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6 —

附件：

柳州洪水灾害基本情况一览表

年份 水灾概述

明宣德三年（1428年） 五月，柳州淫雨，江水上涨，卫城坏 59丈。

明正统八年（1443年） 八月，多雨，柳州府城垣多处损坏。

明弘治元年（1488年） 柳州大水，自融县抵武临，房屋漂没过半。

明弘治七年（1494年）
四月，柳州暴雨数日，城垣崩塌几百丈，公私第宅倾颓，漂
流无算。

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 六月二十一日，大水，饥，发仓赈马平饥民。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 柳江大水。

明天启七年（1627年） 五月，大水，漂没民房甚众。

清顺治四年（1647年） 柳州大水，民居多漂没。

清康熙二年（1663年） 大水。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 柳州大水。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马平大水。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 马平、柳城大水，沿江庐舍田园漂没近半数。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 柳州大水，沿江民居漂没几尽。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
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初一（6 月 15-19 日），连日大雨，河
水泛涨。马平县亦发水，其被淹亦轻重不同，水势五月初二
（6月 20日）退。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 柳州府大水。

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

六月二十及二十一日（8 月 7-8 日），柳江上游古州一带水
发涌急，马平县城厢内外并近河村庄冲塌瓦、草房 600余间，
官署多处漫淹，道蜀堂房、住房墙垣俱被冲倒，二十三日水
退。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 柳州大水灾，府城几被淹没。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 大水，冲塌西城墙。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
五月以来，柳州雨多，河水泛涨，沿河低洼之处草房被淹塌，
旋即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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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 柳州府各属县水灾。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 五月中、下旬，河水涨发，低洼房屋田禾被淹，土墙浸塌。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
闰五月（6月 24 日-7月 22日），连续阴雨，山水陡发，沿
河墙房屋冲塌四、五千间。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 马平大水。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 五月，柳州府属县，猝遭水灾，田庐被淹，人口亦有损伤。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 秋，洪水突至，城内外低处田庐被淹。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六月初一（7月 5日），大雨滂沱，昼夜不止。初五（7月 9
日）河水骤长数丈，自上游汹涌而来，由西、南门淹入城内，
道署及民居多成泽国，城外房屋冲塌无数，民众躲避不及以
致被淹毙。调查最高水位为 91.47米。

民国 2年（1913年） 7月，水灾。米价涨幅达上年的 2.2倍。

民国 3年（1914年） 7月 1日，柳江水骤涨七八丈，田庐人畜多被漂没。

民国 13年（1924年）
7月上旬，柳江大水，浸城水深 2尺 5 至 5 尺，城西南北皆
被水浸，房屋冲塌无数。除城内东门后街（今中山东路）及
附近之外，余路皆不通行。调查最高水位为 90.49米。

民国 15年（1926年） 6月，柳江水暴涨 3丈余，淹没房屋田禾甚多。

民国 17年（1928年） 7月，柳江大水，沿江低洼地受灾。

民国 20年（1931年）

6月上旬始，雨水兼旬，崩桥 15座，交通中断半月。8月中
旬，柳江水复涨，沙街及东门外民房没顶，城内大部被淹。
死 6人，毁屋 591间，损失银毫 117.16万元，颗粒无收稻田
1155亩。

民国 24年（1935年）

6月，柳州大雨兼旬，江水泛滥成灾，城内水深 3尺，柳石、
柳宾、柳桂、柳迁等公路及桥梁多被水淹，4个乡 33个村，
321户 9889 人受重灾。农作物损失严重。9月，柳江县穿山
乡水灾，毁屋 448间，灾民 877人，淹毙牲畜 1500头，计损
失 61540元银毫。

民国 25年（1936年） 8月，柳江两岸水灾严重。

民国 32年（1943年）
6月 30日，柳江水暴涨，浮桥被冲走，拖渡失事，溺毙乘客
约 200人。7月 2日，柳州最高水位 83.34米。

民国 38年（1949年）

6月 30 日，柳州大洪水，最高水位 89.31 米。平川、里雍乡
受灾严重，流山、广源、中团乡次之。10 月 13 日，大水，
最高水位 79.16米，为柳州市非汛期（每年 10月至次年 3月
为柳江的非汛期）水文观测记录中的最高水位。

