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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01
 背景  意义  目标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十六字”治水方针；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

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背 景 1、政策背景

落实鄂竟平部长在2019年全国水利工作

会议部署；

推动河长制从“有名”向“有实”转变；

推动甘肃省智慧水利建设。



背 景 2、河湖管理主要存在问题

非法采砂 侵占河道 排污

随着甘肃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的急剧增加，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一方面河道在保障经济生活、建设

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的作用在增大，另一方面在河道的管理中也出现了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非法采砂、围垦河湖、

垃圾堆放、侵占河道等。



意 义

• 加强河湖监管的基础性工作。通过管理范围

划定，明确河湖管理与保护范围；

• 明确河湖管理范围，利于依法行政；

• 有利于河湖的安全管理和运行。



目 标

2020年年底前，基本完成我省河湖管理范围划

定工作。其中，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流域面积10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水面面积1平方公里以上的湖

泊，省、市级党政领导担任河湖长的河湖，力争提前

完成。管理任务较轻的农村河湖，可在2021年年底

前基本完成；地处无人区的河湖，根据管理需求和实

际情况开展。



原则及基本要求 02
河道分类原则 技术要求 参照依据工作范围



2.1工作范围

省级规划对象

疏勒河 洮河

黑河 泾河

石羊河 渭河

湟水（含大通河） 嘉陵江（含白龙江）

黄河干流（含庄浪河） 大苏干湖

九甸峡水库 刘家峡水库



2.2河道分类原则

重点河段
（流经地级市、县城河段）

一般河段
（流经乡镇、重要村庄河段）

非重点河段
（流经荒山、森林及人类活动

特别稀少的河段）



2.2技术要求

1.重点河段（流经地级市、县城河段）

2.一般河段（流经乡镇、重要村庄河段）

3.非重点河段（流经荒山、森林及人类活动特别稀少的河段）

地形图比例尺为1：2000，影像采集分辨率优于0.2m。

地形图比例尺为1：5000，影像采集分辨率优于0.5m。

收集1：10000比例尺地形图，若收集不到，则放宽到1：50000比例尺地形图，收集优

于1m分辨率卫星影像。

项目成果采用CGCS2000坐标系统，高斯克吕格投影，3°分带，高程基准

为1985国家高程基准。



三线

四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甘肃省河道管理条例》……

临水控制线、管理范围线、外缘
控制线（保护范围线）

岸线保护区、岸线保留区、岸线
控制利用区、岸线开发利用区

2.3参照依据

http://baike.baidu.com/view/390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750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7623.htm


