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3 卷 第 3 期
2022 年 5 月 　 　

水 科 学 进 展
ADVANCES IN WATER SCIENCE

Vol. 33,No. 3
May 2022

DOI: 10. 14042 / j. cnki. 32. 1309. 2022. 03. 009

城市洪涝模拟应用场景及相应技术策略

张红萍1, 李　 敏1, 贺瑞敏2, 臧文斌1, 刘　 舒1, 胡春宏3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 北京　 100038; 2.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江苏 南京　 210029; 3.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38)

摘要: 城市洪涝模拟是当前国内外城市防洪减灾领域研究的热点。 现有城市洪涝模拟方面的评述, 主要依据城市

洪涝过程或模拟计算方法进行分类讨论, 缺乏基于应用需求的视角。 随着应用需求日益深入, 城市洪涝模拟应用

场景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 不同模拟应用场景下, 所关注的洪涝过程不同, 采用的技术策略及其重点和难点也不

同, 脱离模拟应用场景很难辨析这些不同。 依据模拟对象和关注变量, 归纳总结出城市洪涝模拟的 3 种典型应用场

景, 即城市外洪模拟、 城市雨洪模拟、 城市内涝模拟; 针对这 3 种典型模拟应用场景, 分析相应的城市洪水演进模

型、 城市雨洪模型、 半分布式暴雨内涝模型、 全分布式暴雨内涝模型等 4 类模拟技术策略; 辨析在不同模拟应用场

景和技术策略下, 不同模拟技术的组合方式及其特点与难点, 以期从应用需求的角度对城市洪涝模拟技术进行全

面的梳理, 为城市洪涝模拟应用和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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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快速城市化, 城市洪涝灾害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1-3]。 城市洪涝模拟在城

市雨洪规划设计和洪涝灾害风险评估及预报预警等方面,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支撑作用, 相关研究和应用日

益广泛和深入。 近一二十年来, 信息采集技术和计算能力的飞速发展, 进一步推动了城市洪涝模拟技术的快

速发展。 现有城市洪涝模拟方面的评述, 主要有 2 类。 一类是依据城市雨洪过程, 分别对降雨产流、 地表汇

流、 管网汇流等关键环节进行讨论, 例如, 胡伟贤等[4] 和臧文斌等[5] 分别做过这类评述。 第二类是依据模

拟计算方法对模型进行分类讨论。 例如, Guo 等[6]将模型分成管网模型、 基于浅水动力学的模型、 基于水文

地貌法的模型以及其他模型并分别进行评述; Qi 等[7] 将模型分为水文模型、 水动力模型和简化模型并分别

进行评述; 徐宗学和叶陈雷[8]从城市水循环特征与水文模型、 城市洪涝过程与水动力模型、 水文水动力耦

合模型等 3 个角度进行评述。 可以看出, 现有的评述, 主要依据城市洪涝过程或模拟计算方法进行分类讨论,
缺乏应用需求的视角。 一方面, 随着应用需求的日益深化, 城市洪涝模拟应用场景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 常常

需要多过程、 多方法的组合应用。 不同应用场景下, 关注的过程不同, 采取的模拟技术及其耦合方式不尽相

同, 应用的重点和难点也存在差别。 另一方面, 很多模型软件平台功能也日趋综合化, 常常包含多个模块, 不

同模块可以相互组合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 甚至还存在不同模型之间的组合应用。 可以说, 脱离具体的模拟

应用场景, 很难辨析这些不同过程、 不同方法、 不同模块或不同模型之间的组合方式及应用的重点和难点。
本文尝试从城市洪涝模拟应用需求出发, 归纳总结城市洪涝模拟的典型应用场景, 并基于典型应用场

景, 分析相应的模拟技术策略及其特点, 以期从应用需求的角度对城市洪涝模拟技术进行梳理, 进而为城市

洪涝模拟应用及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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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洪涝模拟典型应用场景

城市洪涝模拟应用场景种类繁多。 本文尝试根据模拟的对象(即模拟的洪水来源)和模拟关注的变量来对其

分类, 因为这两者分别对应于模拟的输入和输出, 由应用需求决定, 并最大程度决定所采用的技术策略。 根据

模拟对象, 城市洪涝模拟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对城市外来洪水造成的淹没过程进行模拟, 称为城市外洪

