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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多旱涝之灾，历史上的一

些特大洪水，至今仍然让人心有余悸。

1954年长江特大洪灾

1954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了

百年未遇的特大洪灾。据不完全统计，

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5省123

个县市受灾，受灾人口1888万人，死

亡3．3万人，京广铁路不能正常通车

达100天，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元。

长江流域自古多灾。1954年之前，

长江有水文记载以来，已经发生过1896

年、1931年、1950年3次特大洪水。

1931年，汉口的最高水位是28．28

公尺；但是在达到26．94公尺的时候，汉

El就被淹了。从那一年7月初到10月

下旬，汉口被浸在水里将近4个月，当

年南京也长期被浸在洪水中。洪水冲断

了津浦铁路，冲破了苏北运河堤防，从

河南、安徽直冲而下，苏皖平原一片汪

洋，淹去苏北、皖北和豫东平原7000多

万亩土地，受灾人口达1700多万。其中

缺衣无食无家可归的有好几百万人，因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次特大洪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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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害病而死的无可计数。

而1954年当年，淮河洪水比

1931年那次更大而猛。湖北省号召渍

水地区积极排水抢种；江西省委员会

指示各级党组织，保证“水退到哪里，

生产恢复到哪里”。最终结果是，苏北

里下河地区仍基本保证了安全，津浦

铁路依然通车。

那一年的洪水不仅限于中国，日

本、印度、德国、奥地利、瑞典、匈牙利、

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都发生了几十

年来未遇的大水。

1963年海河特大洪水

1963年8月，一场罕见的特大暴

雨沿着太行山东侧席卷河北，并由此

引发了数百年不遇的海河大水。当时

由于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等地区

连降暴雨，引起太行山的山洪和海河

各水系的特大洪水一齐向平原灌注，

2200余万人受灾。这就是著名的“河

北大水灾”。

河北省自古以来也是多灾多难，

当时有人翻阅记录，发现河北省此前

曾发生过383次水灾、407次旱灾。从

明永乐十年到解放前夕，天津被淹过

72次。据《顺天府志》记载，1607年(明

万历三十五年)的一次大水，不仅淹了

天津，还涌进北京，冲坏了紫禁城，使

长安街变成了“长安河”。

1991年华东地区严重水灾

1991年夏，华东多流域出现特大洪

水，淮河、长江支流滁河、洞庭湖的澧水

和安徽的水阳江都受到影响，其中太湖

水位超过1954年的历史最高水位。全国

有18个省区市遭受洪涝灾害，受灾耕地

面积13亿亩，倒塌房屋65万间，各项

经济损失总和达160亿元。8月18日，

上海举行千人大义演，盛况空前，赈灾

捐款突破1300万元。

1998年长江嫩江松花江特

大洪水

1998年洪水，是继1931年和1954

年两次洪水后，20世纪发生的又一次全

流域型的特大洪水之一；嫩江、松花江

洪水同样是150年来最严重的全流域

特大洪水。全国共有29个省(区、市)遭

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受灾面积

3．18亿亩，受灾人口2_23亿人，死亡

3004人，直接经济损失达1660亿元。

历史将永远铭记1998年——全

国人民与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特大

洪水展开搏斗。

时至今日，科技日新月异，但大

自然的残酷，仍然一次次展现在人

类的面前。我们能做的，是一次比一

次反应更快、措施更全，最终，防灾

害于未然。口

洪水为何触目惊心：

湿地正在与国人“告别"

日前，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有

关负责人介绍，截至7月13日统计，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28省(区、市)1508

个县遭受洪涝灾害，农作物受灾面积

5460．66千公顷。受灾人口6074．67万

人，因灾死亡237人、失踪93人，倒塌

房屋14．72万间，直接经济损失约

1469．80亿元。

有关专家表示，洪水灾害属于气象

灾害，但人为因素也不可忽视。“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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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国洪涝、干旱、赤潮、沙尘暴、荒漠

化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这与许多湿地

消失和退化密切相关。”国家林业局湿

地保护管理中心有关负责人说。

国家林业局此前公布的第二次全

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显示，近十年来，

我国湿地面积减少了339．63万公顷，

相当于减少了两个北京市的国土面积。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永利介绍，根据两

次调查结果对比，近十年来受到基建占

用威胁的湿地面积增加了lO倍以上，

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有些地方为了发

展，不计代价地开发海景地、生态城；围

垦占用湿地仍屡有发生，主要分布在沿

海、大江大河及湖泊周边地区。

最新研究显示，我国沿海地区快

速、大范围的围垦和填海已造成滨海

湿地面积锐减，8亿亩湿地保护红线

即将被冲破，而这是维护中国基本生

态安全的底线，包括提供水产品、淡水

和防洪等。

“在中国所有类型的生态系统中，

沿海湿地受到的威胁最严重，但保护

力度却最小。”国家湿地科学技术专家

委员会主任陈宜瑜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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