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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长江多处水位为
有 水 文 记 录 以 来 历 史 同 期 最
低，出现了“汛期反枯”的罕见
现象。

水利部 8 月 11 日 12 时针对
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
四川 6 省（直辖市）启动干旱防
御Ⅳ级应急响应。

汛期反枯汛期反枯 长长江江喊渴喊渴

这一次突如其来的高温干旱，不仅仅在
长江流域，欧洲也在遭受。

7 月份以来，欧洲大陆出现了创纪录的
高温，从而导致该大陆主要河流的水位大幅
下降，该大陆上的大片绿色空间也变成了贫
瘠的荒地。

根据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提供的
数据，欧洲大陆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干旱状
态，而这也是该地区近 500 年来出现的最为
严重的一场干旱。这场“严重的干旱”影响
了欧洲大陆近 47%的面积，该大陆近三分之
二的地区受到了干旱的威胁，而就在今年 7
月中旬，欧洲还只有 15%的面积被划为“严
重干旱”的地区。

近期，德国重要的运输大动脉——莱茵
河的水位正不断下降，导致输往欧洲内陆的
大宗商品开始减少，该地区的能源危机、供
应链危机恐雪上加霜。

美联社报道，持续数周的干旱天气让欧
洲几条主要水道变浅。莱茵河水位下降令
德国多家依靠水运的工厂和发电厂“头痛”。

德 国 交 通 部 发 言 人 蒂 姆·亚 历 山 德 林
说，莱茵河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考布镇附
近河段的水位非常低，吃水浅的船只目前还
可以通行。

据德国联邦水路和航运管理局的数据，
位于莱茵河中游的考布河段水位将在 8 月
15 日下降到 33 厘米。通常而言，只要水位
降至 40 厘米以下，大多数运输货物（从柴油
到煤炭）的驳船都将无法通过这条河。

据了解，莱茵河是连接阿姆斯特丹到欧
洲内陆的重要的汽油/柴油供应路线，数据
显示，德国内河航运中 80%的运输量都在莱
茵河上。

随着莱茵河关键河段的水位降至极低
水平，主要驳船运营商对莱茵河的驳船实施
了货物装载限制并征收低水位附加费。

全球第四大航运公司赫伯罗特的发言
人对外表示，莱茵河上的船舶载货量只能达
到 50% ，从 而 影 响 了 该 公 司 的 内 陆 物 流 服
务。

此外，欧洲最大的内陆港口杜伊斯堡的
发言人也表示，船舶只能转载更少的货物，
将进一步加剧当前供应链的问题。

法国境内的 100 多个地区面临着完全缺
乏 饮 用 水 的 问 题 ，法 国 电 力 公 司（EDF）宣
布，由于用于冷却反应堆所使用的水的温度
升高，其核反应堆产生的能量将会减少。

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比利时等政府 7
月份陆续宣布，今年是他们国家历史上最为
干旱的一年。据意大利气象学会透露，该国
今年发生的情况在过去 230 多年的时间内都
从未出现过。

英国政府宣布全国范围内的英国政府宣布全国范围内的 88 个地区进个地区进
入入““严重干旱严重干旱””的状态的状态，，此外此外，，该国还出现了该国还出现了
自自 19761976 年以来最为炎热的夏季年以来最为炎热的夏季。。根据英国根据英国

《《卫报卫报》》报道报道，，泰晤士河的部分源头出现干泰晤士河的部分源头出现干
涸涸，，而这是该国历史上首次发生的状况而这是该国历史上首次发生的状况。。

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赫伯罗特等航运赫伯罗特等航运
公司不得不选择替代方案公司不得不选择替代方案，，将内河运输转换将内河运输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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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时案时，，公路和铁路上的运力也会更少公路和铁路上的运力也会更少，，价格价格
亦会随之增加亦会随之增加。。

据水利部网站 8月 11日消
息，7 月份以来，长江流域降雨
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4 成；流域
大部高温日超过 15 天，中下游
部分地区超过 25 天；部分地区
连续无有效降雨天数超过 20
天。

当 前 ，长 江 干 流 及 洞 庭
湖、鄱阳湖水位较常年同期偏
低 4.7—5.7 米，均为有实测记
录以来同期最低，部分地区小
型水库蓄水严重不足。

截至 8 月 11 日 8 时，实时
水情显示，长江中下游干流及
两湖出口控制站水位均较常
年同期偏低 5至 6米。

正值汛期的武汉长江江
滩，不见波澜壮阔的滔滔江
水，亲水平台也露出了大片沙
滩。8 月 15 日 17 时，长江汉口

站录得水位仅为 17.22 米，是长江武汉
段有水文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低。

武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称，今年长
江进入主汛期后水位持续退落，出现了

“汛期反枯”的罕见现象，这是因为长江
流域降雨明显偏少，上游来水减少，以
及持续高温导致蒸发量增大。数据显
示，7 月 9 日以来，武汉市降水量较常年
同期少 11.7%；7 月上中旬，长江中游控
制站汉口站来水量 591.84 亿立方米，较
30年均值偏少 18%。

