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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任务由来

1.1.1划界的背景和意义

水库工程在防洪、灌溉、发电、供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重要的基础设

施建设工程，社会效益巨大，自水库工程建成以来未明确划定水库管理保护范围，随

着时间的推移，致使一些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的工程设施被破坏的现象时有发生，严

重威胁了工程安全，影响了工程效益的正常发挥。故做好水库划界确权工作，能从根

本上解决水库管理单位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土地纠纷问题，保证水库权责分明。其中，

确权是指对管理范围内的土地范围进行清晰的确定并申请使用权证，划界是指以一定

的媒介标准划定水库的管理范围。水库划界确权一方面能为水库的依法管理提供依据

和保障，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库区周边村民的法律意识，约束双方的行为，保护合法

权益，便于水库管理。

水库管理范围划界工作是依法管理水库的重要基础和依据。划界的主要目的是依

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水库岸线利用管理规划划定水库管理范围，明确水库管理范围内水

域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管理权等“三权”。

开展水库管理范围划界确权，将使水库管理更加规范化、科学化，有利于进一步

明确水库管理主体及责任，有利于防洪工程安全运行管理安全，有利于维护水库健康

生命和促进人水和谐。

（1）水库管理范围划界是水库及水利工程管理的必要条件和有效保障。划定水

库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有利于实现水库工程管理规范化、法制化、现代化；有利于

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机制，确保水库工程良性运行，充分发挥工程的效益。

（2）水库管理范围划定是确保水库安全的需要。水库等水利工程是国民经济的

基础设施，是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保障条件。加强水利工程管理，保

护工程设施，充分发挥综合效益，必须划定水利工程管理范围。过去由于未划定水利

工程管理范围，执法管理过程中存在界限不清的问题，库区内存在乱占乱建等违法现

象，阻碍了水库蓄水行洪，降低了行洪能力，增加了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要确保水

库行洪安全，必须尽早划定管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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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库管理范围划界是水利部门依法行政的前提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

理条例》、《重庆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水库管理范围和划定标准作出了

具体规定。水库工程划界工作是法律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的

划定，明确了执法管理的范围，是依法治水、依法行政的前提条件，也是依法治国在

水利管理行业的具体要求。

（4）水库管理范围划定是加强水库管理和水利工程管理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

是水利部门依法行政的前提条件，落实水利部深化水利改革和加强水库管理工作部署

的重点任务，对于进一步加强水库管理与保护、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水规计〔2014〕48号）、《关于加强河湖管

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水建管〔2014〕76号）及《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

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的通知》（水建管〔2014〕285 号）要求，明确划界确权

目标任务、工作内容、划界原则和标准、责任分工、实施安排、进度要求和经费保障

等内容，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注重可操作性。

（5）水库管理范围划定是贯彻落实全面推行河长制相关文件精神的内在要求。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厅字〔2016〕

42号），明确各级各地要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严格水域岸线等水生态空间管

控，依法划定河湖管理范围。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

了《重庆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渝委办发〔2017〕11号）要求各地要指导、

统筹和加强水库管理工作，依法开展水库管理范围划定，岸线开发利用与保护规划工

作。推进水库管理范围划定工作，加强水库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是贯彻落实《关于全

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精神，落实我市河长制工作方案的重要举措。

1.1.2划界由来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河道管理

范围划定管理办法的通知》（渝府办发〔2016〕224号），文中明确了河湖管理保护范

围划定工作的目标、要求和原则，细化了近期重点工作完成的时间节点，梳理了河湖

划定主要工作内容，实化了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分工；要求各地要依据指南加快推进河

http://mohrss.chinalawinfo.com/javascript:SLC(221479,0)
http://mohrss.chinalawinfo.com/javascript:SLC(2214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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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提高思想认识，加快工作进度；严格技术标准，保证成果质量；

严格验收程序，强化工作考核，同时提出划定技术要求及划定成果提交要求。

2024年 5月，重庆市黔江区小南海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我司开展重庆市黔江

区小南海水库划界的相关报告编制工作。接到委托后，我公司迅速成立项目组，对小

南海水库进行了详细查勘及分析，项目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地形图以及协助相关部门

