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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该文内容主要是一次谈话记录，谈话对象是我国著名的水文学家谢家泽（1911-1993），

内容涉及水库安全、上限洪水和 PMP/PMF 等问题。虽然是 34 年前的一次谈话，但有些观点对目

前的相关研究仍具参考价值。 

［摘 要］根据 1976 年的谈话记录，谢家泽认为水库安全要有几个突破点，其中设计洪水是要

突破的第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首先要突破上限洪水。洪水有否上限，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

谢同意有上限，这个上限可以是统计上限、物理上限、经验上限、理论上限。频率曲线，重现期

在百年以内还是行的，问题在外延。可以用“上限”与百年一遇值联线。百年到上限之间，不要

频率，可以分成四到五级，按等分。寻求上限的方法，主要是思路要对。找上限要靠成因分析。

PMP 法可以作为一个主要方法来搞。赞成从世界范围内来寻找同种类型暴雨(例如台风雨、雷雨)

的规律。谢赞赏赫希费尔德的统计估算法，认为它是从大范围抽出共性(Km)，用到具体地点又用

当地的 X 和 Cv 还原到个性。对我国的 PMP，谢提出小型工程用 Km 法，中等工程用 PMP，大流域

搞 PMP 要充分利用历史洪水。求出的 PMP/PMF 要以世界纪录作控制，不能超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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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在家中整理资料时，偶然发现了一份《谢家泽同

