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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1393号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蓄滞洪区

      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 《蓄滞洪区设计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773-2012，自2012年 10月 1日起实施。其中，第

S.2. 10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发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0一二年五月二十八��



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2007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订、修订计划(第一批))的通知》(建标〔2007)125号)的要求，

由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和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

总院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完成的。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广泛调查研

究，并广泛征求了全国有关单位的意见。本规范对蓄滞洪区建设

标准和蓄滞洪工程的规划设计等方面作了规定。

    本规范共分8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蓄滞洪区建设标

准、基本资料、蓄滞洪区工程布局、蓄滞洪区防洪工程设计、蓄滞洪

区安全设施设计和蓄滞洪区工程管理设计。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水利部负责日常管理，由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负责

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规范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

经验，积累资料，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水利部水利水电规

划设计总院(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北小街2一1号，邮政编

码:100011，电子邮件:jsbz @ giwp. org. cn)，以供今后修订时
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湖南省水科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

    参编单位: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

    主要起草人:董必胜  徐迎春  洪  建  黎前查  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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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蓄滞洪区设计，指导蓄滞洪区建设，保障蓄滞洪区

正常运用，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流域综合规划和防洪规划确定的蓄滞洪区

的设计。

1.0.3 蓄滞洪区的防洪与蓄滞洪安全建设，应确保蓄滞洪运用时

居民生命安全，启用应及时有序，并应有利于区内经济社会发展。

1.0.4 蓄滞洪区防洪与蓄滞洪安全建设，应服从所在江河流域的

综合规划、防洪规划。蓄滞洪区防洪工程和安全设施建设，应根据

蓄滞洪区类别和区内风险等级合理安排。

1. 0. 5 开展蓄滞洪区防洪与蓄滞洪安全建设的同时，应重视相关

的通信预警系统及其他防洪非工程措施建设。

1.0.6 蓄滞洪区工程设计，应因地制宜，并应积极采用新技术、新

工艺、新材料。

1.0.7 蓄滞洪区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蓄豁供区 detention and retarding basin

    指包括分洪口在内的河堤背水面以外临时贮存洪水或分泄洪

峰的低洼地区及湖泊等。

2.0.2 安全建设 refuge construction for detention basin

    为保障蓄滞洪区内防洪安全而采取的就地避洪、人口外迁、临

时转移等避洪措施的总称，包括安全区、安全台、安全楼、转移设施

的建设等。

2.0.3 安全区 refuge area

    在蓄滞洪区周围，利用蓄滞洪区围堤的一部分修建的小抒区，

蓄滞洪水时不受淹，区内建设房屋和基础设施用来安置居民，并具

有生产、生活条件，也称围村堵或保庄好。

2. 0.4 安全台 refuge platform

    建筑在蓄滞洪区或好区沿堤地带(或高地)高于设计洪水位的

土台，供蓄滞洪区内居民定居或分蓄洪运用时临时避洪的场所。

也称顺堤台、庄台或村台。

2.0.5 安全楼 refuge building

    为分洪时临时避洪.在蓄滞洪区兴建楼层高于设计蓄洪水位

的多层框架楼房，也称为避水楼。

2. 0. 6 安全层 refuge floor

    安全楼房屋中位于蓄滞洪设计水位以上、在蓄滞洪期间作为

人员避洪和重要物品堆放场所的楼层或屋盖。可为单层或多层。

2.0.7 分洪口 flood diversion outfall

    蓄滞洪区围堤上人工设置的便于超额洪水按蓄滞洪要求有计

划分泄进人蓄滞洪区的叩门，包括分洪闸、溢流堰、临时扒口��



2.0.8 退供口 flood fall outlet

    蓄滞洪区围堤上人工设置的便于蓄滞洪运用后洪水退出蓄滞

洪区的口门。

2. 0. 9 裹头 side protection at flood diversion outlet

    对采用扒口分洪的分洪口门，为防止分蓄洪运用时分洪口门

两侧遭受洪水冲刷破坏不断扩展而对两侧土体采取的裹护措施。

2.0.10 撤离转移设施 evacuation and transferring facilities

    为便于蓄滞洪区内受洪水威胁的居民和财产在分蓄洪运用前

能够迅速转移，而在蓄滞洪区内兴建的具有一定等级标准的公路、

桥梁、码头等设施的统称。

2.0. 11 永久安置 permanent relocation

    蓄滞洪区内居民从地势较低处搬迁到防洪安全的自然高地、

安全区、安全台等场所定居的安置方式。

2.0. 12 临时安置 temporary relocation

    蓄滞洪区内居民在分蓄洪运用期间临时转移到自然高地、安

全区、安全台等安全场所，退洪后又返回原居住地的安置方式��



3 蓄滞洪区建设标准

3. 1 蓄滞洪区风险等级

3.1.1 蓄滞洪区设计，应根据蓄滞洪区的地形地貌和蓄滞洪水的

淹没情况进行风险评价，并应划分风险等级;蓄滞洪面积较大、地

形复杂时，应进行风险分区，并应绘制风险图。

3.1.2 蓄滞洪区的风险度可根据启用标准、淹没水深和淹没历

时，按下式分析计算:

                      R=1OXOXH/N        (3.1.2)

式中:R— 风险度;

    H- 蓄滞洪区内不同风险分区蓄滞洪淹没平均水深(m);

    N一 运用标准(重现期,a) ;

      4卜一淹没历时修正系数，取1. 0̂-1. 3.

3.1.3 蓄滞洪区的风险等级，可根据蓄滞洪区不同的风险度，按

表3.1.3划分，并应结合实际情况综合分析确定口
                    表3.1.3 蓄滞洪区的风险等级

风险度R 风 险 等级

R李1. 5 重度风险

0. SCR<I. 5 中度风险

R< 0. 5 轻度风险

3.2 建筑物级别与设计标准

3.2. 1蓄滞洪区堤防工程的级别和设计洪水标准，应根据蓄滞洪

区类别、堤防在防洪体系中的地位和各堤段的具体情况，按批准的

流域防洪规划的要求分析确定��



3.2.2 安全区围堤工程的级别和设计洪水标准，应根据其防洪标

准分析确定，且不应低于所在蓄滞洪区围堤的级别和设计洪水

标准。

3.2.3 蓄滞洪区的分洪、退洪控制工程，以及涵闸、泵站等穿堤建

筑物级别和设计洪水标准，应按所在堤防工程的级别与建筑物规
模相应级别两者的高值确定。

3. 2. 4 蓄滞洪区堤防和安全区围堤的设计水位，应根据确定的设
计洪水标准，结合各堤段防洪和蓄滞洪的具体情况分析确定。

3.2.5 蓄滞洪区围堤安全加高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堤防工程设计

规范》GB 50286的有关规定执行;安全区围堤安全加高不宜低于

相应蓄滞洪区围堤安全加高。

3.2.6 设置在蓄滞洪区围堤内的安全台，设计水位应按蓄滞洪区

设计蓄滞洪水位分析确定;设置在蓄滞洪区围堤临江河、湖泊一侧

的安全台，设计水位应按所在堤段堤防设计洪水位确定。

3. 2. 7安全楼设计水位应根据所在蓄滞洪区的设计蓄滞洪水位

确定。

3.2.8 蓄滞洪区安全台台顶安全加高取值可采用0. 5m̂ -1. Om,

台顶超高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iGB 50286的有

关规定执行，且不宜小于1. 5m,

3.2.9 蓄滞洪区堤防的抗滑稳定安全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的有关规定执行。

3. 2. 10 蓄滞洪区安全台台坡的抗滑稳定安全系数.不应小于表

3.2. 10的规定。

              表3. 2. 10 安全台合坡的抗N稳定安全系数

安全系数
正常运用条件

非常运用条件

3. 2. 11蓄滞洪区内部水系堤防的防洪标准，可根据其防洪保护
对象的重要性，按现行国家标准《防洪标准》GB 50201的有关规��



执行。

3.2.12 蓄滞洪区农田排涝标准，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灌溉与排水

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8的有关规定执行。安全区的排涝标准，
应根据安全区所在地的具体情况分析确定，宜适当高于蓄滞洪区

农田排涝标准。

3. 3 蓄滞洪区安全建设标准

3. o.i 安全区的面积宜按安全区永久安置人口人均占用面积

100耐^150m，的标准分析确定。有特殊要求或出于安全区堤线
合理利用有利地形，安全区永久安置人口人均占用面积需突破

150m“的标准时，应经分析论证后确定，且安全区相应减少蓄滞洪

容积不宜超过5%.

3.3.2 安全台台顶面积宜按其永久安置人口人均占用面积

50m2 --100m2的标准分析确定。仅用于居民临时避洪的安全台，
台顶面积可按5 m2/人一10m2/人标准分析确定。

3.3. 3 安全楼应按安置人口人均拥有安全层面积5 m2一   10 m2的

标准确定;有条件时.安全楼人均安全层面积可适当增加。

3.3.4 转移设施的建设标准应满足规划转移的居民和重要财产

能够在蓄滞洪水前有序撤离到安全地带的要求;路网密度可根据

实际交通量和撤离强度分析确实��



4 基 本 资 料

4.1 一 般 规 定

4.1.1 蓄滞洪区设计中，应根据设计要求对蓄滞洪区的自然和社

会经济等基本情况进行认真调查研究。

4.1.2 对收集的各类资料应进行分析整理和可信度评价。

4.2 气 象 水 文

4.2.1 蓄滞洪区设计中，应收集蓄滞洪区和邻近地区的降水、风

向、风速、气温、蒸发和冰情等气象资料。

4.2.2 蓄滞洪区设计中，应收集蓄滞洪区所在流域江河水系和湖

泊、洼地的分布，水文测站的布设和观测情况，以及流域洪水特性。

4.2.3 蓄滞洪区设计中，应收集蓄滞洪区所在河段和主要水文控

制站的洪水、水位、流量、流速、泥沙等水文资料。

4.3 地 形 地 质

4.3.1 蓄滞洪区设计所需的地形资料，应根据不同设计阶段和工

程项目的需要，按表4.31确定。

表 4.3.1

设计阶段

，滞洪区设计地形资料

工程项目 设计阶段 图别 比例尺 备注

蓄滞洪区总体布置 各阶段 地形图 1:10000~ 1:5000C

蓄滞洪区堤防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叹的有关规定

分洪口、退洪口

  控制工程

项目建议书、

可行性研究
地形图 1言1000~ 1:2000

初步设计 地形图 1:200~ 1:50



工程项 目 设计阶段

续表 4.3.1

  图别 { 比例尺 备注

地形图 1 :2000~ 1 :5000

堤线、安全台

项目建议书、

可行性研究

初步设计 竺些
地 形 图

1;1000~ 1，2000

1:10000

项目建议书、

可行性研究
横断面图 可根据实际

需要确定

  断面间距

2伽牡n一500扭，

地形变化较

大的地段适

当加密

纵断面图

转移道路

地形图 }1·2000~1:10000

初步设计

横断面图 可根据实际

需要确定

  新修的道

路 宜 施 测

1:2000，现

有道路改扩

建 可 采 用

1:10000

  断面间距

100了n产~200m，

地形变化较

大的地段适

当加密

纵断面图

4.3.2 蓄滞洪区堤防、分洪闸、退洪闸、排涝泵站等建筑物设计所

需的工程地质资料，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

范》GB 50487的有关规定执行;安全台设计所需的地质资料，可参

照国家现行标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和《堤防工程地质

勘察规程》SL 188的有关规定执行。
      



4.3. 3 结合现有堤防修建安全区或安全台时，应收集现有堤防的

历史和现状资料。

4.4 蓄滞洪区基本情况

4. 4. 1 蓄滞洪区设计应收集下列社会经济基础资料:

    1 蓄滞洪区内的行政区划、土地面积、人口及其分布情况、耕

地、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农业产值、固定资产总值及财产分布

情况、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等。

    2 蓄滞洪区现有的水利工程、电力、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

和主要企事业单位的规模及其分布等资料。

    3 蓄滞洪区建设的历史，历年运用情况及历史洪灾损失情

况等，以及现有防洪工程、安全设施以及工程管理方面的资料。

4. 4. 2 蓄滞洪区设计应收集下列生态环境资料:

    I 蓄滞洪区生态环境状况及存在问题。

    2 蓄滞洪区河湖水体水质状况、污染物排放状况和水功能区

划情况等。

    3 蓄滞洪区重要水生生物的种类和分布情况等资料。

    4 蓄塔游厌箱抽、太十流尖等情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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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4.4. 3

蓄滞洪区河岸、湖岸景观、湖泊湿地状况和保护要求等

蓄滞洪区设计应收集下列规划资料:

蓄滞洪区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村

镇建设发展规划和交通发展规划等资料。

蓄滞洪区所在地流域或区域防洪治涝规划等资料。

蓄滞洪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水利血防规划等资料。

，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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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蓄滞洪区工程布局

5.1 一 般 规 定

5.1.1 蓄滞洪区设计，应根据所在流域防洪总体规划以及蓄滞洪

区的类别和风险等级，对蓄滞洪区防洪工程和蓄滞洪安全建设设

施合理布局。

5.1.2 蓄滞洪区的防洪工程和安全建设，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工程

设施和安全设施。

5.1.3 蓄滞洪区内重要的基础设施，应根据其相应的防洪标准确

定其防洪自保措施，并应保障蓄滞洪水时可安全正常运行。

5.1.4 蓄滞洪区工程布局应与所处地理位置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相适应。

5.2 防 洪 工 程

5.2.1 蓄滞洪区堤防、分区隔堤、分洪控制工程、退洪控制工程的

布置，应根据蓄滞洪区防洪和蓄滞洪运用的要求，结合地形、地质

条件等因素，经综合分析比选，合理确定。

5.2.2 蓄滞洪区堤防工程应利用现有堤防;确需调整堤线时，应

充分论证。

5.2.3 面积较大的蓄滞洪区，可根据分区运用需要修建隔堤。隔

堤的堤线应根据蓄滞洪区地形地质条件等，结合行政区划综合分

析，合理布设;隔堤级别不宜高于所在蓄滞洪区围堤。

5.2.4 分洪口、退洪口位置，应根据地形、地质、水流条件等综合

分析选定;分洪口、退洪口宜选在江河、湖泊的凹岸地势较低、地质

条件较好、进(出)流水流平顺的位置。口门轴线与河道洪水主流

方向交角不宜超过3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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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当地形和运行条件允许时，分洪口门、退洪口门可结合

共用。

5.2.‘ 分洪控制工程的型式，应根据蓄滞洪区的类别、启用概率、

分洪流量大小等因素合理确定;可采用分洪闸、修建裹头临时爆破

和简易溢流堰等型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启用概率高于10a一遇的蓄滞洪区，宜采用建分洪闸的分