进行水库管理范围的划定，并布设界桩、告示牌等。我公司于 2024年 6月编制完成

了《重庆市黔江区小南海水库管理及保护范围划定报告》，在完成此项工作中，得到

重庆市黔江区各相关部门给予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2划界依据

划界成果应按照《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河道管理范围划定管理办

法的通知》（渝府办发〔2016〕224号）、《重庆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渝委办

发〔2017〕11号）、《重庆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及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的

要求执行。

1.2.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2017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7修订）；

（5）《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水政[1992]7号）；

（6）《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2011修订）；

（7）《重庆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2019修订）；

（8）《重庆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渝委办发〔2017〕11号）；

（9）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1.2.2国家及行业标准、规范

（1）《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06-2017）；

（2）《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

（3）《防洪标准》（GB 5020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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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44-2006）；

（5）《工程测量规范》（GB 50026-2020）；

（6）《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18314-2009）；

（7）《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图示第 1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

（GB/T20257.1—2017）；

（8）《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GB/T12898-2009）；

（9）《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24356-2009）；

（10）《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与编号》（GB/T 13989-2012）；

（11）《1:5000 1:10000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GB/T13977-2012）；

（12）《1:500 1:1000 1:2000 地 形 图 航 空 摄 影 测 量 外 业 规 范 》

（（GB/T7931-2008）；

（13）《数字航空摄影测量 空中三角测量规范》（GB/T 23236-2009）；

（ 14）《 1:500 1:1000 1:2000 地 形 图 航 空 摄 影 测 量 数 字 化 测 图 规 范 》

（GB/T15967-2008）；

（15）《数字地形图产品基本要求》（GB/T 17278-2009）；

（16）《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24356-2009）；

（17）《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CH/Z3003-2010）；

（18）《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CH/Z3004-2010）；

（19）《数字测绘成果质量要求》（GB/T17941-2008）；

（20）《低空数字航空摄影规范》（CH/Z 3005-2010）；

（21）《测绘技术设计规定》（CH/T1004-2005）；

（22）《测绘技术总结编写规定》（CH/T1001-2005）；

（23）《水文测量规范》（SL58-2014）。

1.2.3相关规划及设计成果

（1）《重庆市黔江区小南海水库调整汛限水位专题报告》；

（2）《重庆市黔江区小南海水库枢纽病害整治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

（3）与本项目有关的其它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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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相关文件

（1）《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

知》（水建管﹝2014﹞285号）；

（2）《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河道管理范围划定管理办法的通

知》（渝府办发〔2016〕224号）；

（3）《重庆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渝委办发〔2017〕11号）；

（4）其他相关文件。

1.3划界范围

1.3.1 管理范围

黔江区小南海水库管理划界成果如下：小南海水库管理范围线长度为 31.12km，

管理面积共 3551825.61m²，其中库区管理面积 3255090.97m²，坝区管理面积

296734.64m²；共布置管理线桩（牌）25个，告示牌 7个。

表 1.3-1 黔江区小南海水库管理范围划界成果表

序号 划界内容 实施方案 实际完成情况 备注

1 库区管理面积（m²） 3255090.97 3255090.97

2 坝区管理面积（m²） 296734.64 296734.64

3 管理线长度（km） 31.12 31.12

其中：

库区 29.14km，

坝区 2.98km

4 管理线桩（个） 25 25

5 告示牌（个） 7 7

1.3.2 保护范围

黔江区小南海水库保护划界成果如下：小南海水库保护范围线长度为 32.83km，

保护面积共 632891.24m²，其中库区保护面积 71290.73m²，坝区保护面积 561600.51m²；

共布置保护线桩（牌）21个，告示牌 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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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 黔江区小南海水库保护范围划界成果表

序号 划界内容 实施方案 实际完成情况 备注

1 库区保护面积（m²） 71290.73 71290.73

2 坝区保护面积（m²） 561600.51 561600.51

3 保护线长度（km） 32.83 32.83

其中：

库区 29.43km，

坝区 3.40km

4 保护线桩（个） 21 21

5 告示牌（个） 7 7

1.4划界工作

1.4.1组织机构及人员

重庆市黔江区小南海水库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由重庆市黔江区小南海

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负责组织领导，并为本次划界项目实施业主单位，负责监督、管理、

协调等日常事务工作。具体划界工作委托我公司承担。

我司接受委托后，迅速组织人力、物力成立了黔江区水库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划

定项目工作小组，为保质保量按时完成该项划界工作任务提供了组织和技术保障。

1.4.2划界工作进度

我公司于 2024年 5月 22日完成了该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于 2024年 5月 26日结