志谈 PMP 问题》的记录。这是我拜访谢家泽教授时对谢老谈

话要点的记录。时间是 1976 年 3 月 14 日(星期天)上午。地

点是郑州黄委会招待所。这份记录勾起了我一些回忆。 

 1972 年 10 月到 1973 年 4 月，黄委会在黄河三门峡至

花园口区间(简称三花间)开展 PMP工作取得成功。成功点是：

我按中国水文作者的思路、观点和语言，来理解、看待和描

述 PMP，并把中国水文分析计算的工作经验融入其中，使推

求 PMP 的方法思路清晰、理论系统，层次分明，重点突出，

通俗易懂。 

关于PMP工作，曾两次得到谢老的称赞。一次是 1973 年



6 月 9 日上午，谢老和中国另外两位水文专家王凤歧和郭展

鹏三人一起，来到黄委会，要求我介绍新近总结出来的PMP

经验。我利用一张展示PMP各种方法的要点及其操作步骤的

框图，花了不到 1 个小时，向他们作完了介绍。谢老听后，

很感慨地说：“像你们这样概括的系统概念，我是第一次听

到。过去我也看过(PMP)书，没有系统概念”，“你们这样

的概括，使PMP方法通俗易懂，很好”。谢老还说：“PMP方

法实际是成因统计。成因分析工作占很大的成分”。对PMP

方法“老郭(指郭展鹏)过去是怀疑派，我也是不太赞成派；

今天听了介绍，启发很大，实在了一些，信心更大一些，今

后需要推广这个方法”。另一次是 1975 年 9 月 1 日~15 日，

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设计洪水讨论会”上，当时黄委会提交

了由我执笔编写的题为《对可能最大降水分析的几点体会》

的文章(全文约 21 000 字)，简要地介绍了PMP的涵义、PMP

的求法以及如何看待水文气象法与数理统计法等有关的内

容。9月 12 日晚上，我和高治定先生一起，到谢老住地拜访

他。谢老很热情地对我们二人说：“你们的文件(指上述那

篇文章)，我看了两遍，我感到你们的见解比美国人高明”
［1］

。 

1976 年 3 月，谢老因公出差郑州，住在黄委会招待所。

我得知消息后，用电话预约，要去拜访他，拟就 PMP 有关问

题向他求教，他欣然同意。因此就有了前述的谈话记录。 



从那次谈话到现在，已 34 年了。当我重读这个记录稿

时，深感谢老的教诲中所体现的学术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

的指导价值。特别是他那种学识渊博、思路开阔、高瞻远瞩

的大学者风范，给人印象深刻。因此，我特把这个记录稿略

加整理，发表出来，以促进水文科学的发展，也作为对谢老

的怀念。 

下面介绍谢老谈话的要点。 

1  水库安全要有几个突破点 

去年(1975 年)我在水利技术座谈会上说，水库安全要有

几个突破，但是需要研究： 

 (1) 从何突破？ 

 (2)如何突破？ 

今天就从设计洪水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2  从何突破 

设计洪水是水库安全中要突破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突破上限洪水，现在生产上要求

这个，而且老早就要求这个，现在是更突出了。 

有否上限？一直是争论不休的。在 1967 年(苏联)列宁

格勒水文会议上，克里茨基—曼克里的第一篇发言说：频率



曲线，下限不可能不是零，上端无限，频率越小，洪水越大。 

别法尼(苏联水文学家)说，我不反对P=0，洪水Qm就变成

无限大。但他又说，同意霍顿(美国水文学家)说的：“鸡下

的蛋，不能比房子大”。 

别氏同意有上限。我同意有上限。宇宙是无限的，但任

何事物总是有限的。我同意提上限降水，上限暴雨，上限洪

水，但在上限二字加引号“上限”，表示承认有上限，但不

一定求得准，可以是统计上限，物理上限，经验上限，理论

上限。 

洪水，要是把上限突破了，就好办了。 

频率曲线，重现期在百年以内还是行的，问题在外延。

外延越多，问题越大。解决办法，可以用“上限”与百年一

遇值联线。百年~上限间，不要频率，可以分成四~五级，按

等分。 

上限是个主要矛盾，它一解决其他就带动起来了。带动

全盘。 

上限是个薄弱环节。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 

归纳起来，突破上限是： 

 (1)生产需要； 

 (2)主要矛盾； 

 (3)薄弱环节。 



    3 如何突破 

如何来突破上限呢？ 

首先要区别你这个方法能不能求上限，若不能求上限，

则此法就不宜考虑了。 

波尔达可夫(苏联水文学家)用皮尔逊 I 型曲线，上端有

限。但它不是根据实际资料，而是经验外延。 

找上限的方法，主要是思路要对。 

还是用去年在广州会上，欧阳首承主张搞理论上限。但

理论上限，即物理上限。可是在实际上统计来决定的。用频

率曲线找上限，频率近于 0，就是上限。但这样求得的上限，

就 

是无限大，根本不可信。 

找上限要靠成因分析，从最近的方法看，解决问题还是

统计。 

朱元甡说：设计洪水的任务，就是解决各种概率的洪水。 

找上限要在成因分析的基础上，并把成因方面的最新成

就用上，这样来找统计上限。 

美国 PMP 实际上是 20 年代的暴雨移置，只是加了个水

汽放大。 

周文德水文手册中的气象部分是美国一个气象处长写

的，好。他说 PMP 中最大的放大是移置。 



一到放大，任意性就较大。水汽放大，幅度不大。效率

放大，困难。 

PMP 法可以作为一个主要方法来搞。 

PMP 现在还到不了半成因半统计的程度*。 

《洪水与干旱》的作者，搞台风 PMP。他说经验更重要，

如果实际未发生，那你求出的 PMP，就不好想像。 

雷暴雨效率一般 10%，美国最大的有 100%的。 

我看，他这种把全世界即大范围的同种成因的暴雨，例

如台风、雷雨等来寻找其规律，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找同类

型暴雨的规律，这很好。 

主要是他的思路好。像越南这样台风雨资料少的情况

下，要搞 PMP，一种是现在搞，要求很精确，但办不到，没

有意义；另一种是等几十年后有资料时再来搞，但这又不能

满足现时生产的需要。因此，最好从全世界范围来搞。 

    4 关于赫希费尔德的统计估算法 

暴雨移置，愈具体的移，愈是限制条件多，但如果提出

几个参数来移，这就简便得多。 

美国赫希费尔德提出的统计估算法（简称Km法），最初 

（1961 年）Km=15，第二篇文章推翻了第一篇文章，发现Km与

均值(X )有关，作了Km～T(历时) ～X m的关系曲线。 

我看在世界暴雨纪录区，Km只有 3-4。 



干旱区，加拿大用Km=30。 

赫氏的思路对： 

 (1)认为在大范围内，一定可以找到接近上限的暴雨

来。 

 (2)抽出共性，又还到个性，即用大范围找Km，用到具

体地点又用当地均值X和Cv修正。 

均值代表不同气候区。均值比较稳定。Cv、Cs就不稳定

了。 

我国也可用他这个方法的思路。 

辽宁现在Cv也不用，因Cv变化也大。 

辽宁张继先作了很多工作。 

我想，小型工程就用Km法。 

中等工程就用 PMP。 

对大流域如三门峡、三峡等，就要靠历史洪水，因为面

积大，PMP 就不好搞了。我国一般用暴雨组合法，但如何组

合，历史洪水要起很大的作用。 

吴××说，他们打算把做出的 PMP 与频率找关系。我们

不能这样做。因为对特别稀遇的事件，再去找频率，那就走

入死胡同了。 

马克思数学手稿中说dy/dx→0 时，就要发生质的变化了。 

叶夫捷维奇(美国水文统计学家)说，PMP 是权宜之计，

频率才是真理。 



Km法最大优点是范围要大，抽出共性Km，然后考虑气候

区(Xn)和Cv作校正，最后还其个性。 

求出的 PMP 和 PMF 要以世界纪录作控制，不能超过它。 

 

注： 谢家泽（1911-1993），湖南新化人，1934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系，1938 年毕业于

德国柏林工科大学水利系获凭证工程师学位。1940 年回国后先后任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同济

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水利部水文局局长、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历任中国水

利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名誉理事、水利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并连任全国政协第

二至第七届委员。他是著名的水文学家，是中国水文事业奠基人之一，属于大师级的人物，在中

国水利水文界深孚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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