洪控制型式。启用概率低于10a一遇的蓄滞洪区，且地位十分重

要，经分析论证确有必要时，也可采用建分洪闸的型式。

    2 启用概率低于10a一遇的一般蓄滞洪区或蓄滞洪保留区，

可采取结合修建裹头临时爆破的分洪控制型式。

    3 蓄滞洪区分洪流量和蓄滞洪量较小时，可采用简易溢流堰

的分洪控制型式。

53 排 涝 工 程

5.3.1 蓄滞洪区排涝工程规划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灌溉与排水

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8的有关规定，并应与分洪、退洪控制工程

相协调。

5.3.2 蓄滞洪区中安全区的排涝工程应与蓄滞洪区排涝系统统

一规划、相互协调，并应结合使用。

5.3.3 安全区的排涝系统应满足蓄滞洪期间单独运行的要求。

5.3.4 安全区的排涝工程应根据安全区地形地貌、城镇(或村镇)

发展规划，结合现有排涝体系进行合理布局。

5.4 安 全 建 设

弓.4.1 蓄滞洪区安全建设，应根据防洪、蓄滞洪区建设等有关规

划，分析确定蓄滞洪区内需就地避洪、临时转移和外迁安置的人口

数量和分布。

5.4.2 蓄滞洪区的安全建设，应在蓄滞洪区类别和风险评价的基

础上，结合区内地形、地质条件以及居民的意愿，采取居民外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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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避洪、临时转移等模式合理安排，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I 重度风险区，宜采取居民外迁或就地避洪等方式进行永久

安置。

    2 中度风险区，宜采取就地避洪与临时转移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安置。

    3 轻度风险区，宜采用撤离转移、临时安置为主的方式进行

安置。

5.4.3 蓄滞洪区内安全区，宜结合围堤、隔堤，设置在地势较高、

人口相对集中的集镇或村庄，并应有利于对外交通、供电、供水和

居民外出从事生产活动;安全区内安置的居民点与主要生产场所

的距离不宜超过3km-5km。安全区应避开分洪口门和洪水行进

的主流区域。

5.4.4 安全台宜建在地势较高、地质条件较好、土源丰富的地带;

有条件时应结合堤防工程、河道疏浚工程修建。安全台应避开分

洪口门、急流、崩岸和深水区。安全台的布置应有利于对外交通、

供电、供水以及台上居民生产生活。安全台上安置的居民点与主

要生产场所的距离不宜超过3km-5km.

5.4.5 距离防洪安全地区较远、居住分散、不宜建设安全区和安

全台的区域，可采取建设安全楼的方式避洪。

5.4.6 安全楼宜建在地势较高、地质条件较好的地带。安全楼应

避开分洪口、退洪口以及洪水行进的主流区。

5. 4.7 转移道路应根据居民点分布情况、转移人数、转移时间、转

移方向、现有道路情况，按本规范第3.3.4条的规定合理布设;必

要时，应布设相应的转移桥梁、码头等设施��



6 蓄滞洪区防洪工程设计

6. 1 蓄滞洪区围堤和穿堤建筑物设计

6.1.1 蓄滞洪区围堤设计，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堤防工程设

计规范)GB 50286的有关规定外，还应满足蓄滞洪区的特殊技术

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蓄滞洪区围堤堤顶高程应根据围堤外河设计水位和蓄滞

洪设计水位两者之高值加堤顶超高分析计算确定。

    2 蓄滞洪区围堤临河(湖)侧边坡及堤基稳定，应分析蓄滞洪

运用时区内处于设计蓄滞洪水位、外河处于低水位的不利挡水

工况。

6.1.2 运用概率较高的蓄滞洪区，必要时围堤内坡可根据防冲刷

的要求采取相应的护坡措施。

6.1.3 蓄滞洪区涵闸等穿堤建筑物，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堤

防工程设计规范1GB 50286的有关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分析区内水位高于外河水位时可能出现的最不利工况

情况下侧身和闸基的稳定。

    2 必要时，应满足双向挡水的要求。

6. 1.4 各类压力管道、热力管道和天然气管道需要穿过堤防时，·

应在设计蓄滞洪水位和设计洪水位以上穿过，并应避开分洪口和

退洪 口。

6. 2 分洪控制工程设计

6.2. 1 蓄滞洪区分洪口门的设计分洪流量应按所在江河防洪总

体要求，根据设计洪水、河段控制水位或安全泄量计算确定。

6.2.2 在湖泊、河网地区，当设计洪水过程难以计算或未明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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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泄量时，可采用规划蓄滞洪量除以蓄满历时，确定蓄滞洪区分洪

  口设计分洪流量。

  6. 2.3 分洪控制工程的规模及孔口尺寸，应满足确定的设计分洪

  流量和蓄满历时的要求，并应综合各种可能影响分洪量的因素分

  析确定。

  6.2.4 分洪闸闸底、闸顶高程及孔口尺寸，应根据设计分洪流量，

.闸上下游水位，闸址地形、地质及分洪区地形等条件，通过水力计

  算和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6.2.5 对于有在规定时间内满足蓄洪量要求的蓄滞洪区，应进行

  过闸流量过程演算以及蓄满历时验算，并应分析确定分洪闸孔口

  尺寸。

  6. 2. 6 分洪闸闸上水位计算，应分析上游有无分叉河道，主7}iG是

  否顺直以及是否受其他河流、湖泊水位涨落影响等情况。

  6. 2.7 分洪闸闸下水位可通过水量调蓄计算分析确定。下游有

  引洪道的分洪闸，闸下水位可按推求水面线的方法分析确定。

  6.2. 8 水流流态复杂的大型分洪闸，应进行水工模型试验，验证

  进出口水流流态、流速分布、分洪流量、消能效果以及口门上下游

  的冲淤情况等。

  6.2.， 分洪闸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水闸设计规范)SL 265

  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分洪建筑物的特殊要求，同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分洪闸上游进水部分宜布置成喇叭口形与闸室同宽相接。

  两侧进水条件基本一致时，可采用对称布置;当进水方向与河道中

  心线夹角较大时，可采用非对称布置。两侧应设导墙或护坡，导墙

  高度应低于闸室高度，并不应影响闸的过流能力;进水口两侧地势

  较高时，可采用护坡型式。

      2 闸室结构可根据分洪和运行要求，选用开敞式、胸墙式或

  双层式等结构型式，宜采用开敞式。当地基条件较好时，闸室底板

  宜采用分离式，地质条件较差或为软弱地基时，闸室底板宜采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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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式，且底板宜适当加厚。对于多孔闸，沿垂直水流方向应做分缝

处理，岩基上的分缝长度不宜超过20m，土基上的分缝不宜超

过35m0

    3 闸顶高程应根据挡水和分洪比较确定。挡水时例顶高程

不应低于设计分洪水位加波浪计算高度与安全超高值之和，且不

应低于相邻挡水建筑物的挡水标准;分洪时，闸顶高程不应低于设

计洪水位(或校核洪水位)与安全超高值之和。分洪闸安全超高下

限值应符合表629的规定。闸顶高程的确定，还应分析所在河

流河道演变所引起的水位变化因素。必要时，可适当升高或降低

闸顶高程。

                    表 ‘.2.， 分洪闸安全超高下限值

运行情况
分洪闸级别

1 2 3 4

挡水时
设计分洪水位

(或最高挡水位)
0.8 0.7 0 5 0‘4

泄水时
设计洪水位 1.5 1.0 0。7 0.5

校核洪水位 1‘0 0.7 0 5 0 4

    4 俐门的结构型式和径制设备的选择，应满足分供调度的要

求。外河(湖)水位变化较大，且枯水位位于闸底板以下时，可不设

检修门。

    5 有交通要求的分洪闸，闸顶公路桥桥面宽及荷载设计标准

应与与之相连的堤防堤顶公路标准相适应。

    ‘ 多泥沙河流上分洪控制工程设计，应分析外河(湖)泥沙淤
积对分洪口泄水能力的影响。

‘.2.10 采用修建裹头临时爆破扒口的分洪控制工程，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分洪扒口口门形状宜呈喇叭形，口门下游扩散角宜小于上

游扩散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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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应对扒 口两侧大堤进行裹护，口门网侧裹护范围应根据水

流对两侧大堤的冲刷影响分析确定。

    3 分洪口流速较小时，宜采用抛石裹护;流速较大时，宜采用

浆砌石或高喷灌浆裹护。

    4 采用抛石裹护结构型式时，抛石单块重量、粒径应根据流

速计算分析确定。

    5 采用浆砌石裹头结构型式时，浆砌石厚度应大于500mm，

砂浆强度不应低于M75。
    ‘ 采用高喷灌浆裹护结构型式时，高喷体宜贯穿整个大堤横

断面，上部高程应位于分洪水位以上0.sm，下部高程应深人堤基

计算冲刷深度 lm以下，且宜以一定倾角偏向两侧。

6.3 退洪控制工程设计

6.3.1退洪控制工程孔口尺寸应根据设计蓄滞洪水位及蓄滞洪
运用后区内恢复生产对排水时间的要求，选择符合设计标准的退

洪口下游典型年水位过程进行排水演算，并应结合地形地质条件

及其他综合利用需要，综合比较合理确定。

6.3.2 具有反向进洪功能的退洪闸，上下游两侧均应满足消能防

冲的要求。

‘.3.3 多沙河流上退洪控制工程设计，应分析退洪口上、下游泥

沙淤积对退洪口泄水能力的影响。

6.4 排涝泵站设计

6.4.1 蓄滞洪区内排涝泵站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泵站设计

规范》GB 50265的有关规定，并应结合蓄滞洪区的特点合理布置，

保证主要建筑物和设备在蓄滞洪期间的防洪安全。

6.4.2 蓄滞洪区已建泵站应根据蓄滞洪区蓄滞洪水位和启用概

率，结合泵站的具体情况，经分析比较，选用合适的保护方式，可采

取修建月堤、设备抬升、临时转移等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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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3 站址高程相对较高、地质条件较好的骨干泵站，宜采用月

堤方式保护，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月堤宜布置在泵站进水池以外，应根据地形、地质条件、泵

站主要建筑物布局，经分析比较合理确定月堤堤线。

    2 月堤跨越泵站进水渠时，宜建涵闸等控制工程，平时保持

排水渠系畅通，蓄滞洪区启用时封闭。

    3 月堤宜与泵站进水渠垂直相交。

6.4.4 如由于地形、地质条件所限，修建月堤比较困难时，可采取

将电动机临时抬升、变压器整体抬高的保护方案;抬升高度宜超过

设计蓄滞洪水位1. 5m以上，并应配置设施设备，设施设备的配备

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配置的起吊设备的容量应满足起吊单台电动机重量的要

求;泵房相关的构件应满足相应的承重要求。

    2 应配置有存放机电设备的搁置设施。

6.4.5 单机容量不大、易于拆装转运、附近有安全存放地点的排

涝泵站，可采用主要机电设备临时转移的方式保护。

6. 4.6 承蓄多沙河流洪水的蓄滞洪区泵站，其进水建筑物设计应

分析蓄滞洪后泥沙淤积对泵站运行的影响��



7 蓄滞洪区安全设施设计

7. 1 安全区设计

7.1.1 安全区的设计和建设应确保防洪安全;蓄滞洪后应能保障

居民的基本生活条件。

7.1.2 安全区的围堤利用现有堤防时，应对存在隐患堤段进行加
固处理。

7.1.3 安全区围堤堤顶宽度，应根据堤防稳定、管理、交通及居民

生活等方面的要求分析确定;安全区围堤堤顶有交通要求时，堤顶

宽度不宜小于6m，并应根据条件进行硬化。

7.1.4 安全区围堤迎水侧应根据风浪大小、水流情况，结合堤身

土质，选择合适的护坡型式;安全区围堤背水坡宜采用草皮护坡。

7. 1.5 安全区围堤两侧应根据居民交通需要，结合现有道路情况

合理布设人行坡道和车道。人行坡道的间距不宜大于1000m，宽
度不宜小于2m，台阶高度可采用 16cm-- 18cm;车道坡度不应陡

于 1，10,宽度可采用6m -̂8m,

7.1.6 必要时，安全区围堤堤顶可结合防浪墙修建防鼠墙，防鼠

墙的墙面应光滑，高度不应小于0. 8m,

7.1.7 安全区围堤跨越沟渠、道路时，应通过研究，合理调整现有

沟渠、道路，或布置必要的交叉建筑物。

7.1. 8 安全区围堤与交通道路交叉时，交通道路可采用上堤坡

道;也可修建交通闸口，蓄滞洪时应临时封堵。交叉建筑物型式应

根据具体情况分析比较确定。

7. 1.， 安全区应新建必要的泵站。安全区的排涝流量应根据当

地的暴雨特性、汇流条件，按确定的排涝标准分析计算确定，并应

根据情况计入生活污水量和围堤渗人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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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0 安全区应结合城镇(村镇)发展要求，规娜建设居民生产

生活必需的交通、供水、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并应符合下列

要求:

    1 供水应符合安全区内供水对象相应的饮用水标准对水质、

水量的有关规定;供水设施及规模应满足蓄滞洪时应急供水要求。

    2 应建设必要的对外交通。

    3 供电、通信系统的建设，应能满足在蓄滞洪期间区内居民

用电和通信的基本需求，必要时应设置备用电源。

7.2 安全合设计

7.2.1 安全台的设计和建设应确保防洪安全，并应满足蓄滞洪运

用期间台上居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同时应便于台上居民非蓄滞洪

运用时正常生活。

7.2.2 安全台建设应遵循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少占耕地的原则，

台身及台面布置应根据地形地质条件、拟安置居民住房和基础设

施的布局要求、居民生活习惯等因素分析确定。
7.2.3 筑台土料选用翻性土时，压实度不应小于。.9;筑台土料

选用无粘性土时，相对密度不应小于0.6。

7.2.4 筑台土料为无戮性土时，宜采用豁性土对安全台进行盖

顶、包边，盖顶厚度和包边的宽度可分别取为。.sm和1.om。

7.2.5 设在蓄滞洪区围堤内的安全台，台顶高程应按设计蓄滞洪

水位加台顶超高确定;设在蓄滞洪区围堤外临江河、湖泊一侧的安

全台，台顶高程应按所在堤段堤防设计洪水位加台顶超高确定。

新建安全台应预留沉降超高。

7.2.6 安全台台坡应根据安全台台基地质条件、筑台土质、风浪

情况等，按运用条件，经稳定计算综合分析确定。

7.2.7 安全台台身高度超过6m时，宜设置俄台，其宽度不宜小

于 Zmo

7.2.8 安全台临水侧应根据风浪大小、水流情况，结合安全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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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土质，选择合适的护坡型式。位于重度风险区内的安全台，宜采

