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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安丘 沈宝海 李安祥 

【新闻链接】 

2012年7月21日，北京地区迎来特 大暴雨。7月21日至22目的暴雨过程 

影响范围很 广，北京、天津、河北 中北部及山西北部均出现 了大范围强降雨 

过程。其中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为 190．3毫米，石景山模式 13'达 328毫米 ，房 

山区河北镇降雨量为460毫米 ，是全市最大降雨量，达到了特大暴雨量级。另 

外，北京还有11个气象站观测到的降雨量突破了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 

这场暴雨历 史罕见 ，由于雨势强、雨量大，北京 出现严重城市内涝，对城 

市交通等造成严重影响 ，部分 中小河流和水库 出现汛情 。据北京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消息，截至7月26日，北京 区域共发现 77具遇难者遗体 ，其 中66人 

身份 已经得到确认，11人身份正在确认之中。在已经确认身份的66名遇难 

者中，包括在抢险救援中因公殉职的5人。在已经确认身份的61名遇难者中 

(除因公殉职)，36人为男性，25人为女性 ；溺水死亡46人，触电死亡5人 ，房 

屋倒塌致死 3人，泥石流致死2人 ，创伤性休克致死2人 ，高空坠物致死2人， 

雷击致死 1人。 

【名词解释】 

城市 内涝是指由于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致使城市内 

产生积水灾害的现象。 

【城市内涝的成因及解决办法】 

城市内涝的原因很多，简单地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自然原因：(1)地势低洼；(2)降水强度大(暴雨)，范围集中。 

2．人为原 因：(1)城市排水设施落后 ；(2)地面硬化 ，导致地表径流增加 ， 

汇流时间缩短；(3)绿地、湿地面积减少，使城市滞水、蓄水能力降低 ；(4)城 

市化破坏了原有的地形和水系；(5)城市“热岛效应”使城市降水增多；(6)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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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河道及行洪、蓄洪区被占用。 

如何进行科学的规划和设计来应对城市内涝呢?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1．建立完善的城市地上 、地下排水系统。 

2．建设绿地(植树种草)，增加下渗水量 ，减缓地表水的汇流速度。 

3．保护原有的天然河道、湿地，增加泄洪、蓄洪能力。 

4．在城市低洼地建设一些临时蓄洪池和地下调蓄库 ，减少地表径流 ，增 

加地下径流 。 

5．在铺设路面的时候 ，多采用渗水方砖，使水能够更好地渗入地下 。 

6．发展屋顶储水 ，把雨水储存起来 ，使得雨水资源化。 

【近两年高考考点盘点】 

城市 内涝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突出问题 。城市 内涝作为生 

活中的地理现象，近年来已成为全国频发的自然灾害，是备受社会关注的一 

个热点问题。回顾往年，展望未来 ，城市内涝问题依然会是高考的一个重点。 

2012年海南省高考地理卷第 26题就考了这样的一道题 ，题 目为：城市涝灾 

(内涝)和城 市水资源短缺并存，已成为我国部分城市的新环境 问题。收集拦 

蓄雨水为城 市所用被称为城 市雨水资源化。城市雨水资源化可同时缓解城 

市涝灾和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根据资料，提出实现城 市雨水资源化应采取 的 

措施。本题是在整治城市内涝的前提下 ，考查如何实现雨水资源化 ，是对城 

市内涝的一个新的考查点。在 2011年江苏省高考地理卷第2l一22题也考查 

了有关城市内涝的问题 。题 目为 ：图l为 同一降水过程形成的 自然状态的洪 

水过程线、自然状态的地下径流过程线 、城市化后的洪水过程线和修建水库 

后的洪水过程线示意图。读 图回答21—22题。 

图 1 

21．人类活动影响下形成的洪水过程线是 

囊 
翻 

口̂甚 v蛹 数 

万方数据



 

·热点爨焦 · 

A．① B．② C．③ D．④ 

22．防治城市内涝的措施有 ( ) 

A．兴建污水处理厂 B．疏浚河道 C．加强道路建设 D．完善排水系统 

第21题，实际是涉及城市内涝产生的原因问题；第 22题是城市内涝的防治 

措施问题。只有搞清楚城市内涝产生的原因，才可找到解决城市内涝的对策。 

I习题练习】 

2012年7月21日至22日，中国大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其中北京及其周边地 

区遭遇61年来最强暴雨及洪涝灾害。截至26日，北京已有 77人因此次暴雨死 

亡。根据北京市政府举行的灾情通报会的数据显示，此次暴雨造成房屋倒塌 

10660间，160．2万人受灾，经济损失116．4亿元。读上面资料，完成1 2题。 

1．近年来 ，城市内涝在我 国一些大城市相继出现 ，下列有关城市 内涝产 

生原因的叙述，正确 的是 ( ) 

①城市地表硬化面积过大导致地表径流增加 ②城市化带来的“雨岛 

效应”，易导致降水强度增大 ③城市建设导致市区蒸发量减少 ④城市管 

网不完善 ，城市规划赶不上城市化发展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2．对减轻北京市中心区内涝作用不大的是 ( ) 

A．植树种草，建设绿地 

B．提倡营造“绿色屋顶”和“绿色阳台” 

C．路面硬化多用渗水方砖以增加下渗 

D．城市建设 中尽可能保护天然池塘、河道 

从地形学角度 出发，将地面凹凸不平的程度定义为地袁粗糙度 。城市 内 

涝是指 由于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超过城市排水 能力，致使城 市内产生积水 

灾害的现象。读不同地表降雨损失量变化线示意图，回答3～4题。 

降雨损失量一毫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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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地表粗糙度与降雨损失量关系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地表粗糙度越高，降雨损失量越大 

B．地表粗糙度越高，城市内涝越严重 

c．地表粗糙度越小 ，降雨后地面的汇流时间越长 

D．草地 比沥青路面粗糙度大 ，汇流速度快 、 

4．2012年7月 21日，在暴雨 的“洗礼”下 ，北京变成了“水城”。面对城市内 

涝的威胁，今后城市可采取的措施 ，正确的是 ( ) 

A．扩大城市绿地面积，降低地表粗糙度 

B．减少城市地表硬化面积 ，减少降雨损失量 

c．降低城市绿化带的海拔 ，增加地表蓄水能力 

D．增设城市地下污水管网，降低排水速度 

5．读材料，回答问题。 

2012年 7月21日，北京发生暴雨 ，暴雨导致北京市 内城 区和郊区发生内 

涝灾害，公路、铁路、民航等交通方式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暴雨导致京港澳 

高速公路 多处严重积水、车辆被淹，最深处积水深达6米。城市内涝是指由于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超过城 市排水能力致使城市内产生积水灾害的现象。 

(1)根据材料简要分析城市内涝的形成原因。 

(2)简述当前各大城市防治内涝应采取的措施 。 

【参考答案】 

1．B 2．B 3．A 4．C 

5．(1)降水强度太大，范围集中；现有的排涝设施落后；城市不透水层面 

积扩大；管理不善 ，城市垃圾堵塞排涝渠道等。 

(2)加强城市排涝系统的建设 、管理和维护 ；增加城市绿地面积 ；加强暴 

雨的预报、预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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