模拟; 第二类是对城市本地降雨造成的洪涝过程进行模拟。 根据模拟所关注的变量, 第二类模拟又可分为雨洪

模拟和内涝模拟, 前者重点关注出口断面径流过程和管渠内水动力特征; 后者不仅关注出口断面径流过程和管

渠内水动力特征, 而且重点关注地表洪涝淹没过程。 因此, 根据模拟的对象和模拟关注的变量, 城市洪涝模拟

可以分为城市外洪模拟、 城市雨洪模拟、 城市内涝模拟 3 种典型应用场景, 如表 1 所示。

表 1　 城市洪涝模拟典型应用场景

Table 1 Typic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urban flood modeling

应用场景 应用需求 模拟对象 关注变量

城市外洪模拟
对城市外来洪水造成的淹没过程进行模拟, 一般用

于城市外来洪水风险评估
外来洪水

重点关注地表淹没水深、 流速和时间等特征

变量

城市雨洪模拟

对城市本地降雨造成的出口断面或管渠内的洪水过

程进行模拟, 主要用于城市雨洪工程的规划设计和

运行管理

本地降雨
重点关注关键断面径流过程和排水管渠内的

水头、 流速等水动力特征变量

城市内涝模拟

对城市本地强降雨造成的管渠洪水过程以及地表淹

没过程进行模拟, 主要用于城市内涝风险评估及预

警预报

本地降雨

关注出口断面径流过程和管渠内的水头、 流

速等水动力特征, 同时重点关注地表淹没水

深、 流速和时间等特征变量

2　 相应技术策略

2. 1　 城市外洪模拟

城市外来洪水, 一般指江河湖海洪水或潮水突破堤岸造成城市淹没的过程。 这类洪水的特征是洪水总量较

大, 演进速度快, 洪水从堤岸漫溢或溃口处向前演进, 存在明显的洪水前锋线。 这类洪水模拟重点关注地表淹

没水深、 流速和时间等水动力特征变量, 因此, 技术策略上一般采用地表二维或地表二维与河道一维耦合的水

动力学模型, 这类用于城市外来洪水演进模拟的模型通常称为洪水演进模型[9]。 江河湖海洪水或潮水引起的城

市洪水演进模拟, 就城市内部而言, 均可以概化成图 1 所示的形式。 从江河湖海进入城市的洪水, 常作为边界

入流过程加入城市洪水演进模型中, 有时耦合溃口演变模型或近海波浪模型等外部模型[9-10] 以实时计算入流

过程。
洪水演进模型, 基于一维或二维浅水方程组数值解, 属于浅水动力学研究范畴, 最早主要用于河道及洪

泛区的洪水演进过程的模拟, 相关技术发展起步较早, 应用相对成熟。 国外成熟的商业化洪水演进模型有

MIKE11、 MIKE21、 HEC- RAS、 TUFLOW 等[11-14], 还有一些文献经常报道的模型如 LISFLOOD、 TRENT、
SOBEK、 JSFLOW 等[15-18]。 国内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众多学者先后自主研发了一维、 二维及其耦合的洪

水演进模型[19-22]。
城市洪水演进模型, 是在上述河道及洪泛区洪水演进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如前所述, 城市外来洪

水, 尤其是堤坝溃决引起的洪水或风暴潮引起的海水入侵, 洪水总量较大, 演进速度快, 因此, 这类洪水模拟

采用的网格尺度一般在 10 m 到百米量级甚至更大, 对城市下垫面特性的处理也相对简略, 早期甚至忽略城市

下垫面特性, 将城市当作一般洪泛区分进行模拟[23]。 随着研究的深入, 逐步开始采用加大糙率法、 容积率法等

来模拟建筑物的阻水作用[24]。 另外, 城市地下管网、 土壤入渗等过程的影响较小, 常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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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城市雨洪模拟

