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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市防汛防旱工作统计

今年汛期，我市经受了第6号台风“烟花”、第14号台风“灿

都”及七次强降雨影响。“烟花”带来的雨量在近十年台风影响过程

中排名第一，最大风速排名第四，太湖形成2021 年 1号洪水，全市

河湖库水位全面超警超限。面对汛情，无锡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迅速落实国家和省关于防

汛防台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底线思

维、关口前移、未雨绸缪，坚持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全市

上下提前部署落实、科学指挥调度、强化巡查排险、高效应急处突、

突出宣传引导，实现了“城市不看海、工程不失事、不死一个人”目

标，取得了防汛抗洪的全面胜利，保障了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经济社会秩序平稳有序。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一、水情、雨情

（一）雨情

今年我市汛情主要特征为：一是汛前旱情初露。1-4月份，全市

平均降雨量较常年偏少24.2%，宜兴水库水位持续下降，横山水库水

位最低27.31米，其他小水库蓄水量不足常年五成。二是梅雨期汛情

总体平稳。汛期，全市面平均雨量912.8毫米，比多年同期偏多29.38%。

梅雨期面平均雨量230.8毫米，较常年平均少9.29%。梅雨期苏南运

河水位超警2次，未超保证水位。三是台风影响强。我市经受了第6

号台风“烟花”直击和第14号台风“灿都”的外围影响。“烟花”

带来的雨量在近十年台风影响过程中排名第一，最大风速排名第四（太

湖仙岛，21.3米/秒，9级），太湖形成2021年1号洪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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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平均水位最高4.20米），全市河湖库水位全面超警超限。受台风

“烟花”影响，全市累计面平均雨量198.9毫米，最大点雨量宜兴大

涧站414.2毫米，横山水库最大3日雨量326.1毫米，为该站历史排

位第一。受降雨影响，横山水库水位累计涨幅4.80 米（7月 25日 8

时30.76米起涨，7月28日9时涨至最高35.56米）。四是局地短时

强降雨多发。短时强降雨造成局部城市道路积水。6月27日、7月4

日，我市遭遇两次短时极端强降雨，单站1小时雨量最大达97毫米，

接近50年一遇标准，市区部分地区道路积水达数小时。

（二）水情

1.水位

（1）河道水位

入汛后，无锡地区主要河湖水位较为平稳。6月13日无锡地区入

梅，今年梅雨期雨量较少，强度较弱，主要河湖水位起伏不大。7月

18日，台风“烟花”生成，锡澄地区沿江调度闸站枢纽自排、机排结

合排水，预降内河水位，至7月25日，锡澄地区水位降至3.45米左

右。7月24日开始，台风“烟花”外围开始影响无锡地区，伴随连续

强降雨过程，无锡地区主要河道水位迅速上涨，27日、28日水位涨

速较快，区域河道水位全面超警，个别站点超保证水位，区域骨干河

道于7月28日前后达到年内最高水位，后缓慢回落。8月11日至16

日，24 至 25 日，有两次连续降雨过程，主要河道水位上涨明显。9

月份区域受台风“灿都”外围影响，有连续降雨过程，雨强较小，河

湖水位平稳。

大运河无锡站，汛期平均水位3.71米，比多年平均水位3.53米

高0.18米；汛期最高水位4.81米（7月28日），最低水位3.36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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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