1950年 5月 1日，柳江涨水，浮桥冲断。5月 2日，最高水位 81.67
米。

1952年 6月 8日，柳江大水，最高水位 83.27米。

1954年 4月下旬起雨水不断，田地受淹。6月 29日柳江大水，最高
水位 84.87米。

1955年 6月 20日，柳江大水，最高水位 80.98米。沙街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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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 6月 15-16 日，倾盆大雨，山洪暴发。6月 20 日，柳江最高
水位达 81.81米。

1957年 6月中旬，连日暴雨，柳江水涨。6月 19日，柳江最高水位
为 77.27米。58栋房屋倒塌，1000多亩农田被淹，伤 2人。

1958年 7月 13-15日，连日大雨，柳江水剧涨。15日最高水位 80.13
米。城内淹死 11人。

1959年 5月 20日，柳江水涨，冲断浮桥。7月水复涨，沙街被淹。7
月 5日最高水位 83.15米。

1961年 6月 14日，柳江大水，最高水位 82.43米。受灾 22794户 88820
人，损屋 11772幢。

1962年 6月下旬至 7月中旬，柳江水三涨三落，最高水位 87.51米。

1966年 7月 13 日，柳江大水，最高水位 83.7 米。受淹街道 13 条，
房屋被淹 314间，灾民 3275人。

1967年 8月 8日，柳江大水，最高水位 80.52米。

1968年 7月 15日，柳江大水，最高水位 82.97米。

1970年 7月 15日，柳江水暴涨，最高水位达 88.54米。

1971年 6月 6日，柳江大水，最高水位 81.46米。

1974年 7月中旬，柳江大水。18 日最高水位 82.07 米，沿江多处被
淹。

1975年 5月 20日，柳江大水，最高水位 81.24米。

1976年 7月 10 日，柳江大水，最高水位 86.80 米，沿江许多房屋被
淹。

1977年 6月 10日，柳江大水，最高水位 80.06米。

1978年 5月 18 日，柳江水暴涨，最高水位 85.69 米，沿江受淹房屋
甚多。

1980年 8月 14日，柳江大水，最高水位 80.44米。

1983年 6月 23 日，柳江大水，最高水位 86.38 米，沿江受淹房屋甚
多。

1984年 6月 1日，柳江大水，最高水位 80.20米。

1986年 7月 6日，柳江大水，最高水位 80.11米。

1988年 6 月 30 日，柳江大水，最高水位 83.58 米，柳江路受淹。8
月下旬，柳江暴涨，31日 9时，水位达 89.04米。

1991年 6月 11日，柳江大水。最高水位 81.39 米。羊角山乡新云村
百多亩菜地被淹。



— 19 —

1992年 7月 6日，柳江大水，最高水位 83.73米。

1993年
6月 14日，市区降大暴雨，降雨量 139毫米。17日，柳石路、
龙潭路、龙泉路因暴雨积水，内涝成灾。7月 10日，柳江大
水，最高水位 85.99米。

1994年
6月中旬，柳江大洪水。14日、16日、17日先后三次出现洪
峰。17日最高水位达 89.25米。同时因暴雨（6月 13-17日，
市区降雨量达 387.9毫米）积水，内涝严重。

1996年
7 月 16 日 11 时，柳江河起涨。19 日 3 时，水位升至 91.48
米，超过 1902年调查水位最高纪录。19日 21时，出现洪峰
水位 92.43米，为百年来柳州第一位大洪水。

1999年

全年比较明显的洪水过程有 9场，其中 6场发生在 7月份。7
月 12日发生的年最大洪水，柳州水文站实测最高水位 84.04
米，超防洪警戒水位 2.54米，滨江路及少数低洼路段被淹。
由于水文情报、预报及时准确，加上洪水量级不是很大，因
此，柳州市 1999年基本上没有遭受洪灾损失。

2000年
2000年柳州市发生较大洪水，属大水年份。较大洪水发生时
间主要集中在 6 月中、下旬，7 月份以后基本上没有出现洪
水过程。据测，柳州水文站 6月 12日洪水，最高水位达 87.57
米，超防洪警戒水位 6.07米，这是年内发生的最大一场洪水。

2001年

2001年，柳州市遭受洪涝灾害 4次。受灾 67.67 万人，成灾
人口 52.77万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45亿元。2001年柳州
市洪水与年最高水位多年平均值相比，洪水水位略偏低，属
小水年份。全年比较明显的洪水过程只有 4次，分别发生在
5月下旬、6月中旬、下旬及 7月上旬，其中，年最大一场洪
水发生在 6月中旬。据测，6月 11日发生年最大洪水，柳州
水文站最高水位 81.22米。

