9.37 9.27

5 中苕溪入口 8.99 10.45 9.03 9.03 8.94 8.84

6 北苕溪口 8.93 10.26 8.97 8.97 8.92 8.81

7 瓶窑站 8.9 10.33 8.76 8.76 8.74 8.61

8 安溪 8.45 8.95 8.34 8.34 8.34 8.22

9 余德交界 8.03 8.73 8.21 8.21 8.21 8.14

10 德清大闸 6.5 6.86 5.23 5.23 5.23 5.14

11 洛舍闸 6.08 6.97 4.74 4.74 4.74 4.65

12 鲇鱼口闸 6.71 7.22 4.57 4.57 4.57 4.53

13 菁山闸 5.6 4.87 4.26 4.26 4.26 4.23

14 吴沈门闸 5.44 6.23 3.83 3.83 3.83 3.81

15 湖州船闸 3.55 5.49 3.84 3.84 3.84 3.84

16 杭长桥 5.76 4.78 3.68 3.68 3.68 3.68

17 北湖分洪闸 8.61 9.93 8.91 8.91 8.84 8.79

通过对比分析，在对永建Ⅰ区调度运行方式进行改

变（方案 2）的条件下，东苕溪沿线最高水位变化范围

在 0.08~0.34m，在对张堰、澄清非常滞洪区调度运行方

式改变（方案 3）的条件下东苕溪沿线最高水位在方案

2的基础上降低 0.02~0.12m，有效地降低了西险大塘的

风险。由此可以看出通过对非常滞洪区调度方案的优化，

可以有效降低东苕溪沿线各特征断面的最高水位，为西

险大塘及杭州市的防洪安全提供了可靠保障。

3.2.2 滞洪区运用布局方案研究

为更好地满足余杭区的城市规划及经济发展需要，

远期拟在满足流域及区域防洪形势的前提下应尽可能

使非常滞洪区退出，以满足区域发展定位及方向。通过

工程措施使保留的滞洪区蓄滞水量能满足防洪安全，通

过非工程措施优化滞洪区调度以更好保障滞洪区的合

理运用，以此确定滞洪区不同运用调度方案，通过比较

不同方案下最高水位、洪峰流量、超保证历时、蓄滞水

量及最大 72小时分洪水量以确定最优方案。

（1）比选方案

余杭区滞洪区运用方案研究以《东苕溪上游滞洪区

调整专项规划》中确定的分洪实施方案为基础，根据规

划的流域骨干防洪工程的实施，拟对东苕溪流域正常滞

洪区采取相关工程措施及优化调度等情况确定以下研

究方案，各研究方案组合情况如表 3所示，各研究方案

介绍如下：

方案 1：在现状工况下，预排降低南湖正常水位、

挖低南湖底高程至-2m；加高南湖堤防高程，增大可调

蓄最高水位达到 11m。

方案 2：在方案 1的基础上，通过增设南湖泵站，

强抽洪水至南湖滞洪区，充分发挥南湖滞洪区最大滞洪

库容。

方案 3：在方案 2的基础上，挖低北湖底高程至 0m、

加高北湖堤防高程，增大可调蓄最高水位达到10m。

方案 4：在方案 3的基础上，通过增设北湖泵站，

强抽洪水至北湖滞洪区，充分发挥北湖滞洪区最大滞洪

库容。

方案 5：在方案 4的基础上，增加永建Ⅰ区作为非

常滞洪区，挖低永建Ⅰ区滞洪区底高程；加高堤防高程，

增大可调蓄最高水位达到 11m；永建Ⅰ区在南湖滞洪区

蓄满后启用。

方案 6：在方案 5的基础上，优化永建Ⅰ区调度原

则，南湖滞洪区水位达到 9.5m、未蓄满时，启用永建Ⅰ

区非常滞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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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各研究方案组合情况表