城市雨洪模拟主要用于城市雨洪工程规划设计和运行管理。 城市雨洪工程, 既包括传统的城市雨水管网

和排水河渠, 也包括近年来兴起的低影响开发技术[25] 或称海绵措施[26-27]。 这类模拟的对象是本地降雨, 重

点关注出口断面径流过程和管渠内的水位 /水头、 流速等水动力特征变量, 因此, 技术策略上一般采用降雨

产汇流模型耦合管渠汇流模型, 概化形式如图 2 所示。 具体来说, 这类模拟应用, 首先将模拟区域划分成若

干子流域或子汇水区, 在每个子流域上应用降雨产汇流模型, 得到子流域出口径流过程, 然后将该径流过程

加入排水管渠模型, 再由管渠模型进行汇流演算。 这类用于城市雨洪模拟的模型通常称为城市雨洪模型[4,28]

或城市降雨径流模型[29]。 这类模拟的本质是城市下垫面条件下的降雨产汇流模拟, 早期属于水文学研究范

畴。 由于降雨产汇流以子流域为计算单元, 这类模型可以称为半分布式模型[30-31]。
根据上述技术策略, 城市雨洪模型一般包括子流域降雨产汇流和管渠汇流等主要模块。 其中, 子流域降

雨产汇流的理论和计算方法与流域水文模型中有关理论和方法一脉相承, 不同的是, 城市雨洪模拟需要考虑

城市不透水面积的影响, 每个子流域常划分成透水区和不透水区 2 种地类或更多地类[29,32]。 另外, 城市雨

洪模拟一般针对场次降雨, 壤中流和地下径流影响相对较小, 因此模拟重点关注地表径流, 一般忽略壤中流

和地下径流。 管渠汇流, 一般包含管网汇流和河渠汇流 2 个过程, 简便起见, 将两者合称管渠汇流。 有些城

市雨洪模型的管渠汇流模块, 如 SWMM 模型[33], 可以同时兼顾管网水流和河网水流的模拟, 也有很多模型

将两者分开考虑。 早期的管渠汇流演算仍然沿用水文学汇流演算方法[34-35], 随着技术的发展, 当前普遍采

用明满统一的一维水动力学模型[36-37]。
城市雨洪模型发展历史悠久。 国外已有多款成熟的城市雨洪模型, 如 SWMM、 MIKE URBAN、 Walling-

ford ICM 等[38-40]。 国内岑国平[41]、 张小娜等[35]、 Hu 等[42] 也研制了这类模型。 这类子流域降雨产汇流模型

耦合管渠汇流模型的半分布式城市雨洪模型, 建模过程相对简单, 对数据依赖度低, 计算速度快, 能有效满

足城市雨洪工程规划设计和运行管理应用需求, 是当前城市雨洪模拟中普遍采用的技术策略。

图 1　 城市外洪模拟概化示意

Fig. 1 Schematic for urban fluvial flood modeling
图 2　 城市雨洪模拟概化示意

Fig. 2 Schematic for urban stormwater modeling

2. 3　 城市内涝模拟

城市内涝模拟, 主要用于城市内涝风险评估及预警预报等。 引发城市内涝的一般是强降雨过程或称暴雨

过程, 因此, 这类模拟也常称为暴雨内涝模拟或暴雨洪涝模拟等[8,43-45], 用于城市暴雨内涝模拟的模型称为

暴雨内涝模型或暴雨洪涝模型[46-48]。 城市内涝模拟的对象也是本地降雨, 本质上仍是城市下垫面条件下的

降雨产汇流模拟, 但与城市雨洪模拟不同的是, 这类模拟不仅关注出口断面径流过程和管渠内水动力特征,
而且重点关注地表甚至地下空间的洪涝淹没情况, 因此, 所采取的技术策略, 存在明显不同。 根据降雨产汇

流模式的不同, 当前城市暴雨内涝模拟存在半分布模式和全分布模式 2 种典型技术策略。

2. 3. 1　 半分布模式

半分布模式一般包括子流域产汇流、 管渠汇流和地表淹没等主要模块, 各模块及其耦合方式可概化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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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所示形式。 这类模拟应用的基本思路是: 首先将模拟区域划分成若干子流域, 并在子流域上计算降雨产

