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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龙丹梅

8月20日凌晨2时-8时15分，重庆主城
磁器口、菜园坝、朝天门、寸滩等多处水文站
点相继出现洪峰水位，这意味着长江2020年
第5号洪水和嘉陵江2020年第2号洪水洪
峰相继过境重庆主城。

洪峰过境后，磁器口、长滨路、菜园坝等
低洼地段已逐渐退水，各地积极组织人员开
展清淤消杀工作。

长江、嘉陵江主城中心城区段江水何时
能退至正常水位？这是目前市民最关心的焦
点。针对此次洪水退水速度、水库调度等问
题，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了重庆市水利局、长江
上游水文局、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的专家。

前水没走完，后水又来了
持续高水位运行拉长退水过程

“由于此轮洪水高位运行时间长，因此主
城中心城区不会在很快时间内退至保证水位
以下。”长江上游水文局水情预报室副主任张
娜表示，尽管此轮洪水洪峰已经过境，但退水
速度比平时慢了许多，“平常长江涨水，最多
一两天便可退水，但这次却需要3天左右，预
计在23日前后，主城水位可逐渐退至保证水
位以下。”

张娜告诉记者，8月14日长江4号洪水
刚刚过境重庆主城，我市嘉陵江磁器口站、长
江菜园坝站水位尚未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
长江寸滩站回落至警戒水位仅10小时后，就
再次迎来了长江5号洪水，水位再次回涨。

“前水还没有走完，后水又来了，这就意味着

我市长江、嘉陵江河段一直保持着高水位运
行，这也拉长了洪水过境后退水的过程。”

长江上游水文局提供的一组数据证明了
此轮洪水来水峰高量大，且持续处于高位：8
月18日凌晨3时，长江寸滩水文站水位达
183.63米，超保证水位0.13米；8月20日8时
15分，寸滩水文站出现洪峰水位191.62米，
超保证水位8.12米，随即水位开始缓慢下
降。

“从18日凌晨3时到20日8时，寸滩水
文站水位上涨了近8米，连续保持了53个小
时超保证水位运行。”张娜说，这好比一个过
去原本能轻松通过洞口的“瘦子”，随着水位
逐渐上涨慢慢变成了“胖子”，因此通过洞口
的时间就会随之变慢。

两江来水叠加
互相顶托，放慢水位回落速度

“此轮过境洪水涨得高，退得慢，这和长
江、嘉陵江两江来水叠加，江水互相顶托放慢
水位回落速度有关。”重庆市水文总站站长王
云介绍。

王云说，8月14日长江4号洪水和嘉陵

江1号洪水刚刚通过重庆主城，长江上游岷
江、沱江、涪江和嘉陵江干流再次出现暴雨到
大暴雨，此轮降雨量超过了上一轮，岷江、沱
江、嘉陵江、涪江等河流同时超警超保。进入
重庆前，长江、嘉陵江的洪水通过支流不断聚
集水量，就已各自变成了“大胖子”；进入重庆
后，两个“大胖子”在朝天门“挤”到了一起，造
成长江和嘉陵江江水互相顶托，导致此轮退
水过程缓慢。

而两江汇集后，下行的路途也并非“一帆
风顺”。王云介绍，嘉陵江洪水在朝天门汇入
长江后，通过寸滩一路下行，在寸滩水文站下
游约7.5公里处的渝北铜锣峡峡口又受到了
阻碍。铜锣峡是一处天然峡谷，河道比上游
较窄，下行洪水到了此处受阻形成壅水（指因
水流受阻而产生的水位升高现象），“就相当
于四车道变成了三车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导致主城洪水下行速度放缓。”

联合调度踩下“刹车”
23次水库调度令削峰错峰

此次洪水是三峡建库以来最大入库洪
水，也是重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据统

计，截至19日7时，此次洪峰过境已导致江
北、巴南、江津、潼南、铜梁、合川等区县12万
余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6万余人。