用砌石、混凝土护坡或抗冲刷能力强的生态护坡;其他风险区安全

台可采用水泥土、草皮等护坡型式。安全台护坡范围宜从台脚护

至台顶或与包边相接。

7.2.， 安全台台顶、台坡、台脚处应合理布设排水沟。沿台顶、台

脚周边应设水平向排水沟;沿台坡坡面可每隔100m~200m设1

条竖向排水沟。竖向排水沟应与水平向排水沟连通，排水沟宜采

用混凝土或砌石结构衬砌。

7.2.10 安全台台基应满足渗流控制和稳定等有关规定。

7.2.11 有抗震要求的安全台，应按国家现行标准《水工建筑物抗

震设计规范》SL 203的有关规定执行。

7.2.12 安全台建设应结合新农村建设要求，安排必要的交通、供

水、排水、供电、通信、卫生等基础设施。

7.2.13 安全台应设置上台坡道和踏步。上台坡道应与蓄滞洪区

内现有道路连接，坡度不宜陡于1，10，路面可采用混凝土或沥青

混凝土结构。台坡踏步宜根据安全台的长度每200m一500m设

置 1处。

7.2.14 安全台供水应符合供水对象相应的饮用水标准对水质、
水量的有关规定;供电设施的建设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农村电力

网规划设计导则》DL/T 5118的有关规定。

7.3 安全楼设计

7.3.1 安全楼设计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蓄滞洪区建筑工程技

术规范》GB 50181的有关规定外，并应符合本规范第7 3.2条~

第7.3.6条的有关规定。
，.3.2 安全楼近水面安全层底面高程应按设计水位加安全超高

确定。安全超高应按下式计算，且不应小于1.om:

                      Y=d:+h。+。.5 (7 .3.2)

式中:Yes— 安全超高(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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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风增减水高度(m);当其值小于零时，取为零;

    hn,— 波峰在静水面以上的高度〔m)a

7.3.3 安全楼荷载应分析洪水荷载与其他荷载的最不利组合。

7.3.4 安全楼设计水位以下的建筑层应采用耐水材料;设计蓄滞

洪水位以下部分的布局应有利于洪水的进退。

7.3.5 安全楼应在略高于近水面安全层室外设置可供系扣船缆

的栓柱。

7. 3.‘ 安全楼应留有便于在蓄洪期间与外界接触的台面和通至

近水面安全层的室外安全楼梯，楼顶应采用居民容易到达的平顶

结构。

7. 4 撒离转移设施设计

7.4. 1 撤离转移设施设计应满足蓄滞洪运用前居民安全、及时有

序撤离的要求。

7.4.2 撤离转移道路的规模和路线布设，应根据蓄滞洪区内村庄

分布情况、人口安置总体规划方案、撤离转移人数和撤离转移方

向、洪水传播时间等因素分析确定。

7. 4. 3 撤离转移干道的断面、路基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公路工

程技术标准》JTG BO1的有关规定;路面宜采用混凝土或沥青混

凝土等耐淹路面。

7.4.4 撤离转移道路跨越河、沟时，应修建必要的桥、涵。

7.4. 5 需要通过水上撤离转移时，应规划建设必要的渡Q;渡船

可利用现有船只或临时调用��



8 蓄滞洪区工程管理设计

8.1 一 般 规 定

8.1.1 蓄滞洪区工程管理设计应根据蓄滞洪区类别及蓄滞洪工

程建设内容，合理确定蓄滞洪区工程管理体制、管理机构和人员编

制，并应根据工程管理的需要制订相应的管理措施和管理制度。

8.1.2 蓄滞洪工程应结合现有管理资源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

8.1.3 管理机构的设置应明确管理机构及隶属关系、管理内容、

人员编制、管理费用。

8.1.4 蓄滞洪区应根据工程规模和运用要求，配建相应的管理设

施;并应与主体工程同步建设。

8.2 管理范围和设施设备

8.2.1 蓄滞洪区各类建筑物工程的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应根据

蓄滞洪区的具体情况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堤防工程的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可按国家现行标准《堤

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 171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各地实际情况

分析确定。堤防护堤地范围对其他用地面积影响较大时，宜从紧

控制。

    2 安全台、避水台的管理范围不宜超高台脚排水沟外sm，保

护范围可取为管理范围以外50m~100m。
    3 进退洪闸等建筑物的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可按国家现行

标准《水闸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 170的有关规定执行。

    4 转移道路的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可按同等级别公路的有

关规定确定。

8.2.2 蓄滞洪区防洪工程和安全设施，可按国家现行标准《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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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 171和《水闸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7。的

有关规定，配备必要的观测设施、设备。

8.2.3 蓄滞洪区工程管理单位应根据定编人数及管理任务配备

必要的设施设备和交通工具。

8.2.4 安全区应根据防汛抢险的需要，留有储备土料、砂石料等

防汛抢险物料的堆放场所。

8.2.5 蓄滞洪区防洪工程和安全设施应设置必要的碑、牌。每个

乡镇及基层管理单位均应设置宣传牌，撤离转移路口应设置导向

牌，安全台、分洪口、退洪口等应设置标志牌以及其他警示标牌、桩

号标牌等。

8.3 通信预.系统

8.3.1 蓄滞洪区应设置能够迅速将分洪指令传达到蓄滞洪区内

有关单位、各家各户的通信预警系统。

832 蓄滞洪区通信预警系统应充分利用各地已有的防汛指挥

系统。

8.3.3 蓄滞洪区宜利用当地公共通信网络，建设县、乡(镇)、村三

级，覆盖蓄滞洪区工程管理、防汛重点单位，以及社会相关部门的

通信预警系统。

8.3.4 蓄滞洪区通信预警系统可由预警反馈通信系统、计算机网

络系统和警报信息发布系统构成。

8.3.5 通信预警系统的设备应技术先进、性能稳定、运行可靠、维

护方便，并应与当地通信网络的技术手段相协调。

8.4 应 急 救 生

8.4.1 蓄滞洪区应配置救生衣(圈)、抢险救生舟、中小型船只等

救生器材，并应统一存放管理。

8.4.2 蓄滞洪区救生器材的配备标准，可按国家现行标准《防汛

物资储备定额编制规程》SL 298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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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疫 情 控 制

8.5. 1 蓄滞洪区设计时，应根据当地传染病历史和可能发生的传

染病疫情，配合卫生部门制定传染病疫情控制预案，并应提出相应

的预防措施、应急方案等对策措施。

8.5. 2 血吸虫病疫区和毗邻疫区的蓄滞洪区防洪工程和安全建

设设计，应符合水利血防工程设施设计的有关规定��



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__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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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定 说 明

    为规范蓄滞洪区设计，指导蓄滞洪区建设，确保蓄滞洪区及时

安全有效运行，制定蓄滞洪区设计技术标准十分必要。根据国家

建设部关于印发《2。。7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第一

批)》的通知(建标〔2。。7〕125号)，遵照《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管理办

法》和代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由水利部水利水

电规划设计总院和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会同有关单

位共同编制本规范。

    本规范经历大纲编制、大纲审查、咨询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初

审稿、送审稿、报批稿等阶段，最后经水利部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专家审定。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在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

黄河流域等部分蓄滞洪区进行了调研，咨询有关专家，收集相关设

计、管理资料，广泛征求蓄滞洪区管理、设计、科研单位意见，并充

分吸收和采纳历次咨询、审查意见。

    本规范的编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以人为本原则，保障蓄

滞洪区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二是安全性原则，确保工程安全可

靠，蓄滞洪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三是协调性原则，保证蓄滞洪运

用及时有效，非蓄滞洪运用时区内居民生产生活正常;四是生态性

原则，促进蓄滞洪区生态和谐，环境友好。同时，明确了蓄滞洪区

设计的主要内容和技术要求.

    由于我国蓄滞洪区建设还处于不断摸索的阶段，很多方面还

需要通过一段时间建设实践和经验积累，才能形成更好更成熟的

规定，因此在本规范的应用过程中，尚需认真总结，以供修订时

参考。

    为便于工程技术人员在使用本规范时能正确把握和执行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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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编制组按规范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

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在执行中应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

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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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蓄滞洪区的建设和管理关系到蓄滞洪区的正常运用和流

域防洪标准的提高，关系到广大蓄滞洪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

济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蓄滞洪区工作。1988年国

务院批转了水利部《关于蓄滞洪区安全与建设指导纲要》，该《纲

要》试行以来，在部分重点蓄滞洪区内建设了一批安全楼、安全区、

转移路、预警预报等设施，推动了全国蓄滞洪区安全建设与管理工

作。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增加，许多蓄滞洪区被不断开

发利用，调蓄洪水的能力大大降低，蓄滞洪区的建设与管理滞后，

区内防洪安全设施、进退洪设施严重不足，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无

保障，致使蓄滞洪区启用决策十分困难;蓄滞洪区已成为防洪体系

中极为薄弱的环节。上述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一旦发生流

域性特大洪水，将难以有效运用蓄滞洪区，流域防洪能力将大大降

低，蓄滞洪区一旦运用，将可能造成严重损失，甚至可能影响社会

稳定。为指导蓄滞洪区的建设，确保蓄滞洪区内居民生命安全，保

证蓄滞洪区及时安全有效运用，有必要根据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和技术手段，制订适宜的标准，用以指导和规范蓄滞洪区的设计。

1.0.2 我国《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附录所列的大江大河

防洪规划安排建设的蓄滞洪区共有97处，最新完成的我国大江大

河防洪规划调整后的蓄滞洪区共计93处，这些蓄滞洪区主要分布

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和珠江流域，涉及北京。天津、河
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和广东

等13个省(直辖市)，总面积3.39x104km2。其中，长江流域的荆

江分洪区，黄河流域的北金堤滞洪区，淮河流域的蒙洼、城西湖、洪

泽湖周边滞洪牙区，海河流域的永定河泛区、小清河分洪区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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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文安洼、贾口洼、团洼、恩县洼等12处蓄滞洪区由国务院或国

家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其余的由流域防汛抗旱指挥部或所在省

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

    蓄滞洪区建设包括防洪工程建设、蓄滞洪安全建设;防洪工程

建设包括蓄滞洪区围堤、分区运用隔堤、分洪、退洪控制工程、排涝

泵站等工程;安全建设包括为蓄滞洪运用提供安全避洪和救生的

多种措施，包括安全区、安全台、安全楼、转移道路等。本规范针对

蓄滞洪区这一特殊的防洪措施，一方面提出了防洪安全建设人口

总体安置和各类安全建设措施总体规划和布置方面的要求;另一

方面对蓄滞洪区各类工程主要设计内容提出了有关规定。

1.0.3 作为防洪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蓄滞洪区，既是蓄滞洪水的

场所，又是当地居民生存的基地。蓄滞洪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

建设，应考虑到蓄滞洪区平时是区内居民生活、生产的基地，蓄滞

洪水时是洪水贮存场所的特殊地位。在制定蓄滞洪区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和进行蓄滞洪区建设的过程中，要针对蓄滞洪区的特殊性，

从流域、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研究与之相适应的蓄滞洪

区建设与经济发展模式，合理确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积极发展

农牧业、林业、水产业等，因地制宜地发展第二、三产业，鼓励当地

群众外出务工。限制蓄滞洪区内高风险区的经济开发活动，鼓励

企业向低风险区转移或向外搬迁。同时，要加强对蓄滞洪区的土

地管理，土地利用、开发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防洪的要求，保证蓄

滞洪容积，实现土地的合理利用，减少洪灾损失。蓄滞洪区所在地

人民政府要制定人口规划，加强区内人口管理，实行严格的人口政

策，严禁区外人口迁人，鼓励区内常住人口外迁，控制区内人口

增长 。

    我国的蓄滞洪区作为在大洪水时分蓄洪水的临时场所，同时

还容纳着将近1600万人的生产生活，现实条件下不可能将蓄滞洪

区所有人员进行转移安置。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就解决

“三农”同题、统筹城乡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作出了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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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重大战略决策，对蓄滞洪区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中央

水利工作方针，防洪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在

蓄滞洪区工程规划设计中，要本着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思

想进行工程布局和安排蓄滞洪区建设内容，在解决防洪问题的同

时，使蓄滞洪区人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真正做到洪水分

得进，区内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1.0.4 蓄滞洪区是防御洪水的重要工程。在流域防洪规划中，为

实现防洪总体目标，作为防洪体系中的蓄滞洪区，承担了分蓄河道

超额洪水的重要任务。蓄滞洪区的建设，应根据流域防洪总体规

划，确定蓄滞洪区工程总体布局以及蓄滞洪区安全建设的模式，确

保蓄滞洪区按计划运用，做到有计划分蓄洪，将损失降低到最小。

因此，蓄滞洪区的设计，必须认真领会流域防洪规划总体思想，切

实服从流域防洪总体要求。

    蓄滞洪区堤防、分、退洪口控制工程等防洪工程达不到规划的

建设标准，一旦发生达到防洪规划启用标准的洪水时，将难以保证

蓄滞洪区居民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和按规划要求适时适量有序分

蓄洪水;区内安全建设达不到规划标准时，难以保证按规划标准蓄

滞洪水时区内居民财产安全，分蓄洪调度难以实施。总之，蓄滞洪

区防洪工程、区内安全建设措施如不能按所在江河流域防洪规划

实施到位，蓄滞洪区将难以实施有序调度，流域防洪体系整体效益

难以发挥，防洪规划确定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目前，我国蓄滞洪区涉及的范围大、防洪工程和安全建设底子