束小南海水库全部外业测绘等工作；于 2024年 5月 30日结束小南海水库全部内业工

作；于 2024年 6月 7日完成了《重庆市黔江区小南海水库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划定

报告》的编制及技术资料整理工作。

1.4.3划界工作完成的工作内容

在划界工作实施过程中，结合水库具体情况，在与项目业主沟通并征得项目业主

同意的情况下，本次划界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1）完成该划界项目控制测量；

（2）完成该划界项目 1：2000水库库区地形图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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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复核校核洪水位，划定水库的管理范围线和保护范围线，并结合水库所在

乡镇征地红线对确定的界桩点进行实地放样；

（4）完成该划界项目管理线桩、告示牌的制作安装；

（5）完成《重庆市黔江区小南海水库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划定报告》的编制。

1.5划界成果

按照《重庆市河道管理范围划界技术标准》要求，本次水库划界提交成果如下：

1.5.1文档成果

（1）《重庆市黔江区小南海水库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划定报告》；

以上文档电子、纸质各一份。

1.5.2安桩成果

水库管理线桩（牌）及告示牌：水库管理线桩（牌）25个，告示牌 7个。

水库保护线桩（牌）及告示牌：水库保护线桩（牌）21个，告示牌 7个。

1.6水库特性表

表 1.6-1 小南海水库工程特性表

序 号 及 名 称 单位 数量或型式 备 注

一、水文

1、流域面积

全流域 km
2

315 段溪河流域

坝止以上流域 km2 98.8 占全流域的 36.7%

2、利用水文系列年限 年 44 1970～2013 年

3、多年平均径流深 mm 637

4、多年平均降雨量 mm 1189

5、多年平均年径流量 万 m
3

6290

6、代表性流量

多年平均流量 m3/s 1.99

实测最大流量 m
3
/s 1150 1982 年 7 月 28 日

设计洪水标准及洪峰流量 m
3
/s 653 50 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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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核洪水标准及洪峰流量 m3/s 1250 1000 年一遇

消能设计洪水标准及洪峰流量 m
3
/s 571 30 年一遇

7、洪量

设计洪水洪量 万 m
3

3094 50 年一遇

校核洪水洪量 万 m
3

5292 1000 年一遇

消能设计洪水洪量 万 m
3

2793 30 年一遇

8、泥沙

多年平均悬移质含沙量 t/km
2

472

多年平均悬移质年输沙量 万 t 4.66

多年平均推移质年输沙量 万 t 0.93

二、水库

1、水库水位

校核洪水位 m 674.41

设计洪水位 m 672.39

正常蓄水位 m 670.50

汛限水位 m 670.50

死水位 m 658.50

2、正常蓄水位时水库面积 km
2

2.87

3、回水长度 km2 7.11

4、水库容积

总库容 万 m
3

8228

正常蓄水位以下库容 万 m
3

7087

有效库容 万 m
3

2930

死库容 万 m
3

4157

5、库容系数 0.46

6、调节系数 0.74 多年调节

7、水量利用系数 0.76

三、下泄流量及相应下游水位

1、设计洪水位时最大泄流量 m
3
/s 474 50 年一遇

2、校核洪水位时最大泄流量 m
3
/s 792 1000 年一遇

四、效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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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灌溉

灌溉面积 万亩 6.77

其中：改善面积 万亩 1.2

新增面积 万亩 5.57

设计保证率（P） % 75

设计年供水总量 万 m
3

1937 P=75%

2、城市及工业用水

设计保证率（P） % 95

设计年供水总量 万 m
3

2410

3、农村人畜饮水

年供水总量 万 m
3

420

4、防洪

防洪标准（P） % 10

防洪保护面积 万亩 2.28

防洪保护人口 人 23715

五、水库淹没及工程永久占地

1、淹没耕地 亩 33

2、迁移人口 人 8

3、拆迁房屋 m2 210

4、淹没机耕道 km 0.45

5、工程永久占地 亩 192 其中耕地 72 亩

六、主要建筑物及设备

1、挡水建筑物

型式 堆石坝 地震崩塌堆积

地基特性 页岩及粉砂质页岩

地震基本烈度 度 8

最大坝高 m 100

坝顶宽度 m 7

坝顶长度 m 752.64

坝顶宽度 m 100～230

坝底宽度 m 1200～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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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坝坡 约 1：10