汇流, 子流域出口径流加入排水管渠模型中, 由管渠模型进行汇流演算; 当且仅当排水管渠超载时, 驱动地

表模型, 并将管渠超载水量作为点源加入地表模型, 再由地表模型完成地表洪涝淹没模拟。 由于降雨产汇流

以子流域为计算单元, 这类模型也可以称为半分布式暴雨内涝模型。
可以看出, 半分布式暴雨内涝模型, 实质是将传统城市雨洪模型与洪水演进模型直接耦合应用的一类模

拟技术策略。 其中, 子流域降雨产汇流和管渠汇流与前述城市雨洪模型完全相同, 无需赘述。 地表淹没模型

与前述洪水演进模型的技术原理完全相同, 但在应用技巧和难点上存在差别。 这类模拟应用中, 地表洪水来

源为管渠超载溢流, 洪量和流速一般相对较小, 洪水演进受局部地形影响显著, 因此要求地表网格尺度更

小, 通常需要达到 10 m 量级甚至以下[49]。 同时, 由于地表建筑物尺度往往大于网格尺度, 加大糙率法或容

积率法等建筑物处理方法难以适用, 通常采用挖空法或拔高法等方法[50]。 地表与管网之间的耦合, 是这类

模拟应用和研究的重点, 两者之间以检查井为耦合连接点, 且存在单向和双向 2 种耦合模式[51-53]。
这类半分布模式将已有成熟技术直接耦合应用, 技术路线相对成熟, 对管网数据的依赖度较低, 是当前国

内外城市暴雨内涝模拟中最为普遍的模式。 其中, 最典型的模式是将已有成熟的城市雨洪模型与洪水演进模型

耦合应用, 例如, SWMM 与 TUFLOW 耦合[54]、 MKE FLOOD 平台中的 MIKE Urban 与 MIKE 21 及 MIKE11 耦

合[55]、 Infoworks ICM 平台中的降雨产汇流模型和管渠模型与地表模型的耦合[56]等。 另外, 由于 SWMM 模型开

源便利性, 相当多的学者将 SWMM 模型与自主研发的地表二维模型进行耦合应用。 例如, Hsu 等[57]将 SWMM
模型与一个扩散波模型耦合; 黄国如等[58]将 SWMM 模型与自主研发的地表二维水动力模型耦合。

然而, 这类半分布模式物理机制上存在一定的不足。 首先, 这类模式将降雨产汇流过程和地表洪涝过程

分成 2 个相互独立的过程, 且地表洪水来源为管渠溢流, 因此, 只能模拟管渠漫溢造成的地表洪涝淹没过

程。 实际上, 暴雨引起的城市地表洪涝淹没不仅仅是由管渠漫溢造成的, 尤其是在超标准强降雨条件下, 降

雨产汇流过程与地表洪涝淹没过程常常混合交织、 难以分割。 其次, 城市排水系统中, 雨水口和检查井的功

能是不同的[59], 而这类半分布式模拟应用中常忽略雨水口, 各模块之间基于检查井进行耦合连接, 与实际

情况并不完全相符。 最后, 城市下垫面及汇流关系复杂, 子流域的划分存在较大的主观性, 也是这类模拟应

用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一。

2. 3. 2　 全分布模式

全分布模式一般包括地表模型和管渠模型等主要模块, 各模块及其耦合方式可概化成如图 4 所示形式。
这类模型的基本原理是, 在地表二维水动力学模型的基础上, 将降雨及损失强度等作为源项加入二维浅水方

程组中, 由地表模型同时完成地表径流演算和洪涝淹没计算, 且地表与管渠进行双向耦合。 这类模型直接利

用地表网格(或称栅格)作为降雨产汇流计算单元, 因此可以称为全分布式暴雨内涝模型[30-31]。

图 3　 半分布式暴雨内涝模拟概化示意

Fig. 3 Schematic for semi-distributed urban pluvial flood modeling
图 4　 全分布式暴雨内涝模拟概化示意

Fig. 4 Schematic for fully distributed urban pluvial flood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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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分布式暴雨内涝模型中, 地表网格既是降雨产汇流计算单元, 也是地表洪涝淹没计算单元, 因此, 降

雨产汇流过程和地表洪涝淹没过程统一, 这与降雨形成地表径流及洪涝淹没的实际过程相符, 较半分布式暴

雨内涝模型具有更明确的物理机制。 国内程晓陶等[60]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应用二维水动力学模型对