实施方案 03
工作流程 技术流程 技术方案 预期成果



3.1工作流程

（一）河道管理范围划定实
施方案的编制、审查、批准；

（二）组织招投标、落实中
标单位，签订合同；

（三）实施单位编制划界及
规划的工作计划，报业主、

监理审查同意；

（四）实施单位组织开展现
状调查和水文调查，开展河
流带状地形图和大断面图测

量等外业工作；

（五）测量内业整理和水文
计算，确定河道管理范围线
和外缘边界线、临水边界线，

划定四个功能规划区；

（六）桩（牌）及告示牌制
作及安装，一桩一表；

（七）编制河道管理范围划
定报告；

（八）成果验收及报告审查； （九）资料归档及移交。



3.3基础测绘技术方案—数据采集

传统外业测图 新技术：航空摄影

➢效率低
➢危险性高
➢山区、植被密

➢效率高
➢解决山区、植被密等问题
➢精度高



3.3基础测绘技术方案—点云数据处理



正射影像分辨率：重点河段优于0.2m；一般河段优于0.5m；非重点河段优于0.8m。

3.3基础测绘技术方案—正射影像制作



地形图比例尺：重点河段1：2000；一般河段1：5000；非重点河段1：10000。

3.3基础测绘技术方案—地形图制作



3.3基础测绘技术方案—河道断面测量



第 一 步 : 准 备 工 作

收集水库、堤防、护岸等水利工程的设计资料

收集或调查相关规划，相关区划、

标准、管理成果，社会经济资料等

收集河道基础资料、流域暴雨洪

水资料、成果，气象水文资料

3.4洪水分析计算



第 二 步 ： 控 制 断 面 的 布 设

WIRE

考虑水库对洪水的调蓄作用，

如调蓄作用明显，需考虑水库

的调度规则，计算下泄洪水

支流汇合前、汇合后分别计算干

流的设计洪水

3.4设计洪水计算



第 三 步 ： 设 计 洪 水 计 算

水文站设计洪水
控制断面设计

洪水
合理性分析

设计洪水计算一般流程：

3.4洪水分析计算



第 四 步 ： 水 面 线 推 算

3.4洪水分析计算

水利工程2

水利工程1

➢上边界：水利
工程1的下泄洪
峰
➢下边界：水利
工程2对应频率
洪水位，可采用
堰流公式计算



水 库 防 洪 调 度 分 析

规划河流干流上建有水库，若水库具有调洪作用，

需进行水库的调洪计算。

解决方案：

✓若收集到水位~库容~下泄曲线，则直接采用；

✓若无法收集到，采用堰流公式计算水位下泄曲线。

3.4洪水分析计算



收集、整理采砂、山洪、河道治理工程、控制

性工程、险工险段治理情况等基础资料，以及已有

河床演变与河势分析成果等相关资料，分析河段水

沙特性、洪水特点、河床和河岸抗冲能力等自然因

素，河道整治工程、控制性工程、采砂等相关人类

活动因素对河道演变及河势稳定性的影响，说明不

同河段河道演变的规律及河势稳定性。

3.5河势稳定性分析



有堤防河道

有堤防河道划界示意图

管理范围线：从外堤脚线计起，外扩

护堤地宽度。护堤地宽度参见《河湖及水

利工程土地划界标准》，根据工程等级从

5m-30m不等。

保护范围：从护堤地边界线计起，外

扩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宽度参见《河湖及

水利工程土地划界标准》。

平原区：外扩最大不超过300m。

山丘区：山丘最大不超过50m。

3.6河道管理范围划定



无堤防河道

无堤防河道划界示意图

3.6河道管理范围划定

管理范围线：设计洪水位与岸边的交

线。

保护范围：最高洪水位与岸边交线。



划界湖泊分类

◼ 有堤防的湖泊

◼ 无堤防的湖泊

◼ 有开发利用需求的湖泊

◼ 纳入自然保护区的湖泊

3.7湖泊管理范围划定



3.7湖泊管理范围划定



重点河段间距不大于100m，一般河段间距不大于200m，在非重点河段不埋设界桩。河道管

理标示牌重点河段不少于 3 处，一般河段（乡镇）不少于 1 处。

➢ 界桩（牌）设置

3.8界桩、标示牌设计及安装

图1无基座长方体界桩 图2有基座长方体界桩图3板形桩式样示意图

适用于城区 适用于非城区



6、界桩、标识牌埋设

界桩安装埋设

3.8界桩、标示牌设计及安装



3.8界桩、标示牌设计及安装

➢ 标示牌设置



3.9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临水边界线

②平原河道

①已有明确治导线或整治方案线

③山区性河道

防洪设计水位与陆域的交线

（ 1 ） 岸 线 边 界 线 划 定

3.9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④湖泊

正常蓄水位或多年平均湖水位

造床流量或平滩流量对应的水位

治导线或整治方案线



外缘边界线

（ 1 ） 岸 线 边 界 线 划 定

① 有堤防：采用保护范围线

② 无堤防：根据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设计洪水位划定

③ 已规划建设防洪工程、水资源利用与保护工程、生态环境保护工程：预留工程建设用地，并在此基础

上划定外缘控制线。

3.9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保障措施 05

强化工作责任

落实工作经费

强化业务指导

加强培训考核

做好舆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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