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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规划范围为广州全市，包括越秀、海珠、荔湾、天河、白云、

黄埔、花都、番禺、南沙、从化、增城 11 个行政区，行政管辖

范围总面积为 7434.4km2。

规划基准年为 2022 年，规划水平年为 2035 年，展望至

2050年。

2 城市防洪排涝现状

2.1防洪排涝体系现状

侵袭广州市的流域性洪水依托西北江中下游防洪工程体系、

东江中下游防洪工程体系抵御，辖区内工程主要由堤防工程组成。

广州市内以堤防为主的防洪减灾工程体系基本形成，目前基本达

到 50~200年一遇防洪标准。

广州市排涝体系主要由河道、泵站、湖塘组成。目前广州市

治涝标准基本达到城市 10~20 年一遇，乡村 5~10 年一遇，农田

2~5年一遇。

2.2面临的新挑战

城区极端降雨事件呈增加趋势，且倾向于发生短时、突发的

降雨事件。近年来广州 2020 年“5.22”，深港 2023 年“9.7”极端暴

雨，给城市洪涝防御带来极大挑战。

最近 30 年广州市快速城市化进程导致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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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增加，下垫面“硬底化”十分明显，地面蓄滞能力减弱。未来城

镇开发面积仍将持续增加，城市内涝压力日趋加大。

《2022 年中国海平面公报》预计未来 30 年，广东沿海海平

面将持续上升，进一步加剧防潮风险与潮水顶托引发的内涝风险。

3 总体规划

3.1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治水思路，深入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

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底线

思维，以流域为单元，加强流域系统治理，优化防洪排涝工程布

局，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处置保障能力，推进广州市水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广州高质量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

新出彩”。

3.2规划目标

按照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市发展定位，规划构建安全可靠、

通畅稳固、低碳韧性、智慧高效的高质量防洪（潮）排涝体系，

实现“雨润羊城、江河安澜”，为广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支撑和保障。

3.3防洪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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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划将广州市域范围划分为 6个重要防洪保护区，分别是

广州中心城区防洪（潮）保护区、珠江河口滨海防潮保护区、东

江北干流防洪保护区、流溪河中下游防洪保护区、增江下游防洪

保护区、两涌一河防洪保护区。

3.4防洪治涝标准

3.4.1 防洪标准

广州中心城区防洪（潮）保护区防洪标准为防御北江 300年

一遇、西江 200年一遇洪水。

珠江河口滨海防潮保护区，其中主要防潮保护区防潮标准

200年一遇，一般防潮保护区防潮标准 50年一遇。

东江北干流防洪保护区，其中主要防洪保护区防洪标准 100

年一遇。一般防洪保护区防洪标准 20~50年一遇。

流溪河中下游防洪保护区，其中白云花都防洪保护区防洪标

准 100年一遇。从化防洪保护区防洪标准 50年一遇。

增江下游防洪保护区，其中主要防洪保护区防洪标准 100年

一遇，一般防洪保护区防洪标准 20~50年一遇。

两涌一河防洪保护区，其中主要防洪保护区防洪标准 100年

一遇，一般防洪保护区防洪标准 20年一遇。

3.4.2 治涝标准

广州城市治涝标准为 20年一遇。对于遭遇涝灾后损失严重、

影响较大涝区，治涝标准适当提高至 50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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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乡镇、村庄治涝标准为 20年一遇。对于人口较少村庄，

遭遇涝灾后损失和影响较小，治涝标准可适当降低至 10年一遇。

广州市现存耕地分布较零散，治涝标准为 10 年一遇。根据

作物类型及对象重要性可适当提高治涝标准。

4 防洪减灾体系总体布局

广州市位于珠江流域尾闾，外有流域洪水过境，内有本地暴

雨致涝，北有山区洪水入城，南有台风暴潮侵袭，同受洪、潮、

涝三类水患灾害威胁。根据不同水患成因，基于“千涌通百川、

三江护安澜”水系格局，规划提出“上蓄、中泄、外挡”的防洪体

系总体布局，系统提升全市防洪（潮）排涝防御能力及超标准雨

洪应对能力。

上蓄：对于流域性洪水，广州市依托珠江流域防洪布局，通

过西北江中下游防洪工程体系、东江中下游防洪工程体系在辖区

上游进行拦蓄。对于流溪河、增江两条本地骨干河道，不具备防

洪控制性水库建设条件，本次规划不考虑水库拦蓄方案。

中泄：通过广州市辖区内江堤达标加固，安全行泄流域洪水，

确保分洪通道畅通；补齐流溪河、增江两条本地骨干河道防洪短

板，提高本地洪水过流能力。

外挡：以联围为单元开展海堤达标加固，抵挡南海台风暴潮，

在保障防潮安全前提下，考虑生态功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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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洪（潮）工程规划

根据流域洪（潮）水特性、广州市防洪保护区分布情况、自

然地理条件，规划提出中心城区、珠江河口、东江北干流、流溪

河中下游、增江下游、两涌一河等 6 个以堤防为主的防洪（潮）

工程体系，分别保护对应重要防洪保护区的防洪安全。

（1）中心城区防洪（潮）工程体系

广州市中心城区防洪（潮）工程体系属于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中的“三角洲堤防工程”，由珠江广州水道堤防组成。规划按照