下游坝坡 约 1：8

防渗加固方式 帷幕灌浆

帷幕特性 3排，孔距 2 m，排距 2 m梅花型布孔

帷幕顶高程 砼盖板以下

帷幕底高程 基岩以下 1 m

最大帷幕深 m 70

2、泄洪建筑物

型式 开敞式曲线溢洪道 有闸控制

溢洪道轴线水平长度 m 369.25

地基特性 砂质页岩夹石英砂岩

堰顶高程 m 668

溢流净宽 m 27

闸孔数 孔 3

闸孔尺寸（宽×高） m 9.0×7.5

闸门型式 平面定轮式 3扇

闸门尺寸（宽×高） m 9.0×5.0

启闭机型式 QPJ

启闭机容量 kN 2×125 3 台

溢流堰型式 驼峰堰

溢流堰高 m 1

最大泄流量 m
3
/s 792 1000 年一遇

m
3
/s 474 50 年一遇

溢流堰最大单宽流量 m
3
/s. m 29.22

陡槽型式 矩形

陡槽宽 m 18

陡槽比降 1:21.071、1：5.551

消能方式 底流消能

消力池深度 m 3.8

消力池长度 m 40

泄槽最大单宽流量 m3/s. m 4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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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水建筑物

进水口型式 塔式取水口

地基特性 页岩及粉砂质页岩

取水流量（设计/加大） m
3
/s 6.0/7.5

底板高程 m 6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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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划界水库基本情况

2.1 水库概况

小南海海水库位于阿蓬江右岸一级支流段溪河上游支流板夹溪，系 1856 年因地

震形成的天然水库，坝址枢纽位于黔江区小南海镇，距黔江城区 32km，地理坐标为

东经 108°45′，北纬 29°40′。水库正常蓄水位 670.50m，总库容 8228 万 m³。坝

址以上控制集水面积 98.8km
2
，河长 17.7km，河道平均比降 14.4‰。

2020 年，为最大可能地发挥小南海水库的骨干工程作用，黔江区水利工程管理

处委托四川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的《重庆市黔江区小南海水库调整汛限水

位专题报告》，该报告对小南海水库汛期调度方案进行了复核。

根据《重庆市黔江区小南海水库调整汛限水位专题报告》，确定小南海水库正常

蓄水位 670.5m，相应库容 7087 万 m
3
，死水位 658.50m，相应库容 4157 万 m

3
，防洪限

制水位 670.5m，设计洪峰流量 653m
3
/s，设计洪水位 672.39m，校核洪峰流量 1250m

3
/s，

校核洪水位 674.41m，水库总库容 8228 万 m
3
。

小南海水库是以城镇供水和灌溉为主，结合防洪、发电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

其枢纽建筑物主要有：大坝、溢洪道及取水建筑物。根据 SL 252-2017《水利水电工

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的规定，本工程为Ⅲ等（中型）工程，枢纽永久性主要水工

建筑物（拦河大坝、溢洪道）为 3 级；次要建筑物为 4 级。设计洪水标准为重现期

50 年，相应洪峰流量 653m³/s，校核洪水标准为重现期 1000 年，相应洪峰流量 1250m

³/s。溢洪道消能防冲设计洪水标准为重现期 30 年。



黔江区小南海水库管理及保护范围划定报告 2 划界水库基本情况

- 13 -

图 2.1-1 小南海水库地理位置示意图

2.2 水库设计功能

小南海水库是以城镇供水和灌溉为主，结合防洪、发电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

根据《重庆市黔江区小南海水库枢纽病害整治工程初步设计调整报告》，小南海

水库多年平均供水量 4298 万 m³。P=75%保证率灌区综合用水量 1937 万 m³，P=95%城

乡供水量 2830 万 m³。

现状小南海水库城乡供水功能没有完全发挥，实际城乡供水量小于设计供水量，

实际灌溉用水量较少，现状在小南海水库取水支渠下游建有嘉禾电站取水发电。

根据《重庆市黔江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小南海水库洪水调度方案的批复》，小

南海水库工程对下游小南海镇有防洪任务，为保证下游小南海镇场镇满足 20 年一遇

防洪要求，要求水库在遭遇 20 年一遇洪水工况，水库控泄 150m
3
/s。在小南海水库下

游 16.3km 有中塘镇场镇，根据《重庆市黔江区段溪河中塘镇河段综合治理工程初步

设计报告》（已建），河段现状能满足 10 年一遇防洪要求。

小南海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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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划界标准