薄，建设任务十分艰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等几大流域蓄滞洪

区建设的路子还在不断探索之中。而这些蓄滞洪区的洪水特性、

运用标准、当地的经济社会情况等各不相同，也就决定了蓄滞洪区

的建设模式不能千篇一律、一墩而就;应根据蓄滞洪区在防洪体系

中的重要程度、所处的地理位置、调度权限、启用概率、淹没特性等

因素，合理安排各项工程的建设，在不断的实践中总结和提高蓄滞

洪区的建设水平。

                                                                                3



1.0.5 在进行蓄滞洪区工程建设的同时，应重视蓄滞洪区非工程

措施建设，建设相关的通信预警系统，构建保障实施蓄滞洪水的非

工程体系;通信预警系统和其他非工程措施对蓄滞洪区及时有序

启用十分重要，对传递分洪调度命令，组织转移撤离，保证需要时

按要求蓄滞洪水，使洪灾损失降低到最小，将起到十分关键的

作用。

1.0.7 蓄滞洪区建设涉及国民经济多个领域和专业，包括水利水

电、交通、城镇建设、供水供电、地质、环保等，而且很多建设内容如

堤防、水闸、泵站等都有专门的技术标准。因此，本条规定在进行

蓄滞洪区设计的过程中，不但要满足本规范的有关规定，还应符合

国家现行的有关技术标准��



3 蓄滞洪区建设标准

3. 1 蓄滞洪区风险等级

3. 1. 1 通过对蓄滞洪区的风险评价，可预知蓄滞洪区进洪后淹没

情况，对指导蓄滞洪区安全建设、保障防洪安全非常重要。有条件

的地方，可以模拟计算区内洪水行进路线、淹没范围、水深、流速，

洪水到达和持续时间等，以作为蓄滞洪区安全建设和运用总体规

划的依据，合理有效地使用蓄滞洪区，使群众安全得到保障，生产

生活和经济活动适应防洪要求，并有利于区内工农业合琴布局和
经济持续发展。通过预知风险，合理确定安全建设工程总体布局

和产业发展布局，把蓄滞洪水运用时洪水淹没损失减到最小。

3.1.2,3.1.3 国内外尚无关于划分不同风险区的统一标准，《全

国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规划》对蓄滞洪区洪水风险评价的因子和

评价方法进行了专题研究，给出了可操作的相对合理的风险分区

的划分方法。本规范参照这一研究成果，对蓄滞洪区风险度的分

析计算方法以及风险等级和风险分区等做出了规定。

    该方法主要考虑蓄滞洪区的运用标准、蓄滞洪淹没水深两个

风险因子，同时综合考虑了淹没历时的长短对风险的影响。根据

93处蓄滞洪区的洪水风险分析与测算，综合确定了蓄滞洪区洪水

风险评判标准为:风险度R)I. 5为重度风险, 0. 5(R<1. 5为中
度风险,R<O. 5为轻度风险。

    不考虑淹没历时长短影响时的基本风险度变化矩阵表参见

表1,�



表1 墓本风险度变化矩阵

      淹没平均水深

              H(. 〕

运用标准N(a)

0.5 1 飞5 2 2 S 3 3 5 4 生.5 5

10 0.50 1。00 1.50 2。00 2 50 3 00 3 5D 4。00 4。50 5_00

20 0.25 0.50 0。75 1。00 1 25 1。50 1.75 2.00 2 25 2 50

30 0 17 0.33 0 50 0.67 0.83 1。00 1.17 1.33 1 50 1.67

40 0 12 0 25 0 38 0.50 0，63 0.75 0。88 1。00 1.13 1.25

50 0户10 0 20 0 30 0.40 0。50 0 60 0 70 0.80 0.90 1.00

100 0，05 0 10 0.15 0.20 0。25 0.30 0 35 0.40 0，45 0.50

    当蓄滞洪区较大，需根据地形地貌划分为不同的风险分区进

行风险评价时，相应的风险度计算所采用的淹没平均水深为该风
险分区的蓄滞洪淹没平均水深。

    由于淹没历时也是应当考虑的风险因子，淹没历时越长，风险

越大，反之越小;因此，在进行风险度计算时还应考虑淹没历时的

修正系数。参考《全国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规划》关于蓄滞洪区洪

水风险评价的专题研究成果，巾值取值范围在1.。一1.3较为合

适。淹没历时越长，奋值越大;淹没历时大于2个月时，中值取上

限1.3;淹没历时在 1旬以内时，少值取下限1.0;淹没历时在

1旬一2个月之间时，公值在1.0一13之间取值。

3.2 建筑物级别与设计标准

3.2.1 蓄滞洪区堤防工程是一类特殊的堤防工程，是江河防洪工

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有自身的保护对象，要保证一般情

况下蓄滞洪区内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的生产生活，同时又

要保障蓄滞洪区在必要的时候按照流域防洪总体要求按计划分蓄

超额洪量，牺牲局部、确保流域重要防洪对象的安全。蓄滞洪区的

防洪标准不能像其他防洪对象，直接根据防护区内的人口、耕地等

因素确定防洪标准。现行国家标准《防洪标准》 GB 50201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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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滞洪区的防洪标准应根据批准的江河流域规划的要求分析确

定，现行国家标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规定蓄滞洪区堤

防工程防洪标准“应根据批准的流域防洪规划或区域防洪规划的

要求专门确定”。上述规定虽然没有统一的定量指标，但根据各批

准的流域防洪规划以及主管部门相应的审查意见，一般都明确提

出了蓄滞洪区围堤相应的建设标准。比如根据水利部1994年对

洞庭湖二期治理工程的批复意见，洞庭湖区蓄洪烷临洪大堤按新

中国成立后发生最高水位确定。据了解，黄河、淮河、海河等几大

流域防洪规划或相应的审查意见中也都明确了主要控制站的分蓄

洪控制水位，为蓄滞洪区堤防的建设标准提供了相关依据。在具

体设计工作中，蓄滞洪区所在流域如有已审批的防洪规划，其堤防

建设标准应直接采用防洪规划确定的标准，否则应根据流域防洪

总体要求，结合蓄滞洪区分洪运用标准、蓄滞洪区堤防防护对象的

防洪标准等分析确定。

3.2.2 本规范提出安全区围堤工程级别和设计洪水标准不应低

于所在蓄滞洪区围堤的级别和设计洪水标准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

考虑:

    1 蓄滞洪区内设立的安全区，从设立的目的来讲是要保证在

蓄滞洪运用时安全区处于防洪安全状态，所以其防洪标准和围堤

工程级别不宜低于蓄滞洪区堤防。

    2 安全区的人口财产十分集中，万一失事，可能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产生灾难性后果，社会影响巨大;安全区必须具有不低于

蓄滞洪区的安全等级。

    3 从长远看，安全区必将成为蓄滞洪区范围内政治、经济和

文化中心;安全区具有较高的防洪标准有利于蓄滞洪区经济社会

全面发展，有利于当地居民安居乐业，无后顾之忧。

3.2.4 当蓄滞洪区围堤和安全区围堤临河、湖时，按相应堤段的

防洪标准相应水位计算各堤段的设计水位;一般情况下，流域防洪

规划确定了主要控制站设计水位，可以此为依据推求各堤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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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

    对处于蓄滞洪区以内的非临河(湖)堤段，只有当蓄滞洪运用

时才发生挡水工况，所以这部分堤防的设计水位需要根据防洪标

准，结合蓄滞洪运用的情况具体分析，按设计蓄滞洪水位确定。设

计蓄滞洪水位一般在防洪规划中已经确定，在设计阶段，为比较准

确地确定各建筑物的设计水位，需要根据防洪规划确定的总分洪

量、蓄滞洪区的高程一容积曲线等资料进行复核。

3.2.5 在堤防工程设计中，由于水文观测资料的局限性、河流冲

淤变化、主流位置改变、堤顶磨损和风雨侵蚀等影响，需要有一定

的安全加高。安全加高不包括施工预留的沉降加高、波浪爬高以

及奎水高。本规范中，堤防工程的安全加高值参照现行国家标准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的有关规定确定;考虑到安全区的

特殊地位和其重要性，安全区围堤工程安全加高不宜低于相应蓄

滞洪区围堤的安全加高。

    有时在流域规划或主管部门批复意见中直接规定了设计堤顶

的超高值，如水利部在对洞庭湖二期治理批复中，确定设计水位按

1949~1991年当地实测最高水位作为设计水位，堤顶超高湖堤为

1.sm，河堤为1.Om，此时应按照规划审批意见设计。

3.26 布置在蓄滞洪区内的安全台台顶高程受区内蓄滞洪水位

控制，其设计水位应根据该蓄滞洪区内的设计蓄滞洪水位分析计

算确定。有些流域安全台根据地形条件结合蓄滞洪区围堤布置在

堤防外侧，此类安全台台顶高程的确定受外河洪水位控制，其设计

水位应根据外河水位分析确定，一般取安全台所在堤段堤防设计

洪水位作为安全台设计水位。

3.2.7 安全楼设计水位是确定安全楼安全层底面设计高程的基

本依据。设计水位应根据所在蓄滞洪区的设计蓄洪水位确定。若

蓄滞洪区具有上吞下吐任务，应按水面比降进行内插计算求得设

计水位。

3.2.8 在安全台工程设计中，由于水文资料的局限性，河湖冲淤
      40



变化，加上台顶磨损和风雨侵蚀，在设计台顶高程时需要有一定的

安全加高值。安全加高值不包括施工预留沉降值和波浪爬高及奎

水高度。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防洪标准》GB 50201以及安全台可能安

置的人口规模，安全台工程等级一般在W等以下，参照国家现行标

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右和《土石坝设计规范》SL 274，在

W等以下的土堤、土坝安全加高一般取0.sm一0.6m即可，考虑

到有些安全台与堤防工程结合在一起建设，为方便工程的建设和

运用，本条台顶安全加高取值给出。.sm~1.Om的规范，设计中

可根据实际情况取值。

3.2.， 蓄滞洪区土堤的稳定安全系数与一般堤防相比没有特殊

的要求，采用现行国家标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的推

荐值。

3.2.10 安全台边坡抗滑稳定的原理与堤防类似，根据调研的

情况，以往已建的安全台一般参考堤防抗滑稳定安全系数确定

台坡，实际运行能够满足稳定、安全的要求。本规范中安全台

台坡抗滑稳定安全系数参照不小于IV级堤防工程抗滑稳定安

全系数取值。本条表3.2.IQ 中提出的安全系数适用于瑞典

圆弧法。

    安全台正常运用条件即为设计条件，非常运用条件是指地震、

施工期运用。

    本条是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3.2。11 有些蓄滞洪区范围大，在非蓄滞洪运用期间内部水系可

能发生洪水，对蓄滞洪区内的一些防洪保护对象，如厂矿、集镇、建

筑物等造成洪灾损失，此时应根据这些防护对象的重要性，结合现

行国家标准《防洪标准》GB 50201的有关规定分析选定这些防护

对象的防洪标准，并应根据内部水系的有关资料，分析计算相应的

设计洪水。

3.2.12 目前，我国很多蓄滞洪区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为保证蓄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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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区正常的农业生产，需保证蓄滞洪区具有一定的治涝标准。

    现行国家标准《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8中，对一
般排水区排涝标准作了规定，蓄滞洪区的排涝标准可以参照执行。

根据调查，与当地现行的农田排涝有关设计资料比较，长江、黄河、

海河、淮河等流域的蓄滞洪区，农田排涝旱作物区执行3a一10a一

遇ld一3d暴雨从作物受淹起ld一3d排至田面无水，水稻区执行3a一

10a一遇3d暴雨从作物受淹起3d排至作物耐淹水深的标准基本

适宜。由于各地区现有排水工程基础条件不同，雨情、水情和灾情

不同，而且各地农业发展水平以及对排涝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因

此，各地在确定排涝标准和排除时间时应因地制宜，经综合分析比

较后确定。

    一般来讲，安全区将规划发展为城镇或集镇，而目前关于城镇

的排涝标准在水利行业没有统一的规定，各地采用的标准也难以

统一，可结合当地的汇流情况和暴雨特性分析。据调查了解，湖

南、广东等省部分中小城镇城市防洪治涝设计中一般采用10a一

遇24h暴雨24h排干的标准。

3.3 蓄滞洪区安全建设标准

3.3.1 安全区是蓄滞洪区安全建设的主要措施之一，安全区一般

选择位于蓄滞洪区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集中、地势较高、对外

交通方便的村镇;根据调查分析，目前已经建设成功或规划建设的

安全区，大部分本身就是依托村镇、小城镇修建或即将发展为小城

镇。如海河流域白洋淀的安新县安全区，本身就是依托现有4kmZ

县城利用围堤围成20km，的安全区;长江流域围堤湖蓄洪区的北

拐安全区建成后即将发展为集镇。考虑安全区将来村镇发展的需

要，其长远发展所需的建设用地包括居住建筑用地、公共建筑用

地、生产建筑用地、仓储用地、对外交通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公用

工程设施用地和绿化用地8大类。因此，本规范在确定安全区建

设标准时，结合安全区建设的实际需要，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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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标准》GB 50188，提出了安全区人均占地标准按 100m“/人一

巧OmZ/人控制。《村镇规划标准》GB 50188规定村镇规划用地标

准为5omZ/人一15om，/人，考虑到与一般地区相比，蓄滞洪区土

地相对宽松，所以本规范取该标准中比较高的标准作为规定范围。

建设用地偏紧、对分蓄洪容积影响大的地区取小值，反之可取大

值。在安全区建设方案的拟订过程中，应结合地形条件、投资等因

素，进行综合比较，合理确定。

    少数蓄滞洪区如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用地要求，或考虑安全

区堤防合理利用现状有利地形条件，适当增加挽围面积投资可能

更节省，工程更加经济合理，挽围面积需要突破这个指标的，应经

过充分论证后确定。安全区挽围面积过大，将对蓄滞洪区分蓄洪

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流域防洪规划的标准。通常安全区挽围

面积以不超过蓄滞洪区蓄洪容积的5%为宜。

3.3.2 安全台需要通过抬填地面高程使其高出蓄滞洪水位，用于

村民建房永久安置或蓄滞洪时临时居住安置。由于建设安全台所

需土料较多，投资大，安全台台顶面积一般受到限制。通过对已经

建设的安全台进行调查，过去部分已建的安全台按照30m“/人的

标准建设，有的甚至更低;结果导致定居在安全台上的居民生活环

境十分拥挤，人畜混居，条件十分恶劣，没有发展和建设的余地。

通过对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的调查，普遍反映安全台台顶面积

按照30m2/人的标准太低;本规范结合考虑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参

考现行国家标准《村镇规划标准》GB 50188规定的用地标准，提出

安全台建设按50耐/人~100m“/人控制，保证安全台有一定公共

建筑用地的面积和必要的发展空间。

    用于临时避洪的安全台，不需考虑居民住房建筑用地和公共

建筑用地等面积，因此台顶面积标准比永久安置人员的安全台可

大大减小，参照部分地区经验，采取5m2/人一10m，/人控制即可。

3.3.3 安全楼的安全层面积大小主要考虑存放村民的粮食、衣被

等主要财产和蓄滞洪水时村民暂时避洪之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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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楼安全层面积可按5m2/人一10m“/人的标准进行控制;经济