城市暴雨内涝风险进行研究。 近一二十年, 随着高精度数据采集技术及计算能力的飞速发展, 这类全分布式

模型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兴趣。 国外已有这类商业化的模型 FLO-2D 及其应用案例[61-62]。 国内众多学者对

这类模型进行了研究[31,63], Zhang 等[59]和王静等[64]在程晓陶等[60]基础上发展了这类模型并已应用于国内多

个城市。 这类全分布模式依然存在诸多技术难点, 归纳几点如下。
(1) 这类全分布模式中, 地表模型同时承担地表径流模拟和洪涝淹没模拟的功能, 这两者受局部地形影

响更加显著, 因此要求网格尺度更加精细, 通常需要达到 5 m 甚至以下。 这对数据条件和计算能力都是巨大

的挑战, 成为制约其实际应用的一个关键瓶颈。
(2) 基于网格单元的产流模式, 还有待更多深入研究。 现有的城市降雨产流理论和方法, 都是以子流域

为计算单元, 空间尺度远大于地表网格单元。 这些较大尺度上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有关的经验参数, 移植到米

级尺度的地表网格单元上, 空间尺度效应还有待更多检验。 另外, 现有大多数应用和研究中, 一般以净雨强

度作为地表模型的输入, 实际上是简化了地表水量损失过程。
(3) 不同水动力学模型在地表径流模拟中的适用性也有待进一步比较研究。 动力波模型在溃坝洪水演进

模拟中具有激波捕捉的优势, 在地表径流模拟研究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65-66]。 但降雨引起的地表径流属

于薄层低速水流, 干湿边界问题在空间和时间上广泛存在, 削弱了动力波模型的优势。 而且动力波模型计算

时间成本高, 实际应用仍然存在较大难度。 比较而言, 扩散波等简化模型在地表径流模拟中不仅具有相当的

精度, 且计算速度快、 稳定性好, 因而表现依然活跃。
(4) 地表与管网之间的耦合仍然是这类模拟的重点和难点。 如前所述, 半分布模式中各模块之间以检查

井为耦合连接点; 而全分布模式中, 由于降雨完全分布于地表网格上, 理论上要求地表与管网之间的耦合需

要精细到雨水口, 这对管网数据条件和雨水口水流计算精度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还有待更多更精细的

研究。
(5) 全分布模式中, 建筑物的处理需要更多的技巧。 在前述外洪演进模拟或管渠溢流淹没演进模拟中,

一般只考虑建筑物阻水作用。 在全分布式模式中, 建筑物不仅是阻水障碍物, 也是降雨产汇流单元, 且大多

数城市建筑物有专门的雨水收集系统, 因此不能简单地应用挖空法或拔高法。

3　 结论与展望

城市洪涝模拟采取何种技术策略, 取决于模拟对象的特性和模拟关注的变量, 同时还需要综合考虑数据

条件和计算能力等多方面的因素。 城市外洪模拟一般采用二维或一二维耦合的水动力学洪水演进模型。 城市

雨洪模拟一般采用子流域降雨产汇流模型耦合管渠汇流模型的城市雨洪模型。 城市内涝模拟存在半分布模式

和全分布模式 2 种技术策略, 且两者均存在不同的技术难点, 是当前城市洪涝模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从发展路径看, 上述典型应用场景和技术策略的发展存在一个由分到合的过程。 具体的, 城市外洪模拟

受水动力学发展驱动, 城市雨洪模拟受水文学发展驱动, 两者最初独立发展, 几无交集。 随着技术的发展,
城市雨洪模拟中管渠汇流从最初的水文学方法逐步发展成水动力学方法; 洪水演进模型所采用的地表二维水

动力方法逐步用于降雨径流模拟。 近一二十年来, 城市内涝模拟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水文学方法和水动力学

方法的交叉应用, 水动力学方法在汇流演算方面逐步发挥主力作用, 但降雨产流仍然离不开水文学的理论和

方法, 尤其是在全分布模式中, 水文学方法和水动力学方法已经高度融合到同一地表网格单元上, 两者相互

补充、 缺一不可。 因此, 不宜再以学科方法或计算方法来分类讨论城市暴雨内涝模型。
对比可以看出, 不同应用场景和不同的技术策略中, 同一模拟技术应用的重点和难点不同。 城市外洪模