3.1划界标准

小南海水库位于重庆市黔江区小南海镇。小南海水库正常蓄水位 670.50mm，相

应库容 7087 万 m3，为中型水库。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SL252-2017）、《防洪标准》（GB50201-2014）并结合原设计资料，核定水库防洪标

准为 50年一遇设计，1000年一遇校核。根据《重庆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确定本次

以 1000 年一遇校核洪水位 674.41m 作为小南海水库划定管理范围标准，坝顶高程

675.50m作为划定保护范围标准。

3.2水库管理及保护范围确定标准

根据《重庆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已成水利工程没有划定管理范围

和保护范围的，按照以下规定划定：

（一）水库的校核洪水位线以下的库区为水库管理范围，校核洪水位线以上至与

坝顶高程齐平的库区为水库保护范围。

（二）大型水库的主坝坡脚和坝端外二百米、副坝坡脚和坝端外五十米的区域为

管理范围，主坝管理范围以外三百米、副坝管理范围以外一百五十米的区域为保护范

围；中型水库和位置重要的小型水库主坝坡脚和坝端外一百米、副坝坡脚和坝端外五

十米的区域为管理范围，主坝管理范围以外二百米、副坝管理范围以外一百五十米的

区域为保护范围；一般小型水库主坝坡脚和坝端外五十米的区域为管理范围，管理范

围以外一百米的区域为保护范围。

（三）山坪塘堤坝以及其他挡水、泄水、蓄水、放水、发送电等建筑物的边线以

外的五至十米区域为管理范围，管理范围以外的五十米区域为保护范围。

（四）引输水渠系（含建筑物）中，填方渠道坡脚、挖方渠道渠顶以外一米区域

为管理范围，管理范围以外三米区域为保护范围。渡槽的保护范围在其两侧按其高度

的百分之五十划定。

（五）大型水闸的管理范围为水闸上、下游长度三百至五百米，水闸两侧宽度五

十至一百米；中型水闸的管理范围为水闸上、下游长度一百至三百米，水闸两侧宽度

三十至五十米；小型水闸的管理范围为水闸上、下游长度五十至一百米，水闸两侧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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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三十至五十米。

其他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的划定标准由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确定。

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与其他用地范围重叠交叉的，由双方协商解决，达不成

协议的，报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决定。

3.3水库管理及保护范围划定

本次划界小南海水库为中型水库，依据《重庆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相关条例，

分别划定水库库区、坝区的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其中，水库库区管理范围为校核洪水位线（674.41m）以下范围，保护范围为校

核洪水位线以上至与坝顶高程（675.50m）齐平的库区；参考《重庆市黔江区小南海

水库枢纽病害整治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等资料，确定小南海水库主坝坝端外一

百米的区域为管理范围，主坝管理范围以外二百米的区域为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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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划界测量

4.1坐标系统与比例尺

平面坐标系：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高程基准：1985国家高程基准；

地图投影：对于分幅数据，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按 3°分带，坐标单位为米，

中央经线为 108°；

成图比例尺：1:2000。

4.2水库地形图测量

本次采用航空摄影，利用无人机获取覆盖成图区域约 6km²的低空无人机航摄影

像。地面分辨率优于 0.2m，影像清晰，层次丰富，反差适中，色调柔和；应能清楚

辨认出与地面分辨率相适应的细小地物，能够建立清晰的立体模型，生产符合要求的

数字正射影像，影像重叠度、倾角、旋偏角、航高保持等满足《低空数字航空摄影规

范》要求。

详见附件 1：黔江区小南海水库 1：2000地形图技术总结报告。

4.3管理线桩（牌）定点放样测量

4.3.1管理线桩（牌）设计

按《重庆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设计管理线桩（牌）。

4.3.2管理线桩（牌）定点放样测量

（1）采用 CORS、常规 RTK进行管理线桩（牌）点放样。对于放样点实地无法

埋设界桩（牌）的，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后重新确定埋设位置后在埋设界桩（牌）。