条件允许的地方，可结合考虑当地财力和居民自身投资建房的意

愿，适当扩大安全楼的面积。

    安全楼的建设应尽可能平汛结合。可以根据各地实际需要和

安置人口数量，将安全楼建设成可以兼作学校、礼堂、俱乐部等公

共场所的建筑，平时发挥相应的功能，蓄滞洪运用时根据蓄滞洪预

案安置区内居民;也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和措施，如国家按本规范

确定的标准补助，居民自筹部分资金将安全楼建设成为适合居民

日常生活的住宅型式，平常可供居民居住，蓄滞洪水期间安排居民

临时避洪，但此时应当保留有必须的避洪空间.并承诺蓄滞洪时服

从统一安排。

3.3.4 撤离强度指某路段单位时间内撤离转移的人数。公路工

程设计中，一般采用预测年第30位小时交通量作为公路设计小时

交通量，据此确定公路等级;同时，畜力车、人力车、自行车等非机

动车辆在设计交通量换算中按路侧干扰因素计，三、四级公路上行

使的拖拉机每辆折算为4辆小客车;在转移道路的设计中，应根据

规划转移的人数和当地可能的交通条件，验算规划用以撤离转移

的公路是否满足在蓄滞洪水前人员和财产有序撤离的要求。为保

证蓄滞洪区内居民在分蓄洪水命令下达后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

必须保证有足够的路网密度;同时，蓄滞洪区撤离转移道路应合理

布局，充分利用，避免重复建设。目前蓄滞洪区路网建设密度的标

准没有丫个可以参考的依据，各主要流域都修建了一定数量的撤

离转移道路，但主要是作为应急工程所建，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转

移路网体系。蓄滞洪区的路网密度与需要转移的人口、蓄滞洪区

的面积大小等主要因素有关;根据对海河、淮河、长江等流域10多

个具有代表性的蓄滞洪区的安全建设规划中规划转移道路的统计

分析，得到蓄滞洪区转移路网密度与蓄滞洪区面积、人口的关系

〔参见表2)，供设计参考。各地可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在分析转

移撤离强度的基础上具体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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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蓄滞洪区转移道路密度

蓄滞洪区土地面积

      (k讯兮)

蓄滞洪区人口密度

    (人/kmZ)

路网密度

(km/k川2)

(300

> 500 0 5~ 0 7

(500 0.4~ 0 6

> 300

> 500 0。3~ 0.5

(500 0.2~0，4

4



4 基 本 资 料

4.2 气 象 水 文

4.2.1 蓄滞洪区防洪安全建设是一项综合措施，蓄滞洪区设计涉

及的工程内容较多，包括堤防、安全台、安全楼、分退洪闸口、撤离

转移道路、排涝泵站等。本条所列资料应根据蓄滞洪区工程项目

设计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收集。比如，对堤防工程，风向、

风速等资料要满足风浪爬高和护坡计算的要求;多雨地区需要提

供施工期降雨天数及降雨强度资料;北方严寒地区，需要提供冰情

及施工期气温资料。

4.2.2、4. 2.3 蓄滞洪区以及与之相关的周边地区的流域水系情

况、江湖关系、河湖演变趋势、河势或湖泊的冲淤变化情况等资料

是蓄滞洪区工程包括蓄滞洪区堤防、进退洪口门以及蓄滞洪区各

类安全建设内容如安全区、安全台、安全楼等工程总体布局的重

要依据;在这些建筑物的总体布置和设计方案分析比较中，要收

集足够和可靠的资料，才能保证工程方案的可靠性和合理性、经

济性。

    确定蓄滞洪区各类建筑物的设计参数，如蓄滞洪区堤防工程

沿程设计水面线，分洪口、退洪口等建筑物设计水位、主要尺寸等

重要参数，需要收集蓄滞洪区所在河段和控制站洪水流量和洪量、

水位一流量关系以及流速、泥沙等水文资料。

4.3 地 形 地 质

4.3.1 本条是参照国家现行标准《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

SL 197的规定，结合蓄滞洪区工程设计的有关需要所作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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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蓄滞洪区涉及范围一般较大。与其他类型的水利建设项目不

同，蓄滞洪区相关的工程建设内容很多，而且比较分散，所以工程

总体布置的地形图要求的比例可采用1:1。。。。一1:50000的小
比例尺;对蓄滞洪区内的单一工程，结合工程设计的阶段要求和工

程布置的特点分别给出了要求。堤防工程各设计阶段的测量资料

的要求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的规

定进行测量工作。分洪口、退洪口等控制工程在可研阶段主要为

选址、方案比较、测算工程量等提供依据，地形图比例尺要求施测

1，1000一1，200。;初步设计阶段为满足工程详细布置和工程量

计算，要求采用1，200一1，500的比例尺。安全台工程涉及范围

比较大，工程设计内容相对简单，测量主要是为测算工程量、统

计挖压占地、拆迁以及施工场地布置提供根据。根据工程实施

经验，初步设计阶段采用1，1。。。一1，2000能够满足控制精

度要求。转移撤离道路呈线状分布，可行性研究选线阶段主要

以断面测量为主，横断面的布置为满足测算工程量的需要，断

面间距应根据地形变化进行控制，使所布置的断面具有代表

性;初步设计阶段为满足线路布置要求，宜根据实际情况采用

相关比例尺的地形图，为提高工程量计算的精度，横断面要求

进一步加密。

4.3.2 蓄滞洪区各类工程包括堤防、分洪闸、退洪闸、泵站、道

路、桥梁等，这些建筑物设计所需的地质勘察资料的有关规定

在相关的规范中都有明确要求。蓄滞洪区工程设计中，应根据

工程建设任务和建设内容，结合有关的规范进行地质勘察工

作，并达到相应的工作深度。安全台设计有关内容和要求的地

质资料与堤防工程类似，包括各阶段对安全台的台基地质情

况、安全台填土的力学指标、台身设计的有关地质参数等要

求，都可以参照国家现行标准《堤防工程地质勘察规程》sL188
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的地质工作，提出安全台设计所需的地质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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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本条是针对有些地区利用部分现有蓄滞洪区的围堤建设

安全区或结合现有蓄滞洪区围堤建设安全台所作的规定，此时为

确保安全区堤防或安全台本身的安全，应对现有堤防工程的险工

险情堤段以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险情进行调查，包括堤身的抗

滑稳定、迎流当冲情况、堤身堤基的渗流稳定问题、堤基的沉陷问

题等。

4.4 蓄滞洪区基本情况

4.4.1 蓄滞洪区社会经济基本资料以及蓄滞洪区内基础设施的

现状情况，是确定蓄滞洪区工程总体布局以及蓄滞洪区安全建设

模式和人口安置总体方案的重要依据，也是确定蓄滞洪区堤防工

程级别的有关依据。在资料收集过程中，不但要整理蓄滞洪区有

关社会经济资料，还要分析人口、财产、重要设施等要素的分布情

况，供设计参考。

    现有防洪工程和安全设施包括:堤防布置以及分洪口、退洪口

位置，结构型式，堤顶高度、宽度、边坡、总堤长，堤防与周边防洪工

程的联系;现有的安全区、安全台的面积，安置人口数量，存在问题

等;工程管理方面的资料包括蓄滞洪区目前的管理机构、管理设

施、存在的问题等。

4.4.2 蓄滞洪区建设，一方面要满足防洪安全方面的要求，另一

方面要考虑蓄滞洪区平常为居民从事生产、生活活动的场所。了

解蓄滞洪区的生态环境状况，便于在蓄滞洪区工程建设过程中，尽

量减少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并使得蓄滞洪区工程能够与周边

的生态环境状况协调，保证蓄滞洪区居民有一个安全、和谐、生态

良好的场所。

4.4.3 蓄滞洪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村镇建设规

划、交通发展规划等基础规划是蓄滞洪区安全建设和合理安排人

员避洪的重要依据;蓄滞洪区所在流域防洪治涝规划是确定蓄滞

洪区建设任务的重要基础，应根据防洪规划的有关要求，分析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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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滞洪区防洪工程和安全建设工程总体布局。这些规划资料对确

定蓄滞洪区的分退洪口门、安全区、安全台、撤离转移设施布局以

及蓄滞洪区人员避洪安置措施，蓄滞洪区内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

划划等十分重要��



5 蓄滞洪区工程布局

5.1 一 般 规 定

5.1.1 流域蓄滞洪区是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蓄滞

洪区防洪工程和安全设施应满足所在流域防洪总体规划和蓄滞洪

安全的要求。一方面要使蓄滞洪区能够按调度命令适时启用，调

度灵活，按量蓄滞洪水;另一方面要确保区内居民生命安全，使财

产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流域防洪规划中，一般对蓄滞洪区蓄滞洪量、蓄滞洪时机、

进洪流量等主要特征指标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进行蓄滞洪

区设计时，为了达到流域防洪规划所确定的防洪标准和目标，要

求蓄滞洪区的分、退洪口门的规模和位置选择、蓄滞洪区安全设

施(包括安全区、安全台的面积和位置)等总体布局，必须满足流

域防洪总体布局的要求，否则将影响整个流域防洪规划实施的

效果。

    蓄滞洪区是为确保江河防洪标准内主要防护对象的安全而设

置的，有的在特大洪水下才启用，运用概率很小，有的运用概率很

大;各个蓄滞洪区在防洪体系中的地位、防洪作用和调度运用等情

况也差别很大，在建设模式上也应有所区别。应根据蓄滞洪区的

类别、运用概率和蓄滞洪区洪水蓄泄的要求合理设置分洪、退洪控

制工程;根据蓄滞洪区风险分布情况，分别采取人口外迁、区内调

整迁人安全区域以及其他各类安全避洪设施，减少与规避洪水风

险。对不同运用标准的蓄滞洪区采用不同的安全建设模式，既能

够减轻蓄滞洪区建设的难度，使工程项目尽快得到实施，使蓄滞洪

区能够按流域规划的要求蓄滞洪水，达到流域规划确定的防洪标

准，又可以尽量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以最小的投人取得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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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5.1.3 蓄滞洪区一般处于各流域中下游平原地区，有些蓄滞洪区

内已经建有交通干线、重要企业、厂矿、水利等重要基础设施，这些

设施所属部门应采取相应措施对其予以保护，保证蓄滞洪水时不

对关系国计民生的设施产生影响。

5.2 防 洪 工 程

5.2.1 蓄滞洪区堤防、分区隔堤、分洪控制工程、退洪控制工程等

防洪工程在满足防洪安全和蓄滞洪任务的前提下，有多种可能的

布置方案。应根据地形、地质条件和建设目标，拟定多个方案，从

工程投资、防洪安全和蓄滞洪效果、退洪时间、施工条件、对蓄滞洪

区的影响等各个方面进行比较，同时，还应兼顾各建筑物彼此之间

的相互关系，比如分洪口与退洪口以及河势之间的关系，分洪口与

安全设施之间的关系，通过综合分析，合理确定工程布置方案。

5.2.2 我国绝大部分蓄滞洪区堤防现状格局通常是在多年河湖

演变和人类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进行蓄滞洪区的设计时，一

般不宜对现有堤线进行调整。但有些地方由于要满足河湖整治或

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需要对已建的蓄滞洪区围堤进行调整。这

种情况下，必须通过充分的论证，确定新的围堤堤线，新的堤线应

保证河道的行洪要求。

5.2.3 有些蓄滞洪区面积较大，为针对不同量级的洪水灵活调

度，可结合行政区划考虑兴建分区隔堤，以利于蓄滞洪区的分区运

用。隔堤的建设标准，应根据蓄滞洪分区运用的条件以及分区的

经济社会基本情况等因素分析论证确定，但级别宜不高于所在蓄

滞洪区围堤。

5.2.4 分洪口应布置在利于进洪的位置，并需综合考虑工程区的

地形、地质和水流条件等因素。利用有利的地形，比如娅口或选择

地势低洼处布置，有利于减少工程开挖量。地质条件对于口门选

择非常重要，分洪口选址应优先考虑在具有良好的天然地基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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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最好是选择完好的岩石地基。但分洪建筑物往往建于湖区、平

原区，地质条件多数为淤泥质猫土、粉砂土，承载力、抗剪强度较

低，抗冲刷能力较差，砂性地基透水性较大。对这类不良地基，需

采取工程措施进行处理。退洪口门的位置同样需要综合考虑工程

区的地形、地质和水流等条件。退洪口应布置于地势低洼处，相对

于分洪口有一定的水面比降，以利洪水较快顺畅地排出，尽量减少

滞留于分洪区无法自流排出的水量。另外，还需考虑退洪时尽量

减小水流对周围地形的冲刷和淤积，有利于退洪后场地的恢复。

    为满足分洪口分洪流量要求，改善进口水流条件，其轴线与河

道洪水主流方向交角不宜超过300。分洪口进口处水流状况与引

水角有关，角度较大时，容易造成进口水流流速不均匀，形成水位

横向比降和横向环流，造成口门附近的局部淤积，并且使一侧边孔

过流量减少较多。对退洪口，也需要控制口门轴线与河道洪水主

流方向夹角，根据经验，夹角不宜超过3。“，否则不利于洪水顺畅

排出，大大影响退洪流量。

5.2.5 在设置分洪口与退洪口时，为节约工程投资，可考虑二者

结合布置，但是由于受地形条件和运行要求等因素的影响，往往难

以兼顾。当口门为自由退洪时，可考虑分洪口与退洪口结合布置，

分洪时以闸门控制，退洪时水位随外河水位降落而自由消落。此

时，口门的结构与分洪口门基本一样，但外侧引水渠底需进行护砌

保护，或将护坦底板下游齿槽做加深处理。二者结合时，由于底板

高程相对较高，往往退洪效果不佳，不能将分洪区内滞蓄水量全部

排出，这样需通过另外的自流排水方式或采用排涝泵站抽排滞水。

5.2.6 重要的蓄滞洪区和分洪运用标准低的蓄滞洪区，分洪口建

闸控制，分洪可靠性高，而且可以避免经常扒口及汛后堵口复堤的

工作。如淮河流域的老王坡、老汪湖等，分洪运用概率为3a一sa

一遇，都是采用建闸分洪的方式，实践证明具有调度运用灵活的

优点。

    对于蓄滞洪量和分洪流量比较小的分蓄洪区，可以采用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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堰的口门形式，当河道洪水位达到分洪水位时，自然漫溢。如海河

流域的永定河泛洪区，主槽两侧分别布置多个以小捻分割的分洪

区，各小区的面积都较小，采用溢流堰的形式，洪水位达到分洪水

位自行漫溢，可保证分洪目标的实现。

    对分洪运用标准较高、蓄滞洪概率不很高、地位不十分重要的

蓄滞洪区，可采用临时预留分洪口门位置、需要启用时爆破并对分

洪口门采取裹头保护的形式。分洪流量较大时可采用多个分洪口

门，以适应不同量级洪水的分洪要求。对分洪口采取裹头措施，对

分洪口门两端的堤防受分洪时高速水流冲刷引起的破坏起到保护

作用，造成的危害相对较小，分洪后堵口复堤的工程相对较小。

53 排 涝 工 程

5.3.1 我国现有的蓄滞洪区绝大部分属于农业生产场所，有些还

是国家重要的粮、棉、油产区，所以蓄滞洪区的排涝工程建设应与

一般耕地排涝工程的建设同等对待，按照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

规划设计。同时，蓄滞洪区的排涝工程，考虑到蓄滞洪和退洪时的

有关要求，在布置上可根据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与分洪口

相连接的排水沟渠应考虑分洪时水流的畅通，并需对分洪时可能

造成的冲刷影响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与退洪口相连接的排水沟

渠应着重考虑退洪时烷内积水的顺利排出。

5.3.2 安全区治涝标准相对较高，在蓄滞洪运用时，安全区相对

于蓄滞洪区来讲是一个独立的区域，其治涝工程首先应满足安全

区较高治涝标准的需要。但在平时，安全区又是蓄滞洪区的一部

分，其治涝规划应纳人蓄滞洪区治涝统一规划，方能达到科学性、

经济性和合理性的要求。

5.3.3 蓄滞洪区蓄滞洪运用期间，安全区外将被洪水淹没，此时

安全区的排水系统与蓄滞洪区排水系统相对独立，应采取有效措

施防止外水倒灌。蓄滞洪运用期间应有一定的抽排能力，应对此

时可能遭遇的内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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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安全区的排涝工程结合安全区的地形地貌以及安全区城