拟和内涝模拟中都采用地表二维水动力学模型, 但由于模拟的洪水来源及特性不同, 地表模型的网格尺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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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的处理技巧存在差别; 全分布式暴雨内涝模拟中地表模型的干湿边界问题更加突出。 在城市雨洪模拟

和内涝模拟中都涉及降雨产汇流模拟, 但存在子流域和地表网格 2 种不同的计算单元, 且两者存在不同的技

术难点。 另外, 对同一洪涝过程, 不同技术策略下概化方式也存在不同, 半分布模式将暴雨内涝概化为 4 个

关键过程, 全分布模式将其概化为 3 个关键过程。 因此, 只有结合具体的模拟应用场景和技术策略, 才能更

好地辨析不同模型和不同模拟技术的特点和难点。
除了上述 3 种典型的模拟应用场景外, 实际应用中还存在很多混合模拟, 如城市外河洪水与本地降雨遭

遇的混合模拟、 沿海城市风暴潮引起的本地强降雨与海水入侵的混合模拟等。 这些混合模拟一般是将上述典

型技术策略进行再组合应用。 除了上述基于水文、 水动力方法的模拟技术策略外, 还有一些基于快速模型的

模拟技术策略, 以及近年来出现的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驱动的全新模拟技术策略, 值得关注。
城市洪涝模拟研究方兴未艾, 在以下 3 个方面亟待更多的关注和长足的发展。
(1) 亟需构建高质量基础数据库。 客观讲, 中国大多数城市现有的基础数据距离精细化模拟需求还有较

大的差距。 如地表数据对局部微地形表达不足, 商业区和居民区的管网数据难以收集, 已有的数据也存在多

源数据坐标系不统一、 关键属性值缺失等问题, 严重制约了城市洪涝模拟实际应用效果。 迫切需要建立相应

的数据标准, 完善数据内容, 提升数据质量, 构建高质量基础数据库。
(2) 大力发展高性能计算技术。 城市洪涝模拟尤其是暴雨内涝模拟计算量巨大, 迫切需要提升计算效

率。 当前对单一过程的并行加速计算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能够同时耦合多过程并考虑复杂工程调度的

并行计算距离实际应用还有较长的路。 发展高性能计算是未来城市洪涝模拟应用的关键支撑技术。
(3) 关于模型的检验和验证。 当前由于缺乏可靠的实测数据, 城市洪涝模拟的验证仍然是一个难题。 近

年来, 已有一些研究利用视频图像等途径获取城市洪水淹没信息, 但数量和质量仍然难以满足应用需求。 需

要不断发展新的监测技术和手段, 开展更多的现场监测和物理试验, 收集可靠的实测数据, 不断检验和验证

城市洪涝模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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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corresponding technical strategies of urban flood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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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flood modeling is a hot research topic in urban flood control and disaster mitigation around the
world. Existing reviews on urban flood modeling are usually based on flooding process or calculation algorithms, but
lacking a demand- oriented perspective. With the deepening demands on urban flood modeling, the application sce-
nario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Under various application scenarios, different processes are con-
cerned, so new modeling technical strategies are needed, and different priorities and challenges are encountered. It
is difficult to clarify these differences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scenario. According to modeling ob-
jectives and concerns, three typical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urban flood modeling are deduced: modeling of urban
fluvial / coastal floods, modeling of urban stormwater, and modeling of urban pluvial floods. Correspondingly, four
technical strategies such as urban flood routing models, urban stormwater models, semi-distributed pluvial flood mod-
els and fully distributed pluvial flood models are developed specifically. Furthermore, different integrations of model-
ing technologies and their priorities, as well as the encountered challenges under different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different technical strategies are also discussed. The present paper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n urban flood
modeling technologi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application demands and henc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rban flood
modeling 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es.

Key words: urban flood; application scenario; technical strategy; urban stormwater modeling; pluvial flood mod-
eling; semi-distributed model, fully distribute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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