（2）管理线桩（牌）点的放样均须 2个测回，取两次放样位置的中心作为最终

放样位置。

（3）界桩（牌）埋设后，需测量其顶面几何中心位置的平面坐标和高程值。采

用 SCCORS、常规 GPS-RTK施测时测量 3个测回，取三测回的平均数作为最终成果。

高程采用重庆市似大地水准面精化模型拟合计算而来，并使用钢尺将高程值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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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管理线处，量测精度为 mm级。

（4）管理线桩（牌）点放样误差控制：平面坐标 X、Y观测值与设计值的误差

均不应超过±1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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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桩牌制作安装

5.1桩牌制作

按重庆市黔江区小南海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要求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本次水库划

界采用界桩形式，材料采用纯白大理石。

5.1.1水库管理线桩制作

本次水库划界工作于 2024年 6月 7日结束，我院于 6月 2日委托重庆市北碚区

劲隆雕刻厂对管理线桩加工制作，于 6月 4日完成管理线桩（牌）的制作，水库管理

线桩制作成果。

（1）制作规格：形状为长方形柱体。规格为 1000mm×200mm×200mm。

（2）制作材料：可选用钢筋混凝土预制、青石料或大理石，本次制作材料选用

纯白大理石，混凝土（混凝土标号不低于 C20）安装时现浇成标准正方形矮台。

（3）埋设要求：地面以下 400mm，地上露出 600mm，周围泥土填筑密实。

（4）标示：雕刻字体用隶书，做凹形字；面向管理范围内立面为管理线桩正面，

面向管理范围外立面为管理线桩背面。字体尺寸宽×高（单位 cm）：编号 2.5×1.8、水

库名 9.0×5.2、管理线 3.0×2.0，线型宽度均取 0.5；全部采用数控雕刻机床刻字，标

志及文字字痕深度均匀,字迹清楚明了，色彩鲜艳醒目，正面从上至下分别标注“严禁

破坏”（红色）和“黔江区人民政府”（红色）；背面标注“管理范围界”（红色）；右侧

标注桩点编号字样（红色）；左侧标注小南海水库（红色），喷漆牢固。水库管理线桩

制作安装标准图见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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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水库管理线桩制作安装标准图

5.1.2水库管理（保护）告示牌制作

我公司于 2024年 6月 2日对管理线桩加工制作，于 2024年 6月 4日完成管理线

桩的制作。

（1）制作规格：告示牌总宽 1600mm，高 2300mm（地面以上），其中面板尺寸

1500mm×1000mm（宽×高）。

（2）制作材料：采用φ50mm不锈钢管或热镀管制作支架，面板采用铝反光面板

制作。

（3）埋设要求：告示牌根据实际条件和现场需要进行埋设。告示牌立柱管埋入

地下 400mm，四周浇筑 600mm×600mm的 C20砼底座固定。

（4）标示：面向管理范围内立面为告示牌正面，面向管理范围外立面为告示牌

背面。告示牌正面标书政府告示，背面为有关水法律法规宣传标语（蓝底白字）。

http://www.1633.com/tec/14389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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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水库管理（保护）告示牌制作安装标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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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牌（正立面）内容：

告示牌

小南海水库的管理范围划定工作，已经重庆市黔江区小南海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批

准实施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重庆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现公告如下：

1．禁止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构）筑物、乱倾乱倒和从事其他

妨碍水库行洪的生产经营活动；

2．禁止损毁水工程建筑物、划界管理线桩（牌）及公示牌和防汛水文设施；

3．在水库管理范围内，修建各类临库建（构）筑物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必

须报经水库主管机关批准；

4．任何单位和个人引水、截（蓄）水、排水，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

益；

5．单位和个人有保护水利工程的义务，不得侵占库岸、毁坏大坝枢纽、监测设

施等工程措施；

6．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库安全和参加防汛抢险的义务；

7．其他未尽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重庆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对违反以上法律法规行为者，必须依法严肃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移送

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举报电话：023-79233675。

重庆市黔江区小南海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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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牌（背立面）内容：

水法规宣传标语

1.保护水库，人人有责。

2.加强水库管护，创造优美和谐的人居环境。

3.全民共同行动起来，让岸更绿、水更清、流更畅。

4.服从防汛指挥，确保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5.加强水政监察，强化水行政执法。