锡澄运河青阳站，汛期平均水位3.73米，比多年平均水位3.58

米高0.15 米。汛期最高水位4.86 米（7月 28 日），最低水位3.39

米（5月5日）。

西氿宜兴站，汛期平均水位3.68米，比多年平均水位3.51米高

0.17米。汛期最高水位4.72米（7月28日），最低水位3.17米（5

月9日）。

（2）太湖水位

5月1日8时，太湖水位3.11米。入汛后，太湖水位缓慢抬升。

梅雨期受降雨径流入湖影响，太湖平均水位由3.40米涨至3.55米左

右；七月中旬太湖平均水位缓慢回落；七月下旬受台风“烟花”强降

雨影响，太湖水位迅速上涨，于7月 27日 22 时涨至3.80米警戒水

位，于8月1日涨至年最高水位4.20米，后缓慢回落。8月中旬受连

续降雨影响，水位再次上涨至4.10 米以上；太湖水位于9月5日回

落至3.80米警戒水位以下。10月1日8时太湖水位3.45米。

汛期太湖水位平均值3.61米，比去年汛期低0.01米，较同期多

年平均水位3.39米高0.22米。汛期太湖水位最高水位4.20米（8月

1日），最低水位3.06米（5月11日）。

（3）长江潮位

汛期长江潮位最高潮位6.69米，超警0.79米（7月26日）；最

低潮位2.16米（5月8日），超警戒水位5.90米天数7天，分别是

5月 28，29日，7月 24日至 28日。低低潮水位超过3.50 米的天数

10天，主要发生在台风“烟花”、“灿都”影响期间。

（4）横山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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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汛前，横山水库库水位较枯，5月1日8时，横山水库水位27.38

米，入汛后，库水位维持低位运行。入梅后，梅雨期降雨径流入库，

横山水库库水位由27.94米上涨至30.70米左右，横山水库的枯水状

态得到有效缓解；七月中旬，横山水库水位保持平稳。7月25日起，

横山水库流域受台风“烟花”影响，流域内有持续强降雨过程，最大

三日雨量331.3 毫米，历史排位第一，库水位快速上涨，由7月 25

日 30.74 米起涨，7 月 28 日 9 时涨至35.56 米最高水位，累计涨幅

4.82米。

横山水库泄洪闸于27日16时开闸泄洪，8月1日1时关闸，累

计泄洪水量2574万方，最大泄洪流量155立方米/秒。

8月份，受前期库水位较高、横山水库流域降雨较多影响，横山

水库泄洪闸12日至18日期间三次开闸泄洪，累计泄洪水量1298万

方。

汛期横山水库平均水位30.74米，最高水位35.56米（7月28日），

最低水位26.78米（5月11日）。

2.水量分析

（1）进出湖水量

汛期，望亭立交入湖水量1.320亿方，出湖水量15.61亿方，较

去年同期多1.378亿方；太浦闸出湖20.99亿方，较去年同期少7.733

亿方。

梅梁湖泵站调排水量1.910 亿方，较去年同期多0.3280 亿方；

大渲河泵站调排水量1.430亿方，较去年同期多0.0450亿方；

环太湖浯溪桥段入湖水量8.068 亿方，较去年同期少0.9890 亿

方；城东港段入湖水量26.71亿方，较去年同期少2.080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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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排水量

汛期，望虞河常熟枢纽引水 2.676 亿方，较去年同期多0.5797

亿方，排水22.92亿方，较去年同期少1.653亿方；

汛期，白屈港枢纽引水4.678亿方，较去年同期多1.497亿方，

排水1.735亿方，较去年同期少2.140亿方；新夏港枢纽引水0.1015

亿方，较去年同期少0.0055亿方，排水0.8513亿方，较去年同期少

0.9687亿方；新沟闸枢纽排水8.512亿方，较去年同期少0.2133亿

方。

二、防汛防旱各项准备工作

为做好今年的防汛防台工作，全市各地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认

真排查工程险工隐患，修订完善各类工作预案，加强水利工程调度运

行，全力以赴防汛抗灾。

（一）健全防汛组织体系。一是完善指挥体系。严格落实以行政

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责任制。汛前，全市各级防汛防旱指挥机构

调整到位，各级防汛行政责任人均由政府主要领导担任。二是压实防

汛责任体系。汛前落实了各级防汛抗旱、防台、城市防洪、大江大河、

水库、重要塘坝、重点圩区等防汛行政与技术责任人，水库还落实了

主管和巡查责任人,并在5月1日的《无锡日报》上公示。市政府于5

月14日召开全市防汛防旱工作会议，对今年安全度汛工作进行动员和

部署，向各板块下发防汛防旱责任书。市防指向各防汛防台责任人发

出告知信，进一步强化责任人的履职意识和应对能力。

（二）着力消除安全隐患。一是全面排查。全市各地各部门按照

市防指部署，春节后即组织开展汛前大检查工作，并对重点险工患段

会商研判，落实处理方案和度汛措施。全市共查出流域性堤防险工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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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4处，病闸泵4座。二是重点督查。4月中下旬，市防指重点对流