不只是武汉，沿着长江，从上游的
重庆，到中游的武汉、九江，再到下游的
南京，本该在梅雨期进入汛期的长江流
域，降水却由偏多转为偏少，6月下旬偏
少 2 成，7 月偏少 3 成多，尤其是长江下
游干流及鄱阳湖水系偏少 5 成左右，为
近 10年同期最少。

此外，长江中下游水位持续消退，
较历史同期大幅偏低。8 月 15 日 8 时，
长江主要控制站水位分别为汉口 17.30
米、大通 6.84 米、七里山 2355 米、湖口
10.37 米，较历史同期分别偏低 6.08 米、
4.96米、5.87米、6.37米。

其中，长江大通站流量 21200 立方
米每秒，较常年同期偏少 52%，南京高
潮位 5.29 米，比常年同期偏低 2.18 米；
淮河干流蚌埠流量仅 22立方米每秒，基
本没有来水进入苏北主要水源地之一
洪泽湖。

天气预报显示，南方地区高温持
续，四川盆地东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
部和东部、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南
部、浙江中北部等地 40—43℃，重庆北
碚区气温更是高达 44.5℃。

面对晴热高温持续，降雨普遍偏少，
来水明显下降等严峻抗旱形势，长江流
域已有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
徽等省份启动了抗旱Ⅳ级应急响应。

水利部 8 月 11 日发布消息称，长江
流域旱情快速发展，安徽、江西、湖北、
湖南、重庆、四川 6 省市耕地受旱面积
967万亩，有 83万人因旱供水受到影响。

截至 8 月 12 日，湖北省农作物因旱
受灾面积 415.8 万亩、成灾 198.4 万亩、
绝收 20.1 万亩。受灾作物以水稻、玉
米、大豆等粮食作物为主，占受灾总面
积的 67.3%。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

国英要求，科学调度水利工程，落实各
地抗旱预案和兜底措施，确保群众饮水
安全，保障大牲畜饮水和农作物时令灌
溉用水需求。

为了缓解旱情，满足农业灌溉用水
需求，位于湖北省荆州市的引江济汉工
程正加大调水力度，守护“湖北粮仓”。
当前，湖北共有 4891 座水库开闸放水，
日供灌溉水量约 1 亿立方米。289 处大
中型灌区开灌，累计供水近 52.45 亿立
方米，灌溉农田约 3730万亩。

多日排在全国高温榜首位的湖北
省宜昌市兴山县更是计划人工增雨。
据当地媒体报道，8月 15日到 17日的午

后 12 点至夜间时间段，兴山将不间断
地进行人工增雨作业。

安徽各地也在全力以赴调水抗旱
保苗。安徽省桐城市发动沿河各村，采
取挖河渗的方式，蓄水灌溉。桐城市范
岗镇水利站工作人员介绍，鉴于挂车河
属于沙质河床，水质非常丰富，沿河各
村积极组织挖机，采取淘河渗的方式，
开展生产自救，以保证 7000 亩良田（灌
溉）。

四川遭遇连续高温，造成部分村镇
出现饮用水困难，四川各地消防救援队
伍将水送到群众家门口、养猪场和田间
地头，解决群众用水燃眉之急。泸州消
防 8 月 8 日—11 日共接到 42 起抗旱送
水警情，累计出动 240 余名消防救援人
员，累计送水 400余吨。

江苏省水利厅启动江水北调、江水
东引、引江济太三大调水系统，全力引
江补充区域水量。针对秦淮河流域水
位偏低情况，除以超常规调度保水蓄水
外，紧急架机补给河湖，水利部门还引
长江水入滁河，保障一级水源供给，南
京、镇江、常州等市也启用了抗旱翻水
线，通过提水站补入水库。

此外，财政部近日会同水利部认真
研究，及时调度各地耕地受旱面积、因旱
临时饮水困难的大牲畜数量等情况，于 8
月 12日下达河北、山西、内蒙古、河南、陕
西、甘肃、宁夏、青海等 8省区水利救灾资
金 2亿元，对受灾地区水利抗旱调水、兴
建救灾所需抗旱水源等给予补助。

水利部 8 月 15 日发布消息，7 月份
以来，长江流域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4 成，为 1961 年以来同期最少，江河来
水也偏少 2 到 8 成。据气象水文预测，
长江流域旱情可能持续发展。

水利部新闻发言人水旱灾害防御
司副司长王章立表示，目前长江流域大
中型水库蓄水情况总体较好，上中游
51 座主要水库可用水量 402 亿立方米，
但蓄水量较去年同期偏少 5%，有 180
多座中小型水库水位低于或接近死水
位，特别是一些小型水库及山塘蓄水严
重不足。

为积极应对长江流域旱情，水利部
已派出 3 个工作组赴旱区协助指导，按

照一库一策、一村一策，切实落实抗旱
保供水措施和兜底方案。并科学调度
水利工程，确保群众饮水安全，保障大
牲畜饮水和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

王章立介绍，针对可能出现的旱
情，提前谋划长江中上游三峡、丹江口
等 51 座主要水库蓄水调度，为抗旱储
备水源，适时为下游补水，减轻干旱影
响和损失。

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灌溉节水
处处长王欢表示，经过积极应对，目前
四川等 6 省份已灌溉农田 1 亿多亩，农
作物受灾面积得到有效控制，特别是实
施了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的大中型
灌区，灌溉保证程度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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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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