而此轮洪水在进入重庆前和进入重庆
后，已经被踩下了多轮“刹车”，否则受洪水影
响人口将会更多。

市水利局防御处处长宋刚勇说，由于长
江、嘉陵江几乎同时涨水，为尽可能减少两江
洪峰同时抵渝叠加影响，市水利局于8月10
日起就加强与长江委、长江上游水文局和四
川省水利厅的协调，通过水库联合调度，减轻
重庆长江干流的防洪压力。

在应对长江5号洪水的过程当中，向家
坝水库、溪洛渡水库等上游水库群发挥了巨
大作用，由长江委和四川省水利厅、重庆市水
利局发出的与重庆有关的水利工程调度令已
有23次，上游水库群拦截了50亿立方米以
上的洪水。如果这些洪水没有被上游水库群
拦截，直接进入三峡库区，将会使三峡库区的
入库流量最高达87500立方米每秒，这样重
庆的防汛压力将大大增加。

“我们不仅考虑了长江、嘉陵江干流沿岸
的水库调度，还提前调度了并未发生洪水的
乌江流域水库。”宋刚勇说，通过调度乌江流
域银盘水电站、彭水水电站出库流量，在长江
5号洪水过境期间，乌江进入长江的水量减
少，为重庆长江干流防洪减轻了压力。

“通过水利工程拦洪削峰错峰，把‘大险’
变成了‘小险’，‘大洪水’变成了‘小洪水’，重
庆长江、嘉陵江持续高水位时间也因此缩
短。”宋刚勇说，据初步测算，如果没有上游水
库的拦蓄，重庆此次受洪灾影响转移的人数
将至少增加10万人以上。

重庆本轮洪水 为啥涨得高退得慢
专家：高位运行时间长，预计23日前后退至保证水位以下

□本报记者 龙丹梅

江北区寸滩水文站建于1939年，位于长
江和嘉陵江汇合口长江干流重庆段，是长江
上游最重要的国家基本控制性水文站和三峡
入库控制站，这里的水位高低直接关系着重
庆主城中心城区安危。

8月18日，我登上寸滩水文站水文018
号测船，体验洪峰来临前一天，测船工作人员
与洪峰“争分夺秒”的水文测量工作，见证了

“惊心动魄”的测量过程。

3人被马蜂蛰伤

寸滩水文站承担着水位、流量、水质、降
水、泥沙等监测任务。入汛以来，水文测报人

员坚守岗位，他们测量的水文数据在15分钟内
可发往长江防总，20分钟内发往国家防总，为
防汛决策、进行水工程调度等提供重要参考。

要登上测船，必须从海尔路轨道交通4
号线寸滩站旁的一条小路下到江边，先乘冲
锋舟上趸船，再从趸船去往测船。

下午13时，我刚从冲锋舟踏上趸船，就
有人冲我大喊：“小心马蜂！”

趸船位于长江中，离江岸还有一段距离，
这里怎么会有马蜂呢？我疑惑地抬头，看见
几只身型硕大的马蜂在“嗡嗡”飞。

赶来接我的帅开全是个“老水文”，今年
58岁，经历过1981年7月那场特大洪水。他
带着我朝右边疾走，边走边说：“小心，旁边测
船上有个马蜂窝，上午我们船上3个人被蜇
得鼻青脸肿。”

果然，趸船旁的水文015号测船船舱下，
有个比篮球还大的马蜂窝。

每天航行近12小时

上到测船后，船逐渐朝江心驶去。江面
上有根缆道，测船便通过钢索“挂”在这根缆
道上。帅开全说，测船的工作范围就是这根
缆道的两头，从长江这边开到对岸，再从对岸
回来，始终在一个断面上作业，各种水文测量
工作便在这个单一而反复的航程中进行。

测船正前方摆放着各种大小不一的“铅

鱼”，在我看来模样都差不多。帅开全笑着
说：“区别大得很呢！”