比选方案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方案 4 方案 5 方案 6

现状 √ √ √ √ √ √

南湖滞洪区

南湖正常水位预排、底高程挖深、堤
防加高

√ √ √ √ √ √

南湖泵站强抽 √ √ √ √ √

北湖滞洪区

北湖正常水位预排、底高程挖深、堤

防加高
√ √ √ √

北湖泵站强抽 √ √ √

永建滞洪区

永建Ⅰ区作为非常滞洪区，南湖蓄满

后启用
√ √

永建Ⅰ区南湖蓄满前提前启用 √

（2）成果分析

利用水利计算模型，选取 1963 年典型设计 100 年

一遇洪水，对上述各方案进行计算，分析东苕溪流域相

应站点的计算最高水位、余杭和瓶窑站洪峰流量及超警

戒超保证历时、滞洪区蓄滞水量、导流六闸最大 72 小

时分洪水量。

1.计算最高水位

提取各方案东苕溪流域石门桥、余杭站、通济桥、

铁路桥、中苕溪入口、北苕溪口、瓶窑站、安溪、余德

交界、德清大闸、洛舍闸、鲇鱼口闸、菁山闸、吴沈门

闸、湖州船闸、杭长桥、北湖分洪闸等站点的计算最高

水位与左右岸堤顶高程进行对比，各方案计算最高水位

如表4所示。

表 4各方案计算最高水位

序号 特征断面
左岸堤

顶高程

右岸堤

顶高程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方案 4 方案 5 方案 6

1 石门桥 10.9 11.6 10.77 10.74 10.43 10.40 10.45 9.84

2 余杭站 9.99 11.3 10.62 10.59 10.29 10.27 10.31 9.82

3 通济桥 10.06 11.47 10.63 10.60 10.29 10.26 10.32 9.82

4 铁路桥 9.63 10.97 10.60 10.56 10.26 10.23 10.28 9.81

5 中苕溪入口 8.99 10.45 10.31 10.31 9.80 9.80 9.80 9.72

6 北苕溪口 8.93 10.26 10.23 10.23 9.64 9.61 9.61 9.61

7 瓶窑站 8.9 10.33 10.01 10.01 9.41 9.37 9.37 9.37

8 安溪 8.45 9.25 9.54 9.54 8.94 8.91 8.91 8.91

9 余德交界 8.03 9.03 9.40 9.40 8.80 8.76 8.76 8.76

10 德清大闸 6.5 6.86 5.77 5.77 5.41 5.41 5.41 5.41

11 洛舍闸 6.08 6.97 4.94 4.94 4.85 4.85 4.85 4.85

12 鲇鱼口闸 6.71 7.22 4.70 4.70 4.66 4.66 4.66 4.66

13 菁山闸 5.6 4.87 4.35 4.35 4.33 4.33 4.33 4.33

14 吴沈门闸 5.44 6.23 3.88 3.88 3.86 3.86 3.86 3.86

15 湖州船闸 3.55 5.49 3.89 3.89 3.87 3.87 3.87 3.87

16 杭长桥 5.76 4.78 3.72 3.72 3.71 3.71 3.71 3.71

17 北湖分洪闸 8.61 10.23 10.44 10.44 9.87 9.86 9.86 9.84

根据表 4可知，100 年一遇洪水条件下，随着南湖

挖低底高程、加高堤防及增设泵站，北湖挖低底高程、

加高堤防及增设泵站，永建Ⅰ级挖低底高程、加高堤防

等工程措施，东苕溪沿线各站点计算最高水位（方案 5）

均低于东苕溪右岸堤顶高程，差值在 0.27~2.57m之间，

仍能保障西险大塘及东部平原的防洪安全；通过优化永

建Ⅰ级滞洪区调度，南湖滞洪区水位达到 9.5m 时，启

用永建Ⅰ区非常滞洪区，中苕溪入口以上各站点计算最

高水位（方案 6）相比方案 5有所降低，水位降低范围

在 0.08~0.61m之间。

2.洪峰流量及超保证历时

余杭站及瓶窑站各方案计算洪峰流量及超警戒历

时、超保证历时如表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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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余杭站及瓶窑站洪峰流量及超保证历时情况表

分项 站点名称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方案 4 方案 5 方案 6

洪峰流量（m3/s）
余杭站 709 725 657 645 665 785

瓶窑站 1339 1339 1190 1187 1187 1180

超警戒历时(h)
余杭站

91 91 91 91 91 91

超保证历时(h) 57 57 56 56 55 55

超警戒历时(h)
瓶窑站

103 103 103 103 103 103

超保证历时(h) 83 83 83 83 83 83

根据表 6可知，100 年一遇洪水条件下，方案5计

算条件下，余杭站洪峰流量从709m3/s 削减至 665m3/s，

超保证历时变 55h；瓶窑站洪峰流量从 1139m3/s增加至

1187m3/s，超保证历时不变。

3.导流六闸最大 72小时分洪水量

提取各方案导流六闸最大 72小时分洪水量，如表 7

所示。由表 7.3-6 可知，100 年一遇洪水条件下，对比

方案6和方案 5，德清大闸、洛舍大闸、鲇鱼口闸及吴

沈门闸最大72 小时分洪水量均有所减小，差值分别为 3

247 万 m³、1409 万 m³、271 万 m³、1226 万 m³；对比方

案 6和方案 1，德清大闸最大 72小时分洪水量减小 223

4 万 m³，洛舍大闸、鲇鱼口闸、菁山闸和吴沈门闸最大

72小时分洪水量略有增加，但六闸合计值仍减小 6729

万 m³。

表 7各计算方案导流六闸最大 72 小时分洪水量

名称
最大 72小时分洪水量（万m³）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方案 4 方案 5 方案 6

德清大闸 14096 12900 13421 14310 15109 11862

洛舍闸 9272 7801 9490 8029 8055 6646

鲇鱼口闸 3041 3040 2889 3117 2943 2672

菁山闸 1787 1873 1663 1675 1640 1642

吴沈门闸 11012 9954 9664 11077 10883 9657

湖州船闸 5145 5145 5145 5145 5145 5145

合计 44354 40714 42273 43353 43774 37625

4 结束语

通过对比分析各计算方案可知，方案 6东苕溪沿线

各站点计算最高水位虽然比现状滞洪区运用情况下有

所增高，但均低于东苕溪右岸堤顶高程，差值在 0.27~

2.57m 之间，仍能保障西险大塘及东部平原的防洪安全；

瓶窑站洪峰流量有所增大，蓄滞洪区蓄滞水量有所减小，

但仍能满足东苕溪流域防洪安全；导流六闸最大 72 小

时分洪水量总量略有减少，可减轻东部平原防洪压力；

同时，方案 6通过工程措施挖低南湖底高程、加高堤防

及增设泵站，挖低北湖底高程、加高堤防及增设泵站，

挖低永建Ⅰ级底高程、加高堤防，通过非工程措施优化

永建Ⅰ区调度原则，南湖滞洪区水位达到 9.5m 时，启

用永建Ⅰ区非常滞洪区，可使东苕溪流域永建Ⅱ级、潘

板、张堰、澄清退出非常滞洪区，能更好地满足余杭区

的城市规划及经济发展需要。因此，推荐方案 6为余杭

区滞洪区调度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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