6.依法治水、兴利除害、振兴水利、造福人民。

7.自觉遵守水利工程管理法律法规，违法必究。

5.2桩牌安装

5.2.1 桩牌设置

1. 一般要求

（1）布设界桩时应以能控制水库管理范围边界的基本走向为原则。

（2）根据实际地形和周边环境确定埋设位置，选择界桩外形和材质。

2. 水库管理线桩（牌）设置：

（1）城市（镇）规划区桩（牌）间距原则上不大于 500m。

（2）非城市（镇）规划区桩（牌）间距原则上不大于 1km。

（3）在下列情况应加密增设桩（牌）：

（a）重要下河通道（车行通道）；

（b）重要码头、桥梁、取水口、电站等涉河设施处；

（c）水事纠纷和水事案件易发地段或行政界。

（4）在临近无生产、生活和人类活动的陡崖、荒山、森林等河道、湖泊、水库

段，可根据实际情况加大桩（牌）设置间距，或虚实结合、采用其他方式明确界址。

（5）桩（牌）应尽量设置安装在田埂边、河塘边、道路边等不影响耕作和通行

的地质条件较稳定位置。

3. 告示牌设置

城市规划区原则上不少于 3处，城镇规划区原则上不少于 1处。在下列情况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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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1）穿越城镇规划区上、下游；

（2）重要下河通道（车行通道）；

（3）人口密集或人流聚集地点河岸；

（4）重要码头、桥梁、取水口、电站等涉河设施处；

（5）水事纠纷和水事案件易发地段或行政界。

综上，本次小南海水库划界共设置管理线桩 25 个，告示牌 7 块；保护线桩 21

个，告示牌 7块。

5.2.2 管理线桩安装

根据测绘的地形图，绘制水库管理线，确定的管理线桩位置，并编号。管理线桩

坐标点位置，以坐标点为中心，开挖出 700mm深，300mm长，300mm宽的基底工

作面，并用 1:1.0的坡比进行放坡，以维持基坑稳定；如开挖后遇淤泥、软土等不良

地质情况，为避免出现不均匀沉降，应对基底进行换填压实等地基处理，或重新选择

合适的位置安装线桩。基坑开挖完成后进行线桩放置，完成后复测标高及位置，复测

无误后进行 C20混凝土回填，并振捣密实，桩口处用将混凝土浆找平压光，最后用

干净抹布将整个管理线桩外围搽拭干净，并留守人员来回巡视，直至管理线桩混凝土

强度达到 50%，保证管理线桩基本稳固后，方停止巡视。

5.2.3告示牌安装

根据测绘的地形图，确定好告示牌位置，在实地开挖两相距 1.55m 的

600mm×600mm×400mm的正方体坑；如开挖后遇淤泥、软土等不良地质情况，为避

免出现不均匀沉降，应对基底进行换填压实等地基处理，或重新选择合适的位置安装

告示牌。将告示牌放置在基坑的中心位置，告示牌放置好后，扶正防止偏斜，用 C20

混凝土把开挖的坑浇满，制作成 600mm×600mm×400mm的混凝土底座；最后用干净

抹布将整告示牌立柱管外围擦拭干净，并留守人员来回巡视，直至告示牌混凝土强度

达到 50%，保证告示牌基本稳固后，方停止巡视。

5.3桩牌移交情况

本次水库管理线桩、告示牌安装完成后，编制《水库管理范围划定管理线桩（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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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表》及《移交水库管理范围划定管理线桩、告示牌身份证》，里面详述了线桩、

告示牌的点位参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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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划界成果管理

经验收合格的水库管理及保护范围划定成果是确认水库管理权属的重要依据，是

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管理及治理水库的基础和依据，水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水库管理

范围划界成果的管理。

6.1管理机构和人员

6.1.1管理机构

本次黔江区小南海水库划界管理线总长度 31.12km，其中库区总长度 29.14km，

坝区总长度 1.98km。划界成果由业主负责管理。本水库划界工作具体由重庆市黔江

区小南海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牵头协调、组织实施、验收和抽查划界成果，并报重庆市