2002年

2002年，柳州市遭受洪涝灾害 3次，有 42.24 万人受灾，成
灾人口 28.79万人，直接经济损失 1.66亿元。柳江流域 2002
年度各站的年降雨量比多年平均值偏多 20%左右，洪水总量
亦偏大，属于丰水年份。柳州水文站测得的年最高水位为
84.19米，年最低水位为 68.72 米，年水位变幅为 15.47 米。
在 5月、6月及 8月份共发生了 3场洪峰水位分别为 82.12米、
84.19米和 82.95米的超过警戒水位的洪水。

2004年

7月 17-21日，柳江上游地区及柳州市区普降大雨或大暴雨，
沿江城镇洪水陆续超过警戒水位。到 21日 19时 30分，柳江
河水文站达到洪峰水位 87.97 米，超警戒水位 6.17米。洪水
造成柳州市 8条街道浸水，融安、融水县城被淹，30个乡镇
交通中断，三江县境内 209 国道和 321 国道中断。全市受灾
人口 81.85万人，倒塌房屋 2780 间。农业直接经济损失 2.86
亿元，全市水利设施直接经济损失 6500万元，本次洪灾造成
全市直接经济损失 5.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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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6月 19-20 日，市区及各县先后出现暴雨天气过程，各地出
现不同程度洪涝灾害，10 个县区、77 个乡镇、3025 个村屯
近 93万人受灾，其中死亡 8人，直接经济损失 2.45亿元。6
月中、下旬，全流域先后出现两次大的降雨过程，各河流先
后出现年最大洪水，最高水位全部超过高洪，并突破防洪警
戒线。其中都柳江涌尾水文站实测最高水位 94.10 米，突破
防洪警戒水位 1.10米；融江融水水文站实测最高水位 107.86
米，突破防洪警戒水位 1.86米；柳江柳州水文站实测最高水
位 83.23米，突破防洪警戒水位 1.43米。

2006年
属枯水年份，柳州水文站测得年最高水位 80.44 米，年最低
水位 73.68米，年平均水位 76.95米。柳州水文站发生 3场全
年最高洪水的洪峰水位分别为 78.67米、80.44米和 79.96米,
洪水均低于警戒水位。

2007年

2007年属偏枯水年份，6月份洪水发生最为集中，6月 12日
晚 20时到 13日 08时，柳州市区、柳江均出现突破历史极值
的特大暴雨天气，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全市受灾人数 30.73
万人，死亡 2人，转移人口 5.67万人，直接经济损失 1.76亿
元。柳州水文站年内发生三场全年最高洪水的洪峰水位分别
为 80.71米、79.80米和 78.86米，全年洪水均低于警戒水位。

2008年

5月 9日，融安县出现暴雨量级降水，全县 13个乡镇不同程
度受到洪涝灾害影响。5 月 27-30 日，柳江、柳城、鹿寨 3
县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造成洪涝灾害。6月 8-17日，
柳州市普降暴雨、大暴雨，造成全年持续时间最长、涉及范
围最广、灾情最为严重的洪涝灾害的发生。柳州市农作物受
灾面积 126.65万亩，倒塌房屋 9662间，损坏房屋 1.36万间，
直接经济损失 11.3亿元。

2009年

6月 7-10 日和 7月 1-4日，柳州市区及柳江、三江、融安、
融水、柳城出现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天气，暴雨洪
涝成灾，上述 5县直接经济损失 76577.88万元。7月 1-4日，
柳江河水位突破警戒水位，达 89.64米，超警戒水位 7.14米，
为 20年一遇大洪水。

2010年
5月 18-20 日、6月 15-20日、7月 30-31日柳州市历经三个
时段强降雨过程，洪水灾害造成全市直接经济损失 4.317 亿
元，受灾人口 52.04万人，因灾害死亡 10人。

2011年
5月 21-22日和 6月 14-16日历经两个时段强降雨过程，致使
柳江、融安、融水等县多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洪水灾害造
成全市直接经济损失 0.7154亿元，受灾人口 9.927万人。