镇(或村镇)发展规划合理布局，一方面是指尽可能利用有利地形

自排，另一方面是指当安全区作为城镇(或村镇)建设时，可结合区

内道路布置必要的排水沟、管道，有条件时做到雨污分流，使涝水

汇集到低洼处集中排出，并尽可能利用现有排水体系。

5.4 安 全 建 设

5.4.1 我国幅员辽阔，各流域洪水特性、地形条件迥然不同，各地

的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差很大;蓄滞洪运用时各蓄滞洪区的洪水淹

没特性、风险程度相差很大;蓄滞洪区安全建设要根据规划水平年

预测的人口总数统筹考虑，总体安排，落实蓄滞洪区内蓄滞洪运用

时所有受淹人口的具体安置措施，保障蓄滞洪区正常启用。

5.4.2 对于重度风险区，运用标准一般较低，蓄滞洪运用的机会

较多，人口宜集中永久安置在安全区、安全台(庄台)或永久迁至非

淹没地带，有利于保证蓄滞洪区内居民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保障

社会稳定和蓄滞洪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同时减小分洪难度，保

证蓄滞洪区正常调度运用。具体采用就地新建安全区、安全台等

设施还是永久外迁的安置方式，视当地的具体地形、地质条件和淹

没水深、淹没历时等因素，综合分析比较确定。一般来讲，蓄滞洪

水深较小，不影响行洪的区域，宜就地新建安全区、安全台等设施

永久安置;蓄滞洪水深较大时，居民宜外迁，有条件时推行移民建

镇〔村)，退田还湖。

    对蓄滞洪运用标准高、淹没水深小的轻度风险区，蓄滞洪运用

的机会很小，区内居民受到淹没损失相对也小，采用以临时撤离转

移为主的措施能够保证居民的生命财产不受到损失，同时大大减

少建设资金，方便蓄滞洪区内居民的生产生活。

    至于具体安置措施，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确定

方案。

5.4.3 安全区一般将逐步成为蓄滞洪区范围内经济、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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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区布置在蓄滞洪区现有人口、财产相对集中，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相对较高的区域(城镇、乡政府所在地、物资集制交易场所等)，

有利于维持和促进蓄滞洪区内现有的社会经济发展，充分利用中

心区域的区位优势和已经建成的基础设施资源。安全区作为蓄滞

洪区居民安居乐业的永久安置场所，应具备基本的基础设施;安全

区布置要为区内与外界联系的交通、通信以及供电、供水等基础设

施建设创造条件。

    根据调查，居民定居点距离日常生产场所的距离超过skm

时，将给日常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居民一般不乐于接受，甚

至有些已经安置的居民为图方便，又有返迁到原来生活地点的倾

向，所以本规范规定在人口安置规划中，居民定居点距离日常生产

场所的距离不宜超过skm。

    分洪口附近区域在分洪运用过程中，洪水流速很大，对周边建

筑物以及地基冲刷十分严重，安全区布置在分洪口附近必然受到

很大影响。所以，一般安全区应选择在远离分洪口和洪水行进的

主流区。

5.4.4 安全台填筑所需的土料较多，如果没有丰富的土源，筑台

难度和投资很大，难以实施;安全台结合现有围堤或隔堤布置，可

以减少部分工程量并可加固现有堤防。安全台宜避开不良地质基

础，特别是撇泥质软基地段，减少地基处理难度。有些地方将安全

台结合蓄滞洪区围堤布置在围堤外侧。为确保安全，要求布置在

围堤外侧的安全台应避开急流、崩岸和深水区，防止遭水流淘刷崩

塌。安全台应距分洪口一定距离，并避开流速大的区域，避免蓄滞

洪水时高速水流冲刷。

    同安全区一样，永久安置居民的安全台应有供水、供电、通信、

交通等基础设施，便于安全台上居民的生产生活。

    安全台上安置的居民距离日常生产耕作场所超过skm，不利

于居民往返生产，居民难以接受，不利于台上居民的安居乐业。

5.4.5 蓄滞洪区蓄滞洪运用时，安全楼上的居民生活极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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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定隐患。一般来讲，安全楼上避洪的居民均存在二次转移

的问题。长江、淮河等蓄滞洪淹没历时相对较长的流域一般不主

张采用安全楼的措施安置。安全楼主要是考虑蓄滞洪淹没历时较

短、远离防洪安全区域、居民不能及时撤离转移的地区，当启用蓄

滞洪区分蓄洪水时，依靠安全楼临时避洪。

5.4.6 进洪口或退洪口以及洪水行进的主流区流速一般比较大，

房屋遭受水流冲击的威胁，这些区域不适合修建安全楼。

5.4.7 采取临时转移安置方式时，应根据分洪控制断面到居民区

的洪水传播时间以及分洪控制断面的洪水预报时间，扣除撤离转

移和组织的时间，分析群众用于撤离的有效时间。在分析洪水传

播时间、转移运输条件、转移里程的基础上，分析撤离转移时间能

否满足区内居民安全撤离转移的要求。在此前提下，确定转移路

网和设施的总体布局，确保蓄滞洪时居民和财产能及时有序地根

据规划的撤离方向转移到指定的安置点。

    撤离转移道路的路线、长度应根据规划撤离转移的居民的分

布情况和自然高地、安全区、安全台和安全楼等规划安置点的布局

确定。蓄滞洪区撤离转移道路保持与区内的安全地带以及与外界

交通干道连通，既保证分蓄洪水时区内居民撤离转移的需要，同时

可保证区内各居民定居点之间以及区内与外界日常交通运输的需

要。在规划设计中，可结合区内现有的交通格局进行改造或续建

加固，使区内路网不但能够满足日常交通要求，还要达到撤离转移

道路的要求��



6 蓄滞洪区防洪工程设计

6.1 蓄滞洪区围堤和穿堤建筑物设计

6 1.1 堤防作为在我国广泛存在的一项工程，在设计、施工方面

部有比较成熟的经验。现行国家标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86对堤防工程设计涉及的堤线布置、堤距确定、各类堤基

处理措施、堤身设计、堤防的稳定计算、堤防与各类建筑物交叉处

理等方面都提出了成熟的技术要求和技术方法。蓄滞洪区的各

类堤防本身就属于堤防工程一类、在进行蓄滞洪区各类堤防工

程设计时，完全可以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86进行。本规范仅仅考虑到蓄滞洪区堤防的运用特点，

对不同于一般堤防的特殊运行条件和要求，提出相关的技术规

定。

    1 有些蓄滞洪区在蓄滞洪运用时，区内蓄滞洪设计水位比

外河设计水位高，如洞庭湖水系的西官坑，围堤设计控制断面外

河设计水位38.sm，设计蓄滞洪水位39 lm;大通湖东蓄滞洪区

围堤控制站设计水位33.47m，而蓄滞洪设计水位为33.68m;淮

河流域的部分蓄滞洪区等也有类似情况;此时，设计堤顶高程要

根据区内的水位加安全超高分析计算确定，才能满足安全运用

的要求。

    2 当蓄滞洪区蓄滞洪区运用后，将发生双向挡水的工况;有

些蓄滞洪区外河设计水位低于区内蓄滞洪设计水位，或者外河水

位比区内水位降落快，使区内水位高于外河水位，出现与非蓄滞洪

运用期间相反的工况，此时应根据蓄滞洪区的具体水情，分析区内

水位高于外河(湖)水位时，可能出现的最不利情况对外坡以及堤

基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在设计中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堤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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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6.1.2 蓄滞洪区内坡一般采用草皮护坡而很少采用浆砌石或混

凝土之类的硬护坡，蓄滞洪区蓄滞洪运用时，区内流速较大或风

浪较大时，将对围堤内坡造成一定的冲刷破坏，运用概率高的蓄

滞洪区，如果不对内坡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长期运行将对堤防

造成一定的破坏，长此以往必将形成安全隐患。所以，本规范规

定根据各蓄滞洪区蓄滞洪运用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护坡

措施。

6.1.3 在非蓄滞洪期间，蓄滞洪区涵闸的运用工况与其他堤防上

的涵闸没区别，设计要求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86的有关规定执行;蓄滞洪区的涵闸与其他涵闸的差别在

于当蓄滞洪区分蓄洪运用时，蓄滞洪区范围处于一定的淹没水深，

有可能出现区内水位高于外河水位的情况，而且区内水位的降落

速度有可能比外河水位降落速度慢，此时当涵闸没有开启时，涵闸

的挡水工况与一般涵闸正常挡水工况将不一致，闸内水位高于外

水位。在蓄滞洪区涵闸的设计中，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如果有可能出现这种工况，则应在闸身、闸基的稳定以及闸门本身

的结构要求方面予以考虑。

6.2 分洪控制工程设计

6.2.1 设计最大分洪流量是确定分洪闸(分洪口门)规模的重要

依据。计算时应按照流域防洪总体规划确定的防洪标准、分洪口

下游河段的控制安全泄量，选择符合防洪标准的典型年洪水过程

进行洪水演算至分洪口控制断面，再以河段控制安全泄量切平头

的方法求得。若典型年洪水过程不符合防洪标准的要求，应根据

分蓄洪历时按照峰量控制同倍比缩放求得防洪设计洪水过程。为

安全计，在选择典型年洪水时应对几个大水年洪水进行分析比较，

以最不利的原则确定典型年洪水。洪水演算方法可参见有关水利

计算手册或专业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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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在湖泊、河网地区，设计洪水过程和安全泄量一般难以计

算确定，按本规范第6.2.1条的方法难以计算设计最大分洪流量。

考虑到湖泊、洼地相对于蓄滞洪区来说其容积要大得多，不会因一

时的分蓄洪而对其水位流量乃至湖泊水量有大的影响，因此，设计

中为简化处理，可以规划要求的该蓄滞洪区的蓄滞洪量除以蓄满

历时，得到设计最大分洪流量。

‘.2.3 可能影响分洪量的因素较多，主要包括:

    1 分洪闸上游如有分叉河道，分洪后因水位降低，分叉河道

泄量减少对分洪量的影响。

    2 分洪进人蓄滞洪区的水量，如在蓄滞洪区下游流人本河道

而引起下游河道水位抬高的影响。

    3 闸址以下河段的水位、泄量受汇人较大的河流、湖泊或潮

汐顶托的影响。

    4 近期可能实施的河道整治工程，如裁弯、疏浚等对分洪量

的影响

    5 闸上、下游泥沙冲淤对分洪量的影响。

    6 闸下水位的变动对过水能力的影响。

    7 有无引水、通航等综合利用要求。

6.2.4 闸底高程主要根据闸址处外滩高程、分洪区地形并考

虑单宽流量、闸门高度等因素选定。闸顶高程主要根据闸上游

最高洪水位加安全超高确定。闸顶高程不得低于原有堤防的

堤顶高程。另外，在确定闸顶高程时还应考虑闸所在河道的防

洪标准有可能提高或在一定的淤积水平年后洪水位抬高等不

利因素。

    在通过技术经济比较之前，闸底、闸顶高程及孔口尺寸可先采

用下列计算公式初步拟定:

    1 闸顶高程:

                              P二2+D (1)

式中:P— 闸顶高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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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Z- 闸上游最高洪水位(m);

D— 闸顶安全超高(m),

  闸底高程:

                      W=2一H0

H。一(q) 2/3M}
式中:W一 闸底高程(m);

    M 综合流量系数;

      q— 单宽流量〔(m3/s)/m].

    3 间孔赛度

(4)

式中:B- 闸孔净宽(m);

      Q— 最大分洪流量(m“/5)。

6. 2.5 分洪闸过闸流量是与蓄滞洪历时有关的一个流量过程线，

应根据闸槛型式、闸的布置以及上下游水位衔接要求、泄流状态等

因素计算确定。

    过闸水流流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泄流时自由水面不受任何

阻挡，呈堰流状态;另一种是泄流时水面受到闸门(局部开启)或胸

墙的阻挡，呈孔流状态。在水闸的整个运用过程中，这两种流态均

有可能出现，例如当闸门位于某一开度时，可能出现两种流态的互

相转换，即由堰流状态转变为孔流状态，或由孔流状态转变为堰流

状态。当过闸水流的流量不受下游水位的影响时，呈自由堰流状

态，反之，则呈淹没堰流状态。过闸流量可参照表3所列的方法

计算。

    表3中过闸流量计算公式的几个系数值说明:

    1 堰流流量系数m值。无坎高的平底顶堰，其进口局部能

量损失几乎接近于零，其堰流流量系数最大值为0. 385

    2 扼流侧的缩系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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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孔闸:

一卜。·171(卜会)涯 〔5)
多孔闸，闸墩墩头为圆弧形 :

(6)

(7)

，=剑型二些」全
一 N

￡“1一。.

￡卜一1一0.171

‘71(‘一斋)褥奢

一’一ha}窃扁公 (8)

式中:b。— 闸孔总净宽(m);
    瓦— 上游河道一半水深处的宽度(m);

    N— 闸孔数;

    ‘— 中间孔侧收缩系数，可按公式(7)计算求得或由表4

          查得，表中氏为b。十d:;

    饥— 边闸孔侧收缩系数，可按公式(8)计算求得或由表4

二 ，。 一 一 ， 、 二 d。.