他指着不同的“铅鱼”告诉我，这个大的
叫ADCP测流仪，是智能化测流设备，把它
放入江水中从左岸到右岸走一次，便完成一
次测流过程；测流仪与电脑连通，实时显示
测量数据，电脑通过水文信息平台就能直接
上传数据；那个下方带个兜的叫卵石推移
质，它是沉到江底打捞卵石用来输沙率的设
备；另外一个跟它长得很像的是泥沙采样
器，测的是汛期长江断面的含沙量数据……

帅开全和张小阳、张鹏三人是测量员，负
责操作各种测量设备。船舱里还有三个人，
负责驾驶测船的李庆渝从1980年便在寸滩
水文站工作，大家管叫他“老船长”，旁边的赵
善群负责各种测量仪器的正常使用。船舱侧
面摆着两台电脑，技术员李柯岑坐在电脑前，
实时查看水文监测仪器传来的测量数据。

6个人没一个闲着。我好奇地问了一声
李庆渝：“老船长，你们几点出来的？”

“早上六点半就出来了。”李庆渝紧盯着
前方回答道。

“这么久，那啥时下班呢？”我问。
“这几天洪峰要过境了，我们测的次数越

多，水文预报的数据就更准。下班嘛，早的话
下午六七点，晚的话八九点，这一个多月都这
样，说不准！”他继续盯着前方说。

江中“遇险”

测船上6个人都在忙，我好奇地到处“闲
逛”。19日的长江江面水位已经很宽了，汹
涌的洪水卷着各种垃圾，随时都会缠到铅鱼
上。张小阳和张鹏便将铅鱼拉上来，清除缠
住铅鱼的垃圾，几乎每隔一二十分钟就要重
复一次。

下午17时40分左右，突然“砰”地一声，
船身一抖。正在船舱内的我一个踉跄，差点
摔倒，转头看向“老师傅”李庆渝时，他表情却
没有半点变化，开始向趸船方向转方向盘。

“遭了，树子绞进螺旋桨了。”船前头的帅
开全喊起来，“靠岸靠岸，换船换船！”我跑到
舱前一看，一根四五米长、直径约20厘米的
巨木挂在了船左侧下方。

“换船至少要一个多小时，来不及。”李庆
渝冷静地操作着手中的方向盘和换挡器，将
测船靠上趸船停好，6个人全部出了船舱，拿
着手头能找到的各种工具，齐心合力推树干。

在湍急的江水里弄掉如此巨大的树干并
非易事，大家花了近半个小时，才让测船再次
进入江面。“汛期每天都要遇到各种突发情
况，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于“遇险”，帅开
全哈哈一笑。

19时30分，江水涨得更高了，太阳也快
落山了，测船终于靠岸，在江面上“漂”了6个
多小时的我终于上岸了。这时，有3个头上
包着纱布的人又上了船。

李庆渝跟他们打招呼，“你们啷个回来
了，马蜂蛰了要休息。”

其中一个人回答道：“明天洪峰就要过境
了，等洪峰过了再休息！”

争分夺秒的 6 小时
——记者体验测量船水文测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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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12∶22，在渝中区嘉滨路，轨道2号线
列车在江面上安全行驶。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8月20日11∶25，游客乘坐正常营业的长江索道
从宽阔的江面上划过。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今年以来，长江已经历过5次编号洪水入库，嘉陵江也已形成2次编号洪水。那
么，长江和嘉陵江洪水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编号？

对于长江上游来说，当寸滩水文站流量或三峡水库入库流量达到50000立方米每
秒时，即对洪水进行编号。对于嘉陵江来说，当嘉陵江支流涪江小河坝站超过警戒水
位（238米），则编号。 （记者 龙丹梅 整理）

洪水如何拥有“姓名”

8月20日11∶40，救援人员乘坐冲锋舟查看南滨
路洪水过境情况。

记者 龙帆 实习生 孙泊远 摄/视觉重庆

8月20日10∶00，龙门浩老街，一位市民站在路
边看洪水过境。 首席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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