2012年 全年较明显的洪水过程有 5-6 场，为常遇洪水过程，年最高
水位均不超防洪警戒水位。

2013年

4月 29-30日、5月 9-10日、5月 15-16日、5月 26-27日、
6月 8-10日、6月 27-28日、8月 14-20日、8月 23-24日历
经 8个时段强降雨过程，致使市区局部和柳江、柳城、鹿寨、
融安县和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不同程度受灾。
洪水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600万元，受灾人口 4.70万人。

2014年

3月 30-31日、4月 25-26日、5月 21-22日、6月 4-5日、6
月 19-21日、8月 18-19日历经 6个时段强降雨过程，使市区
局部和柳江县、柳城县、鹿寨县、融安县、融水苗族自治县、
三江侗族自治县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 29.47 万人，因灾
造成死亡 1人，洪水灾害造成全市直接经济损失 1.3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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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2015 年，柳州市发生 10 次明显暴雨洪水过程，造成主要干
支流 22站次超过警戒水位，其中洛清江下游河段 5月出现“五
年一遇”洪水过程。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柳江、洛清江 11
月出现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2016年

柳州市先后发生 21 次暴雨等级以上强降雨天气。6月 16 日
15 时 30 分，市区柳江出现 83.88 米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1.38米。全市受灾人口 4万多人，柳江、柳城、鹿寨、融安
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和柳北、鱼峰、柳南 3城区 54个乡镇(街
道办事处)不同程度受灾。

2017年
柳州属丰水年景，辖区全年发生 10次强降雨过程，多个站点
短时强降雨超 100年一遇，造成柳州市 17条河流 21个站点
43次出现超越警戒 0.30~5.49米的洪水。

2018年

全年市辖区内主要干支流上的 12 个国家基本水文站点有 10
个控制站点未出现超防洪警戒水位；36个新建的中小河流站
点中只有年河支流拱洞河拱洞水文站河段出现超警洪水。市
区河段全年出现 2场超低洪(79.5米)的洪水过程，6月 24日
出现汛期最高水位水位为 79.36米，未超防洪警戒水位(82.5
米)。全年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约 0.13亿元，全市 1个县 5
个乡镇受灾，受灾人口 1720人。

2019年

柳州市雨情、水情比较严峻，对柳州市造成较严重的洪涝灾
害。汛期集中在 4-9 月，柳州市辖区内的 12 条河流、18 个
站点，出现 30次超警洪水。柳江区柳州水文站出现 1次超警
戒水位的洪水过程，最高水位为 83.26米，超警戒水位(82.50
米)0.76 米。强降雨造成全市多地严重受灾，全市受灾人口
16.19万人，倒损住房 1689户，直接经济损失 4.23亿元。

2020年

柳州市共发生 20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受强降雨影响，柳州市
辖区内的 14条河流，23个站点先后出现 46次超警洪水。其
中，洛清江黄冕水文站、融江支流浪溪河富乐水文站为 20年
一遇洪水；柳江柳州水文站于 6月 10日 5时 20分出现 8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 2.04米，为 2~5年一遇洪水。全市因洪
涝灾害共造成受灾人口 23.56 万人，死亡 5 人，直接经济损
失 3.31亿元。

2021年

受强降雨影响，柳州市辖区内的 25条河流、123个站次出现
涨幅大于 1.5 米以上的洪水过程，市区、三江侗族自治县、
融水苗族自治县、融安县、柳城县不同程度受灾。全市受灾
4.53 万人次，紧急转移 1.37 万人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2
亿元。

2022年

4月 1日至 6月 30日，柳州市柳江、融江、都柳江、古宜河、
洛清江等 13 条河流 17 个水文(位)站出现超警戒线水位
0.14~3.83米洪水 31次。柳州市区柳江柳州水文站 6月 4日
6时出现年最高水位 84.62 米，超警戒水位 1.76 米，为 2~5
年一遇洪水。

2023年
降雨主要集中在 4-6月和 8月，全年柳州市出现 6次强降雨
过程，柳州市鹿寨县黄冕镇、中渡镇、四排镇、拉沟乡，融
安县长安镇、大良镇、浮石镇、谭头乡、东起乡 9个乡镇受
灾，受灾人数 18551人，直接经济总损失 1184万元。

2024年
4月 1日入汛以来，柳州市共遭遇多次强降雨。6月 19 日上
午，“柳江 2024 年第 1号洪水”迎来了 86.3 米洪峰水位，
超过警戒水位（82.5米）3.8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