域性堤防、水库、塘坝、险工隐患、防汛薄弱环节等进行再排查，确

保不留隐患。三是及时消险。所有险工均制定清单、落实责任，主汛

期前全部消险或落实度汛措施。四是严格执法。5月份组织开展了水

政联合执法活动，通过召开现场会、发布拆坝通知、督导检查等方式，

集中力量对68条坝梗进行清除。

（三）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一是完善应急预案。汛前，各地对防

汛防旱和防御台风应急预案进行了修订完善。二是落实物资队伍。全

市储备三袋293万只，木材922.7立方米，块石1.66万吨，土工布43.3

万平方米，满足正常年景防汛抢险需求。市级安排523万元专项资金采

购防汛物资和大型排涝设备，机动排涝能力增加11000立方米/小时。

全市组建抢险队伍966个，总人数约2万人。三是加强培训演练。5月13

日，市防指组织开展了应急抢险及防汛物资调运演练。6月7日举办了

全市防汛防旱业务知识培训班。6月4日～8日开展了防汛抢险技能培训

暨实战演练，市消防救援支队、市防汛机动抢险队、各市（县）、区

防汛抢险现场指挥及技术骨干共148人参加培训演练，100人赴现场观

摩，为近年来参训（演）人数最多、覆盖范围最广、演练项目最全的

一次，培训、演练、观摩相结合，培训效果更显著，进一步锻炼了队

伍，提高了防汛抢险应急处置能力。四是健全指挥系统。汛前对水文

遥测系统和防汛指挥决策支持系统进行了全面维护，研发运东大包围

预报调度一体化系统，对历年影响我市的台风进行全面梳理和专题研

究。

（四）优化防台体制机制。一是实施了堤防灾害保险机制和社会

力量参与防汛抢险奖励激励机制两项创新机制研究，被纳入市政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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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第一批双循环创新性政策措施研发项目任务清单。通过专题

调研，制定了无锡市堤防灾害保险方案，向全市社会力量发出参与防

汛抢险倡议书。6月底，两项机制创新研究成果报告报市政府办。二

是完善防汛防台工作机制。制定了《无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应急工作

组运行工作的机制》和《无锡市防汛防台信息发布工作机制》，对防

指主要成员单位防汛防台部门应急预案制定情况进行调查摸底。

（五）加快道路积水点整治。针对去年梅雨期道路积水情况，去

年汛后，市防指下发了《关于抓紧开展道路积水点整治的通知》，要

求2021年汛前完成整治任务。市防汛办联合市政园林局加强道路积水

点整治工作推进力度。今年汛前，市区62个道路积水点完成整治任务

或落实应急预案。市防汛办对道路积水点实行视频实时监控。

（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今年实施重点水利工程8项，总投资约

12亿元，主要包括环太湖大堤剩余工程、新孟河延伸拓浚工程、锡澄

运河（黄昌河—长江段）河道整治工程、锡澄运河（黄昌河—长江段）

定波水利枢纽工程、锡澄片骨干河网畅流活水工程、城市防洪运东大

包围口门改造及堤防提升一期工程、洋溪河—双河整治工程、武澄锡

虞中片沿江排水河道治理工程等。无锡市防汛抢险演练实训基地已完

成立项批复。

（七）加强生态畅流调度。进一步优化完善畅流活水调度方案，

利用太湖、望虞河、长江等多水源活水，确保工程调度科学有序、安

全高效，提高我市河网生态保障能力。2021年，运东大包围累计调排

水2.75亿立方米；望虞河引长江水14.58亿立方米，入湖7.18亿立

方米；梅梁湖、大渲河泵站累计调排水7.39亿立方米。

三、防御强降雨及台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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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全市各级各部门科学调度、严密防守、全力抢险，确保了

全市防汛防台安全。

（一）政治站位再提高。7月 21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部署

防汛救灾工作。无锡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

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关于防汛防台工作的决策部署。

7月24日，市委常委会专题听取防汛防台工作情况汇报，对防汛防台

工作作出专题部署。要求各地各部门坚持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

件，切实落实防台防汛责任，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放在第一位，紧紧围绕“不亡人、不伤人、少损失”的工作目标，