宣侍，表甲久刀久十万十饥;

试— 中间墩厚度(m);

瓦— 边闸划顷水流向边选毅戈至上游河道水边线之间的距离(m)。

                  表 4 级流侧收缩票数 B佰

    由于上游翼墙和闸墩(包括边闸墩和中闸墩)对过闸水流的影

响，使闸室进出口水流发生横向收缩，增加了局部能量损失，从而

影响泄水能力，这种影响综合反映为堰流侧收缩系数值的大小。

而影响堰流侧收缩系数值的因素很多，如闸孔孔径、堰型、墩(墙)

型、堰高和作用水头等。根据有关试验研究资料，本规范采用了简

化的别列津斯基公式计算无坎高的平底闸堰流侧收缩系数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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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5)。但必须指出，该公式仅适用于一般常用的圆头型闸墩和

圆弧形翼墙情况。现将该公式表格化(见表4)，供设计查用。对

于多孔闸的堰流侧收缩系数，可取中闸孔和边闸孔侧收缩系数的

平均值，见公式〔6)一公式(8)。

    3 堰流淹没系数。值按式(9)计算，或查表5。

一2·3，瓷(‘+瓮)。‘ (9)

朋

-
87

--
99

-
别

式中:hs— 由堰顶算起的下游水深(m);

    H。— 计人行近流速水头的堰上水深(m)。

                          表5 宽顶堰口值

*/。。1(。.72}。.7。}。.78{。.8。}。.8:1。.84 1 0.8。

人:/玩 0。995 10 998

外

--
关

77 10。74 10，70 1 0 66 1 0 61 10。55 1 047 2吕 1 0.19

    堰流的淹没系数取值主要与淹没度的高低有关。本规范在给

出了计算平底闸堰流淹没系数值的经验公式，即公式(9)的同时，

还给出了淹没系数值表，该表是公式(9)的表格化(见表5)可供设

计查用。公式(9)是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最新研究成果提供的

经验公式(见毛艇熙等编著的《闸坝工程水力学与设计管理》一书，

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1995年2月第一版)的基础上，对其拟合系

数稍作修改而成的。

6.2.6 若分洪闸干流上游有分叉河道，应考虑分洪后水位降低的

影响;对于闸前有滩地，或者河流主溉不很顺直的宽阔河道，还应

考虑闸前水位并不等于大河平均水位的情况。

    当分洪闸以下河段的河口受其他河流、湖泊水位涨落影响时，

闸址附近的外江(湖)水位应按下列步骤计算确定:

    1 根据设计洪水典型年或设计洪水标准，拟定分洪时段河口

水位或水位过程线。

    2 根据分洪闸址下游河道的安全泄量和所拟定的水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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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条件，由河口向上游推算水面线，一般以闸址中点的河道水位

作为分洪闸的闸上水位。若分洪闸较长，需精确计算时，应根据流

量变化，推算分洪闸两端点的外江水位，再取平均值作为闸上水

位。如闸址至河口间还有支流汇人或分流河道，计算各河段水面

线时应考虑流量的变化。

‘.2.7 分洪闸下游一般均有尾渠(分洪道或蓄洪区)，闸下游水位

经常受尾渠及尾渠终点水位(如分洪道出口水位或蓄洪区水位等)

的控制，因此，要确定闸下水位应先确定尾渠终点(分洪道出口或

蓄洪区)水位。实际工作中应分以下几种情况分别计算。

    1 封闭的蓄滞洪区:

    1)根据分洪流量过程线及蓄滞洪区的水位一蓄量关系曲线进

行调蓄演算，求出蓄滞洪区的水位过程线。

    2)根据各时段蓄滞洪区的水位及相应的分洪流量用推水面线

的方法，推求闸下的水位过程线。

    2 分洪道:

    1)确定分洪道出口处的水位过程线。

    2)根据已确定的水位及相应的分洪流量用推水面线的方法，

推求闸下的水位过程线。

    3 边分、边蓄、边排:

    1)确定排水河道出口处的水位过程线。

    2)假定本时段的出流量Q出，用推水面线的办法倒推调蓄区

出口处的水位。

    3)计算本时段调蓄区蓄量的变化，即:

                      △V=(嗽 一Q出)△t (10)

    4)根据调蓄区的水位(中点水位或人口出口水位平均值)蓄量

关系曲线及3)中计算的蓄量，求出调蓄人口处的水位。

    5)用调蓄区的泄流能力曲线[即人口水位、出口水位与Q出的

关系曲线)，按2)、3)水位校验Q出与幻假定是否吻合。

    6)根据已校验吻合的调蓄区人口水位及该时段的分洪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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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人)，用推水面线的方法倒推闸下水位。

6.2.8 对于分洪水流流态复杂、规模较大的分洪口门(最大分洪

流量在IO00m3/s以上)，应进行水工模型试验验证。分洪时水流

流态往往较为复杂，一般在进口(特别是分洪闸边孔)出现局绕流

现象或横向水面坡降，流速分布不均匀，口门两侧的冲刷情况不一

样，甚至在口门一侧上游附近出现一定程度的淤积现象。这主要

和口门布置轴线与河床主流流向夹角的大小有关系。分洪口门设

计分洪流量往往采用宽顶堰公式求得，而实际上由于水流进口流

态的不均衡，对分洪流量会产生一定影响。水工模型试验表明，实

际分洪量往往少于设计分洪流量，当分洪口与河流流向近乎垂直

时，实际分洪流量较设计值小10写左右。消能效果的试验主要是

验证消力池的深度和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对下游区域的冲刷情况，

并且对消能工尺寸进行优化。

‘.2.， 按建筑物功能划分;分洪闸是水闸的一种形式，其设计的

一般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水闸设计规范》SL 265的有关规

定，本条着重说明作为蓄滞洪区分洪闸设计的结构特点、要求等。

本规范未涉及的有关内容可参看国家现行标准《水闸设计规范》

SL 265。分洪闸主体建筑物主要包括上游连接段(引水渠、连接挡

墙等)、闸室、下游消能工、下游连接段(引水渠、连接挡墙等)。

    1.为改善分洪闸上游进水条件，进水部分两侧挡墙或边坡宜
设置成喇叭口形，平面布置可采用圆弧+直线形式，挡墙与外河、

与闸室之间宜采用扭曲面相接。两侧挡墙顶高程应尽可能降低，

过高通常会减少闸的过流量(特别是靠近挡墙的边孔)。如果挡墙

外侧地形(如防洪堤外坡)较高时，可考虑将外侧地形局部开挖降

低至某一合适的高程，并且采用护坡形式。以护坡取代挡墙，一般

有利于增加进水过流断面，且工程投资较省。上游连接段挡墙或

护坡可采用对称布置和非对称布置，当进水与河道夹角很小或分

洪闸为临湖分洪闸，这时连会段两侧进水条件基本一致，可采用对
称布置;当进水与河道夹角较大时，连接段两侧进水条件有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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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采用非对称布置，靠上游侧挡墙或护坡扩散角宜加大。

    2 闸室结构型式有多种，通常采用开敞式和胸墙式。开敞式

闸室过水断面面积相对较大，有利于发挥分洪闸的泄流能力一般

闸底槛高程较高、挡水高度较小时采用这种形式。胸墙式闸室为

孔口出流，闸门高度相对较小，但不利于充分发挥分洪闸的泄流能

力，并且外河飘浮物也不能排人蓄洪区内，一般闸底槛高程较低、

挡水高度较大时采用这种形式。对于分洪闸而言，往往内外水位

差不大，而开闸分洪时要求在短时间内达到较大的单宽流量，所以

分洪闸闸室结构型式宜采用开敞式。

    闸室底板当地基条件较好、承载能力较大时(如岩石基础)，闸

室结构适宜在底板上沿水流方向设置沉降、伸缩缝;当地基条件较

差、承载能力较小，或容易产生不均匀沉降时(如土基)，闸室结构

适宜在闸墩中间沿水流方向设置沉降、伸缩缝。考虑基础约束和

不均匀沉降的影响，根据工程实践经验岩基上的分缝长度一般不

宜超过20m，土基上的分缝不宜超过35m。对于闸室底板由桩基

承载时，基础约束仍较大，土基上的分缝宜适当减小，一般采用两

孔一缝或三孔一缝。

    3 分洪闸闸顶安全超高参照国家现行标准《水闸设计规范》

SL 265的有关规定取值，但挡水工况时，设计分洪水位或最高挡

水位条件下安全超高取值较之该规范中相应工况(正常蓄水位、最

高挡水位)有所加大，这是考虑到分洪闸运行实际情况而进行的修

正。根据目前已经建成的分洪闸的实际调度情况，部分分洪闸在

出现设计分洪水位时，为全流域防洪总体需要，并没有立即开闸分

洪。因此，本规范中，将设计分洪水位工况时的安全超高在一般水

闸相应超高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更有利于分蓄洪决策中的风险
调度。

    4 闸门的结构型式和控制设备的选择应有利于分洪调度，并

能保证闸门分洪运用过程中各种工况情况下的自身安全、管理维

修，并且造价适宜，控制设备的选择应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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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通常有卷扬机启闭机和液压启闭机两种方式。采用液压启闭

机可节省闸墩上部排架，使闸磁上部结构变得简单，但设备管理维

修较为复杂、费用较高;而采用卷扬机启闭机，闸墩上部结构较为

复杂，管理维修相对简单，可靠性相对较好。由于分洪闸的使用频

率很低，闸门不经常启用，不利于发现液压启闭设备存在的问题，

而一旦分洪则必须确保控制设备能正常运行。根据已建分洪闸的

运行管理经验，曾出现过需要开启闸门时液压启闭设备不能马上

正常运行的情况。两者在技术上都不存在问题，但在选择启闭方

式时应充分考虑其可靠性性。

    分洪闸通常为多孔水闸，闸门调度不宜采用人工控制，而应采

用自动控制方式，以确保闸门开启严格按分洪调度方案进行。

    检修门采用平板门或叠梁式闸门。当外河(湖)水位变化较

大，且枯水位位于闸底板高程以下时，为节约投资可不设检修门，

工作闸门的检修可考虑在枯水位时进行。

    5 为满足闸顶交通要求，在闸顶一侧设公路桥，在另一侧设

人行桥。公路桥等级应与连接分洪闸的公路等级相同;人行桥仅

为检修便桥，满足闸门及启闭设备检修即可，人行桥宽度一般在

1.sm左右。

6.2.10 有些蓄滞洪区的分洪控制工程采用修建裹头临时爆破扒

口的形式，临时爆破的分洪扒口设于防洪堤的某一堤段，防洪堤一

般为土堤，其抗冲流速非常有限。口门形成时，水流流速加大，水

流对两侧堤身和底部有强烈的冲淘作用;扒口形成时，必须对两侧

及底部进行保护，否则会引起大堤两侧的不断垮塌和在底部形成

深冲坑。因此，有必要对分洪扒口采取相应的裹护措施。

    1 扒(炸)口分洪口门形状上、下游需形成扩散，上游扩散程

度与分洪水面宽度有关系。根据洞庭湖区实践经验，对于临湖或

河流水面宽度较大、流速相对较小时，进口扩散角可取70~3。。;对

于临河分洪或河道水面较窄时，为保证口门的分洪量，进口扩散角

应适当加大，可取3。。一600，下游段出口扩散角宜取水流有效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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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7。一120。

    2 为安全起见，分洪口口门两侧裹护范围应大于水流冲刷影

响的范围。

    3 根据类似的工程经验，分洪口流速小于4m/5时，可采用

抛石对口门两侧进行保护;口门流速大于4m/5时，抛石一般难以

满足口门的抗冲稳定，宜采用浆砌石或高喷灌浆裹护。

    4 抛石粒径、单块抛石重量应经过计算分析确定，一般单块

粒径不小于300mm，单块重量不小于3Okg。

    6 采用高喷灌浆裹护结构形式，对水流的防冲淘效果较好。

高喷灌浆在大堤两侧形成连续墙体，对大堤两侧边坡进行封闭，平

面上高喷墙体成喇叭口形。高喷墙体应贯穿整个大堤横断面，高

喷下部应伸人堤基以下一定深度，一般先确定口门底部的冲刷深

度，高喷体则应伸人底部冲刷线以下。

6.3 退洪控制工程设计

6.3.1 蓄滞洪区在蓄滞洪运用后，为了汛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以及满足其他综合利用的有关要求，区内洪水应适时排出。为此，

应根据已确定的设计蓄洪水位以及农业和其他综合利用对排水时

间的要求，选择符合蓄滞洪区排水设计标准的退洪口下游典型年

水位过程进行排水演算，分析确定退洪口尺寸是否满足排水时间

要求。为安全计，宜选择三个以上典型年水位过程进行分析比较，

取其中最不利的情况作为设计依据。

    退洪控制工程孔口尺寸主要根据退洪口的排水任务确定，同

时，应结合地形、地质条件和其他综合利用要求，在满足排水时间

要求的前提下，拟定几组不同的比选方案，经综合分析比较，合理

确定底坎高程和孔口宽度。

6.3.2 兼有反向进洪功能的退洪闸，根据其运用要求，进出口两

侧都具有消能防冲要求，所以进出口均应采取消能的措施。但是

在退洪过程中，往往内、外水位同步降落，这样内外水头差较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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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较小，水流对河床的冲刷作用比较轻微，对于这种情况，可在口

门外侧设置一定长度的浆砌石或混凝土护坦，即可消除水流的冲

刷作用。

‘.4 排涝泵站设计

‘.4.1 一般的排涝泵站主泵房、辅机房、变配电设施、对外交通道

路等建筑物处于堤内，受到堤防保护。蓄滞洪区的排涝泵站平时

与一般泵站类似，但在蓄滞洪运用时，遭受蓄滞洪水位淹没，建筑

物的结构安全和防洪安全都受到影响。现行国家标准《泵站设计

规范》GB 50265中对泵房设计的抗滑、抗浮稳定分析的荷载组合

已经有详细的规定，但同时说明了“必要时还应考虑其他可能的不

利组合”。当蓄滞洪区分蓄洪运用时，区内水位将可能达到设计蓄

滞洪水位，静水压力、扬压力、波浪压力等与非蓄洪运用工况都有

所不同，应根据泵站的级别分析论证相应的防洪标准，在此基础上

进行结构设计，保证蓄滞洪运用时泵房的结构稳定。主泵房电机

层、辅助设备、变配电设施、对外交通道路等建筑物也应根据相应

的防洪标准和安全超高确定相应高程，保证防洪安全。

    电机及电器设备安装层的安全超高，是指在设计或校核运用

条件下，计算波浪、奎浪顶高程以上距离泵房机电层底板之间的高

度。蓄滞洪区泵站需要考虑蓄滞洪区蓄滞洪运用时泵站的防洪安

全问题，所以设计中应考虑使泵房机电层底板高程处于蓄滞洪设

计水位一定高度以上。蓄滞洪区泵站电机层的安全超高可参照现

行国家标准《泵站设计规范》GB 50265中规定的泵房挡水部位顶

部安全超高执行。

‘.4.2 蓄滞洪区已建排涝泵站，既承担非运用期的排涝任务，也

可在分蓄洪运用后担任排除蓄滞余洪的任务。如果不加以保护，

蓄滞洪时部分设施将被淹没毁坏，不能够在蓄滞洪水后迅速投人

运用。为了减轻淹没损失，有利蓄滞洪后恢复生产，可选择保护措

施简单、工程投资省、排水作用大、淹没后可能造成严重损失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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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骨干泵站(包括进水与出水设施)予以保护。