黔江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由黔江区水务局统一备案管理。

6.1.2管理人员

重庆市黔江区小南海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为划界成果管理负责人，另需配备水库现

场巡查人员 1名，资料管理人员 1名。

6.2管理范围和职责

6.2.1管理范围

本次划界的水库范围为小南海水库，管理范围为水库外缘控制线之间的范围，即

为本次划界确定的管理区域。

划界成果的管理范围包括各划界成果资料报告，水库现场埋设的各管理线桩及告

示牌管护巡查，对管理范围内的水库占用情况进行调查取证、审批许可等。

6.2.2管理职责

划界成果管理负责人：负责划界成果管理全面工作。

划界成果管理资料管理员：负责划界成果资料报告的统一归档管理，建立资料数

据库，协助管理负责人统筹资料调阅及整理工作。

划界成果管理实地巡查人员：负责定期巡查由划界单位移交的实地管理线桩及告

示牌的保护情况，并做好巡查记录；对管理范围内的水库占用情况进行调查取证，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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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办理审批许可工作。

6.2.3管理事项

在水利工程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爆破、打井、采石、采矿、取土、挖沙、修坟、

钻探、开凿涵洞隧道、陡坡开荒等危及水利工程安全、影响水利工程运行的活动。

在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还禁止下列行为：

（一）在大坝坝体修建码头、渠道，堆放杂物、晾晒粮草、放牧、种植、从事集

市贸易；

（二）兴建影响水利工程安全与正常运行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三）围垦造地、修建池塘；

（四）损毁、破坏水利工程及其设施设备；

（五）倾倒土、石、矿渣等废弃物；

（六）擅自蓄水、引水、放水、截流、拦渠堵水以及操作水闸、启闭机等设备；

（七）其他影响水利工程安全与正常运行的行为。

6.3管理措施和设备

6.3.1管理措施

（1）由划界区域内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划界范围进行管理，成立专门的机构，

制定相应的规则制度，落实管理经费。

（2）主管部门应配备专用巡查车辆，对水库管理范围划界现场设置的管理线桩

及告示牌实行定期巡查。

（3）加强宣传，提高大众保护并爱护水库的意识。

（4）对水库管理范围划界成果资料应格遵照《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档案管理规定》，

并实行严格移交归档和借阅制度。

6.3.2管理设备

（1）划界成果资料应建立专家的档案管理室，并配备档案柜、计算机和存储设

备（光盘和移动硬盘等）。

（2）外业巡查人员应配备摄像机、照相机和一定测量设备，以满足对划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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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破坏调查取证和补测恢复工作的需要。

（3）除移动通讯设备，配备热线电话接受大众的监督和举报。

（4）若有条件，可购置数辆巡查车辆及船只，用于管护范围巡查和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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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1）在今后的开发中，不能占用水库管理区域，以避免妨碍水库防洪、泄洪，

建议水库管理部门在现确定的管理范围内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水库防洪、泄洪、供水

及灌溉功能。

（2）划界埋设的界桩、告示牌容易受人故意破坏，在埋设界桩过程中，有零星

群众破坏和损毁界桩的情况，也有群众自建建筑物等，违规占用校核洪水位以下的库

区。建议在划界单位移交后，管理单位应加强管护，并对当地群众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3）本阶段已完成小南海水库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建议黔江区水利

管理部门后期应做好水库管理范围及积范围管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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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结论

开展水库管理范围划定工作是河湖执法和管理的前提条件和依据，也是水库行洪

安全的保障。我公司按合同约定圆满完成了重庆市黔江区小南海水库管理范围及保护

范围划定工作。

（1）小南海水库库区按校核洪水位线以下为管理范围，保护范围为校核洪水位

线以上至与坝顶高程齐平的库区；小南海水库主坝坝端外一百米的区域为管理范围，

主坝管理范围以外二百米的区域为保护范围要求划定，其符合《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

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防洪标准》（GB50201-2014）、《重庆市水利工程管

理条例》的要求。

（2）划界测量采用仪器设备精良先进，测绘方法和精度满足测量规范和制图标

准的要求，测绘成果准确可靠、图面清晰明了。

（3）水库管理范围线依据合理、准确，技术线路可行，成果基本合理。

（4）划界现场埋设的各种桩牌制作规格规范，布点、埋设合理，能够满足对水

库管理外缘线的控制和管理的要求。

（5）划界报告编制格式规范，内容全面详实；附图、附表齐全，格式规范，表

达清楚。

（6）本划界成果经验收合格后，可作为水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水库管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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