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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友热议中，沙袋由于最经常
出现在我国防汛抗洪的救灾现场，在
与德国“防洪神器”的比较中，被贴
上了中国标签。

“其实，不光我们国家抗洪主力
装备是沙袋，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丁留谦告诉记者，尤其是在应对管涌
抢险等严重险情时，中外做法都是一
致地使用沙袋，网友眼中的“土办
法”却具有极强的普遍适用性。

2013 年，德国遭遇严重洪水灾
害，多地被淹，数万消防员、志愿者
和国防军士兵参与救灾抢险。德国一
度遭遇沙袋短缺，被迫向荷兰、丹麦
等邻国求援，外国向德国供应的沙袋
超过160万个。

专家介绍，管涌是堤防溃口的常
见原因，处理时必须制止涌水带砂，
而留有渗水出路，此时，用沙袋、充
水坝袋、橡胶坝袋等填充行之有效。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
王明森还提到，受季风影响，我国降
雨很不均匀，江河湖水位暴涨暴落，
水位落差大。我国防洪抗汛主要还是
靠堤防，只有在堤防顶不住、需要临时
加高的时候，这种防洪墙才是解决办
法之一，而我国目前主要使用堆放沙
袋来加高堤防，既便宜又易于上人。

王明森说，现在所使用的沙袋是
由聚丙烯塑料制成，这些材料一般可
以从纺织品生产商废弃的物料中获
得，价格低廉。此外，使用沙袋所需
要的只有袋子、铲子、人力和沙子，
方便易得。

有网友认为，当洪水真正来临的
时候，才能看出哪种装备更称得上是

“神器”，毕竟实践出真知。也有网友
评论，其实抗洪装备用途各有不同，
沙袋多用于截口堵库抢险，防洪墙多
用于城市堤防加高。

据《武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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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袋仍是各国抗洪的主力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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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墙必须有平整的混凝土基
座才能安装。 资料图片

中国南方近来洪水肆虐，一种被称为德国抗洪“神器”的可拆卸防洪挡板随之
在网络走红。它的防洪效果、推广程度究竟如何呢？

所谓的德国“防洪神器”
德文名为Spundwand，是通常
情况下由钢结构制成的防洪
墙，记者专门查询了相关资
料，发现Spundwand并非特指
防御洪水时临时设置的墙壁，
这种墙壁由于具备一定的密封
功能，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它
可被用于防洪或隔离被污染的
土壤。

德国防洪墙其实主要应用
于城市防洪，在国内外均是如
此，同时这种墙也不是随便就
能搭建的“可移动”装置，而
是需要混凝土的基座，推广上
受客观条件局限。

在城市没有受到洪水威胁
时，为了照顾城市景观，防洪
板不会被安装上。一旦汛情紧
急，可以在墙体之上临时搭建
组合式挡板，洪水退后，又可
以快速拆卸。通常情况下，两
名专业人员能在一小时内搭建
出一堵长 100 米、高 1.5 米的
防洪墙。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防洪抗旱减灾研究所所长丁留
谦等水利专家认为，移动防洪
墙并不是新鲜事物，更称不上
所谓神器。“防洪墙的优点就
是，组合挡板可以重复使用，
组装快捷、便于拆卸，在缺少
土料和沙袋的地方比较适用。
同时缺点也比较明显，工程一
次性投入较大，还需要足够的
仓储空间。”

即便是在德国，考虑到成
本因素，也只是在一些大城市
比如汉堡等城市常设固定防洪
墙，包括科隆等多数德国城镇
只是将防洪墙作为一种抗洪的
技术手段，在必要时使用从仓
库中取出的可移动临时“神
器”。

拆装方便的
“防洪神器”
两名工人一小时可以

搭建100米
记者通过实地走访发现，这种

“神器”确实在抗洪中发挥作用，但
由于价格高昂、需要前期基础建
设，目前只用于部分城市地区，并
未大范围普及。德国抗洪依然主要
靠传统沙袋。

德国联邦技术救援署防洪专家
弗兰克·阿尔滕布鲁恩介绍，可拆
卸防洪板较为轻便，易于安装，能
在水位上涨前快速建立起防御屏
障。实践证明，这种挡板的防洪效
果不错。

目前，德国科隆、奥德河畔法
兰克福等一些沿河城市配备了这种
设备。

不过，这种挡板虽然操作便
捷，但并不是“哪里发水建在哪
里”这么简单。阿尔滕布鲁恩说，
可拆卸防洪挡板只适用于平整的地
面，且必须提前在地下打好基础，
以保证挡板稳固，而大部分河湖周

边的土堤顶面并不具备安装条件。
只有城市等人口密集处才会使用移
动防洪墙。

科隆是德国第一个使用这种设
备的城市。为防止位于莱茵河边的
老城区被淹，科隆从1984年开始采
购可拆卸防洪板。按照规划，科隆
将沿河建设9.5公里可拆卸防洪墙。
科隆防洪中心负责人曾在接受德国
媒体采访时说，科隆建设可拆卸防
洪墙的成本是每公里100万欧元。

阿尔滕布鲁恩说，由于需要前
期基础建设、成本较高等原因，德
国在决定是否使用可拆卸防洪挡板
时要考虑“值不值得”的问题。另
外，挡板防洪能力有限，面对太大
的洪水也无能为力。目前，可拆卸
防洪墙在德国只用于部分城市地
区。从全国整体来看，除了永久隆
堤坝，德国抗洪主要还是依靠传统
沙袋。

真比传统沙袋靠谱？
每公里成本100万欧元，不是哪都能用

浙江余姚地势较低、水系丰
富，三年前的台风“菲特”使余姚
成为浙江全省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
之一，这次“尼伯特”到来前，姚
江边的关键段位上多了半米高、百
余米长的矮墙，在洪峰来临的时候
能够搭建组合挡板，变身可拆卸式
防洪墙。

余姚市流域防洪工程建设指挥
部工程科一科科长张胜军介绍，每
块板宽 20 厘米，厚 12 厘米，长 3
米，每 3 米一组，每组 3 块横向叠
加，加上原有的防汛墙高度，能够
达到4.23米的防洪高程。

据了解，余姚这次使用的组合
式挡板产自德国，按每平方米5000
多元的单价、4.6公里长度折合4000
平方米左右的面积计算，总价需要
2000 万元左右。“这种防洪墙最大
的特点是轻便、占地少。”浙江省钱

塘江安全应急中心主任黄海珍说，
这种德国“防洪神器”在我国湖
南、浙江海盐等地都有厂家进行生
产，但目前还没有经受过台风、洪
水等大范围实战的检验。

黄海珍表示，这类防洪设施是
新型产品，将能成为防洪抗洪设施
的有利补充，但目前还缺少列入水
利工程的相关参考依据和设计规
范。此外，“神器”安装需要基底设
计衔接，并非购买了产品就能“说
装就装”，同时也需要一批专业技术
团队进行安装管理，因此目前还较
难大规模推广使用。

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工
程师黄海洋表示，目前浙江堤防防
洪标准普遍为5至10年一遇，现在
建成的堤防普遍为 20 年一遇的标
准，更加轻便、能与景观更好结合
的防洪设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浙江多地已开始尝试
国产防洪墙尚待实战检验

↑传统的沙袋阻隔洪水。 资料图片

↑奥地利小城格赖恩的“抗洪神器”。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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