进一步超前谋划，抓细抓实各项工作，最大限度防范化解灾害风险。

（二）指挥部署再靠前。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市防

汛工作有力有序开展。杜小刚书记8次对防汛防台工作作出批示，率

队督查在建工程、水利枢纽、地铁运营等防汛防台工作落实情况。赵

建军代市长就做好台风“灿都”防御工作作出批示。李秋峰副市长坐

镇市防指指挥调度，多次主持召开防御台风工作部署会，现场检查宜

兴太湖大堤等重点部位防汛防台工作情况，台风过后，对优化完善防

汛防台工作体制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市防指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防

汛工作部署要求，提高站位、统筹协调、夯实责任、强化措施，全力

以赴做好各项防汛防台工作。各地各部门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下沉

一线督导指挥防汛防台工作。

（三）预警响应更快捷。汛期，我市进一步优化了防台风应急响

应机制。制定了《无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应急工作组运行工作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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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无锡市防汛防台信息发布工作机制》，并对防指主要成员单位防

汛防台部门应急预案制定情况进行调研备案。机制明确，气象部门发

布台风消息后，市防指立即作出防御部署，并待预警信息发布后，同

步启动响应级别的应急响应。汛期，根据气象预警信息，市防指及时

启动（变更）应急响应8次，发布(变更)洪水预警4次。市防指共派

出24个工作组、75人次，赴各地督查指导防汛防台工作。各部门按

照预案中应急响应行动要求，加强联动，重点防控，全面落实各项防

御措施。突出做好江河湖库堤防、在建工地、低洼地区、地铁运营、

危旧房屋、化工企业仓库、地下空间、高空建筑物、广告牌、高空游

乐项目、隧道、立交、人行地道、高大树木、地质灾害等易出险部位

及防汛薄弱环节的防风防雨措施；做好学校停课、建筑工地停工、航

道禁航、船只及人员回港避风、转移安置等工作。全市累计出动巡查

排险人员122396人次，回港避风船只2660条，转移人员140147人，

排查老旧房屋40124间、临时工棚4188间、地下空间3838处，巡查

堤防15509公里，加固广告牌3773处、塔吊等高空建筑物3060处、

农业大棚8889处，停工工地1564处，关闭景区49处。

（四）工程调度更精准。今年汛期，在省防指的统一调度下，沿

江苏南各市形成一盘棋，预降预排区域水位，苏南地区一体化调度模

式形成并发挥明显的防洪减灾效益，为汛情平稳奠定了基础。7月21

日，省、市、县联合开展了横山水库调度演练，为台风“烟花”期间

水库实战调度进行了预演，效果明显。宜兴横山水库泄洪闸于7月27

日16时提前开闸泄洪，8月1日1时关闸，累计泄洪水量2574万方，

最大泄洪流量155立方米/秒（历史实测最大），避免了横山水库突破

历史极值。汛末期，太湖提前停止泄洪，保水蓄水，充分利用雨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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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汛期，沿江闸站全力排水，累计排水7.64亿立方米。合理运用运

东大包围，平衡圩内、圩外洪涝风险，累计排水1.08亿立方米，南门

水位最高3.72米。各类泵闸站加强值守，各圩区及时封圩，合理控制

圩内水位，台风期间及时开机排涝。

（五）民众意识更强化。利用“两微一端”等媒体、网络平台，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安全提示62余次，提前公布全市易积水路段图；

无锡电视台滚动播报台风动向、应急响应和安全防范提示；通讯运营

商通过短信向市民全覆盖发布台风预警信号和防范注意事项，共发送

各类预警及安全提示短信3400多万条；通过应急广播将安全防范提示

滚动广播到每一个村、每一个社区、每一户、每一人，实现预警、提

示信息直达“最后一厘米”，提高全社会公众安全防范意识。公安、

水利、市政、住建、城管加强涉汛警情、群众诉求的联防联救，畅通

信息沟通渠道。台风“灿都”防御期间，约200多名家长致电教育部

门询问是否停课事宜，群众关注度明显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