“堤防工程为主，非工程措施为辅”思路，巩固提升沿岸堤防，增

强堤后越浪回排能力，辅以“四预”措施应对极端高水位工况。

（2）珠江河口防潮工程体系

规划维持以联围为单元设防模式，不改变 30 宗联围整体平

面走向，稳定河口三角洲行洪纳潮格局，加快实施珠江河口堤防

达标加固，复核提升沿线穿堤水闸防潮能力。

（3）东江北干流防洪工程体系

广州市东江北干流防洪工程体系属于东江中下游防洪工程体

系中的“中下游堤防”，由东江北干流堤防组成。根据增城区城镇

发展进程，规划加快实施增江河口下游堤段达标加固，推进增江

河口上游堤段达标建设，部分堤段无重要保护对象维持现状。

（4）流溪河中下游防洪工程体系

流溪河中下游防洪工程体系由流溪河两岸堤防组成，已建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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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基本达标，规划针对从化区良口镇、花都区花东镇和白云区人

和镇、江高镇局部缺口，新建堤防补齐短板。

（5）增江下游防洪工程体系

增江下游防洪工程体系由增江沿线多个联围堤防组成，规划

加快实施沿江大堤、罗岗围、雁塔围等堤段达标加固，对山谷间

无重要保护对象的独立堤段维持现状。

（6）两涌一河防洪工程体系

两涌一河防洪工程体系由芦苞涌、西南涌、白坭河堤防和新

街河堤防组成。其中芦苞涌、西南涌、白坭河是西北江中下游防

洪工程体系的组成部分，两岸堤防基本达标，规划维持现状，适

时推进新街河花都中心城区段达标加固。

6 排涝工程规划

本规划以 105个排水片区为单元，因地制宜构建排涝工程体

系，由内河涌、调蓄工程、排涝泵站组成，上下游分别与市政排

水工程体系、流域防洪（潮）工程体系相衔接。

结合广州自然地貌特征，105 个排水片区可划为三类，即北

部山林生态区、中部中心城区及南部平原河网区。规划按“拓通

道、散调蓄、强泵排、定竖向”的排涝思路，加强蓝绿灰一体化

海绵城市建设，消除严重影响生产生活的易涝点，提升城市安全

韧性。

（1）北部山林生态区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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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山林生态区包括花都区、从化区、增城区共计 24 个排

水片区，区域地形高差大，河流具有山区性河道特征。考虑山区

水库较多、坡地自排条件较好，规划采取“水库调蓄，完善自排”

策略。重点挖掘上游水库调洪削峰潜力，结合供水规划扩建、新

建水库，减轻河道行泄压力。通过河道综合整治，增加区域自排

能力。山区河道比降大、涌容小，针对局部洼地内涝，优先采用

沿线分散抽排方案提标。

（2）中部中心城区布局

中部中心城区包括越秀区、荔湾区、海珠区、天河区、黄埔

区、白云区共计 55 个排水片区，背山面水，同时受山洪入城、

外潮顶托影响。考虑中心城区河道拓宽建设用地受限，规划采取

“强化抽排，蓄泄兼施”策略。重点建设一批排涝泵站提高区域抽

排能力，减轻外江高潮过程顶托影响；通过河道综合整治，疏通

涝水行泄卡口。针对城区现存湖塘水体，新建控制设施或优化调

度规程，挖掘区域调蓄能力。

（3）南部平原河网区布局

南部平原河网区包括南沙区、番禺区共计 26 个排水片区，

河涌纵横、坑塘遍布，地势低洼平坦，受外海潮位顶托影响明显。

考虑南部联围内城乡二元结构特征，规划采取“以蓄为主，蓄排

并举”策略。重点利用现有荒地、坑塘形成连片水体新建调蓄工

程，在充分挖掘区域调蓄能力基础上，通过河道综合整治改善河



—8—

网连通性，采用河口集中抽排措施控制河道水位，提高区域排涝

能力。

7 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

按照“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要求，

以数字化场景、智慧化模拟、精准化决策为路径， 在国产化替

代基础上， 加快构建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打造流域防

洪数字孪生平台， 完善防洪“四预” （预报、预警、预演、预案）

系统， 为广州市防洪排涝业务应用提供科学支撑， 全面提升洪

涝灾害防御能力。

8 洪涝灾害防御工作体系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精神以及“两个坚持、

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为根本遵循，通过进一步健全责任

落实、决策支持、调度指挥机制，强化洪涝工程设施管理、社会

管理及公共服务和超标准洪涝灾害应对策略，从根本上提高广州

市洪涝防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现代化水平， 有效提升城市

洪涝防御韧性 。

加强公众参与，探索开展“网格滞蓄”行动，以街区为单元形

成地面临时滞蓄网格。研究建立“专家点对点、单位面对面”的专

家合作工作机制。鼓励产学研结合，加快开展洪涝灾害相关科研

工作。提升教育宣传科普，提高公众的洪涝灾害防治知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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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避灾意识、自救互救能力。加快出台财政激励政策，鼓励引

导企业、社会团体及个人积极参与洪涝灾害防治。

9 保障措施

建立健全规划实施工作机制，落实各方责任，凝聚全社会力

量，推进规划有序有效实施。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水务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和管理，构

建稳定、多元的投融资机制，多层面、多渠道筹措落实建设资金。

开展人才创新团队建设，建立完善人才激励保障机制，激发

人才活力，鼓励科技人员开展防灾减灾关键技术、城市洪涝治理

和智慧水利等研究。

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等新闻媒介的作用，争取

相关部门对城市防洪排涝工程建设的理解和支持，有计划地组织

开展防汛知识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公众参与抗灾避灾意识

与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