    通过调查、收集和总结国内相关的规划设计成果和已经实施

工程的经验，比较经济可行、合理有效的方式有三种:①修建围堤

保护;②蓄滞洪运用时，在洪水到来之前临时抬升电机等非耐淹设

备;③分蓄洪运用前临时转移非耐淹电机设备。

6.4.3 对重点和一般蓄滞洪区内地势较高、地质条件较好，或可

结合利用附近的隔堤、溃堤、渠堤以及废堤的骨干排水泵站，宜采

用月围方式保护。

    1 月堤的范围，宜将排水泵站的主副厂房、检修、配电站、值

班室、变压器、进水池和进水闸挽围在内，职工生活区视情况而定。

堤线应结合地形、地质、可利用堤防、进站公路等条件，经技术经济

比较确定。

    2 月堤跨越进水渠道，宜采用穿堤涵闸，涵闸的设计流量应

与泵站的设计排水流量相应，保证平常正常排水任务;蓄滞洪运用

时涵闸关闭，保证月堤保护范围内泵站有关设施的安全。涵闸在

布置上尽可能保证水流畅通，不能影响泵站的进水条件。涵闸设

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的有关

规定。

6.4.4 对位于地势低洼、地形较复杂、地质条件差、无其他堤防可

作围堤利用、新修堤防难度大，同时附近又没有安全转移场所，或

转运道路不畅通的已建泵站，可选择抬升电机的保护方式。

    1 电机抬升保护措施是指在接到蓄滞洪运用指令信息后，临

时将电机和非耐淹的主要设备拆卸下来，并利用起吊设备将它们

提吊到设计蓄滞洪水位一定安全高度以上搁置，退洪后吊装复原。

因此，需在厂房内配备相应的起吊装置，包括电动和手动吊葫芦、

轨道、行车等。起吊设备容量必须满足起吊单台电机重量要求，厂

房也需适当加固，相关构件应满足承重要求。

    2 一般可配置专用金属支架作为电机抬升临时搁置设施。

支架顶高应高于设计蓄滞洪水位1.5m，保证电机设备在分蓄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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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处于设计蓄洪水位以上的安全高度;支架的承重荷载取为设

计抬升电机设备总重量的1. 2倍，满足必要的承重能力并留有一

定安全余度;支架顶部为平台，底部安装滚动或滑动装置，使拆卸

后的机电设备能够方便移动。

6.4.5 对单机容量较小的排水泵站(一般适应于单机容量不大于

155kW)，并具备较好的转移道路时，可考虑采取临时转移保护的

方案。采用临时转移的方式保护时应分析机电设备拆装和运输时

间能否满足要求。电机与主要电器拆装转运至安全地带的行动必

须在分蓄洪水到来之前完成;设计中应分析发布蓄洪预警预报的

时间和洪水传播时间是否大于机电设备拆装和运输到计划存放的

安全地点所需要的时间。

6.4.6 对于承蓄水流含沙量大于5kg/m'的蓄滞洪区，当一次性

蓄滞洪时间较长，不能及时排浑时，可能造成泵站进水流道及建筑

物的淤积危害，影响泵站正常运行。因此.需考虑适当的排沙、清

淤设施设备。对于多沙与少沙水源的界定，可采用科学出版社出

版的《中小型水库设计与管理中的泥沙问题》提出的“多年平均含

沙量在5kg/m'以上为多沙水源”的标准判断��



7 蓄滞洪区安全设施设计

7.1 安全区设计

7.1.2 安全区堤线设计时，应尽可能减少新修围堤，充分利用有

利地形和现有防洪堤、隔堤、内湖渍堤、排水渠堤、废堤以及交通干

道路基等，经加固、扩建与新建围堤共同形成闭合圈;利用老堤时

应消除存在的隐患，确保堤身、堤基安全。

7.1.3 现行国家标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按堤防工程

的级别规定了各等级堤防的堤顶宽度要求。安全区人口相对集

中，很多堤段堤顶具有经常性的交通要求，为方便安全区的居民生

活和防汛、管理的需要，本规范提出安全区堤防堤顶宽度宜按不小

于6m设计。

7.1.4 考虑到安全区围堤非临河(湖)堤段多数时候的运行工况

是处于非临水状态，而且是区内居民视野经常接触的场所，其护坡

既要考虑到蓄滞洪运用期间防风浪的需要，又要结合考虑大部分

时间处于非蓄洪运用时生态环境的要求，其岸坡的防护尽可能采

用既能够防浪防冲又能结合生态建设需要的新型护坡材料防护，

如目前逐步得到推广的格宾网、雷诺护垫等。

7.1.5 为方便安全区内居民的生产生活，需设置一定数量的上下

安全区堤坡的设施。参照类似工程的经验，一般每隔 500m一

100Om设置一处，一般设置在居民集中居住的地方。安全区集中

安置的居民大部分在非蓄洪期问需要进人蓄滞洪区从事生产活

动，活动半径一般为。一skm，为便于出人安全区来回车辆的交

通，宜考虑沿堤结合现有道路情况布设必要的车道。

7.1.6 有些地区，当蓄滞洪区分洪运用时，由于大面积的淹没，使

平时生活在广大蓄滞洪区内的鼠、蛇之类的动物失去栖身之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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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寻求到安全区内安身。这将危及安全区内人畜的正常生产生

活甚至生命财产安全，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安全区围堤可结合防

浪要求修建防鼠墙，一般要求不小于0.sm高，且表面光滑。

7.1.7 根据以往规划设计中遇到的实际情况，进行安全区围堤规

划时，往往将骨干排水泵站挽围在安全区内予以保护，其围堤需跨

排水干渠;有些安全区围堤还需与交通干道交叉;为保持现有灌排

渠系畅通和交通功能，可通过对原有排水渠道或交通道路进行适

当调整;如不便于调整，则应布置涵闸、坡道等不同形式的交叉建

筑物。

    当已有的排水系统难以调整改道，布置的排水涵闸应与原有

排水渠道的排水能力相适应，维持原有的排水功能，平时保持排水

畅通，蓄滞洪运用时能够及时关闭或封堵，外水不能进人安全区，

退洪后可尽快恢复原有排水功能。

7.1.8 安全区围堤与主要交通干道交叉建筑物的结构形式，应根

据堤身形式、高度和地形、地质条件，经技术经济比较后合理选定。

采用上堤坡道的形式有利于防洪安全，在蓄滞洪运用时没有后顾

之忧，但由于有比较长的上下坡道，对平常的交通状况不利;临时

堵塞交通闸口的形式便于平常交通的畅通，但蓄滞洪运用时，临时

封堵旱闸比较紧张，安全可靠性不如前者，而且存在接触渗漏的隐

患，设计中应根据具体情况认真研究。一般堤防不太高的时候，采

用上堤坡道比较有利。

7.1.， 有些安全区内规模较大，区内生产生活产生的废污水量对

安全区的排涝有一定影响言因此，在进行安全区排涝设计时，排涝

模数中不但包括排除雨水，还有必要视情况考虑生产生活污水量。

如果蓄滞洪运用期间安全区外围渗人安全区的水量较大，必要时

也需要在安全区排涝设计中予以考虑。

7.1.10 安全区一般将成其为蓄滞洪区中人口财产相对集中的城

镇或村镇，所以需要按相应标准建设区内居民生产、生活所需的交

通、供水、供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村镇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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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GB 50188进行规划设计。

    1 有些安全区的供水可能受到蓄滞洪运用的影响，蓄滞洪区

启用以后，如安全区原有供水系统受到严重影响不能正常供水的，
应有应急供水设施。安全区供水对象为村镇时，供水水质、水量均

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sL 310的有关规
定;供水对象为城镇时，应符合城镇供水有关标准中关于水质、水

量的规定;人饮困难地区应符合《农村饮用水安全卫生评价指标体

系》的有关规定。应急供水系统可考虑打深井、采用应急的水净化

处理设施等措施。

    2 由于新建安全区内人口密度大，财产集中，同时往往是蓄

滞洪运用期防洪调度和救灾的前沿指挥基地。因此，需确保在蓄

滞洪运用期间安全区的安全和对外联系，安全区内需要有交通道

路与安全区外的交通干道相连接。

    3 在安全区设计中，应结合地方供电、通信系统，提出安全区

居民供电、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求;安全区的供电和通信等设

施不但要满足平常区内居民生活生产的需要，而且要能够满足蓄

滞洪区启用后区内居民基本的用电和通信需求。安全区供电设施

建设可参照《农村电力网规划设计导则》Dl丫T5118的有关规定。

7。2 安全台设计

，.2.1 永久安置居民的安全台在设计和建设中，一方面要考虑安

全台建筑物本身的结构稳定和防洪安全，另一方面还要考虑蓄滞

洪运用期间安全台上安置的居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和非蓄滞洪运用

时日常生产生活的便利，设计中应坚持以人为本理念。

7‘2.2 我国各大江河蓄滞洪区情况各异，各地建设安全台的条

件，包括地形地质条件、筑台料源、施工方法等差异很大，安全台工

程应优先考虑就地取材，且少占耕地，尽量采用运距近的材料，以

降低工程造价。

    安全台的台面应根据台址地形地质条件，本着安全、经济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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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满足拟安置人员面积标准，结合各类设施安排的需要，合理

布局。

7.2.3 勃性土筑台设计压实度定义为:

                    Pd.=  Pd.        (11)
                                        pd"m..

式中:尸d.— 设计压实度;

    P&— 设计压实干密度(kN/m3 );

  pd..二— 标准击实试验最大干密度(kN/m') ,
    标准击实试验按现行国家标准《土工实验方法标准》GB/T

50123中规定的轻型击实试验方法进行。

    无a性土填筑设计压实相对密实度定义为:

D d二二em..一e,
em,.一 e,d,

(12)

式中:Dr-d.— 设计压实相对密度;

        ed.— 设计压实孔隙比;

  e,,,.、em;,— 试验最大、最小孔隙比。

    本规范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对

筑台土料的压实标准提出了质量要求。该规范的堤防工程压实标

准为:a性土填筑1级、2级和3级以下堤防压实度分别不应低于

0. 94 , 0. 92和。.9;无翻性土土堤填筑标准1级和高度超过6m的

2级堤防相对密度不应低于0.65;3级堤防不应低于0. 6。根据各

地建设安全台的施工条件和经验，考虑安全台运用的条件，本规范

提出安全台填筑标准参照3级堤防的标准，及a性土填筑时压实

度不应低于0. 9，无豁性土填筑时相对密度不应低于。.6.

    有河湖洲滩或河流边滩可以作为填筑土料场利用时，可从洲

滩取土;当采用挖泥船吹填方式填筑施工时，由于砂性土比戮性土

固结排水速度快，易密实，一般优先选用砂性土。

7.2. 4 根据黄河、淮河等流域安全台建设的经验，筑台土料为无

a性土时，由于雨洪冲刷，安全台台顶周边容易被侵蚀损坏。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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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洪水冲刷和防风固沙，宜采取用R性土对安全台进行盖顶、包边

措施，对安全台台顶周边进行保护。

7.2.5 安全台台顶高程根据安全台设计水位和台顶超高分析确

定。台顶超高为设计波浪爬高、设计风蜜增水高度和安全加高之

和，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中土堤堤顶

超高计算公式计算确定。安全台安全加高按本规范第3.2.8条的

规定取值。

    以上计算的超高不含台身及台基土体固结、沉降引起的台顶

达不到设计高程而应预留的超高。安全台竣工后还会发生固结、

沉降，为保持设计高程，需预留沉降超高。沉降超高包括台身沉降

和台基沉降。

    设计中应进行安全台沉降分析，估算在土体自重及其他外荷

作用下，台身和台基的最终沉降量，考虑到安全台与土堤在基础、

高度、填筑材料和施工方法等方面均相似，因此，可按现行标准《堤

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中有关土堤沉降计算的规定计算。台

顶竣工后的预留沉降超高，应根据沉降计算、施工期观测和工程类

比等综合分析确定。

7.2.6 安全台抗滑稳定计算应根据安全台的类型、级别、地形及

地质条件、台身高度和填筑材料等因素选择有代表性断面进行。

安全台边坡抗滑稳定分析计算的原理与堤防工程相似。

    与蓄滞洪区围堤结合布置的安全台抗滑稳定计算应包括以下

内容:

    1 正常情况稳定计算应包括下列内容:

    1)围堤外侧为设计洪水位，围堤内侧为设计蓄洪水位时的内

侧台坡;

    2)围堤外侧为设计洪水位，围堤内侧为低水位或无水时的内

侧台坡，

    3)围堤外侧水位a降时的外侧台坡;

    4)围堤内侧水位骤降时的内侧台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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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非常情况稳定计算应包括下列内容:

    1)施工期的内、外侧台坡;

    2)围堤外侧多年平均水位遭遇地震的内外侧台坡。

    布置在蓄滞洪区围堤内，未结合围堤布置的安全台抗滑稳定

计算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正常情况稳定计算应包括下列内容:

    1)四面为设计蓄洪水位时的台坡稳定;

    2)四面无水时的台坡稳定;

    3)水位骤降时的台坡稳定。

    2 非常情况稳定计算应包括下列内容:

    1)施工期的台坡稳定;

    2)四面无水遭遇地震时的台坡稳定。

    安全台抗滑稳定计算可采用瑞典圆弧滑动法。可按现行国家

标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中有关土堤抗滑稳定计算的

规定和计算公式计算。其抗滑稳定的安全系数不应小于本规范第

3·2.10条规定的数值。
    安全台台坡需满足施工、管理和稳定的要求。根据我国蓄滞

洪区现有安全台建设资料，台坡一般为1:25一1:3.。。

7.2.7 考虑管理和稳定的需要，台身高度较高的安全台通常在台

顶Zm~3m以下设置俄台，其宽度一般不小于Zm，便于防汛抢险

时临时交通需要，并有利于台上居民的日常生活。

7.2.8 重度风险区范围内的安全台，其分蓄洪使用概率相对较

高，风浪冲刷作用大，台坡一般采用砌石、混凝土护坡或抗冲刷能

力强的生态材料等标准较高、防风防冲能力强的硬护坡型式。对

临时避洪台和分蓄洪使用概率低的安全台，一般可采用水泥土、草

皮等造价较低的护坡型式。

    护坡范围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安全台的稳定问题。淮河流域

20世纪80年代修建庄台时，为节省投资，只考虑对庄台的迎流面

护坡，护坡范围从地面以上Zm至设计洪水位以上Osm(俗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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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带)。蓄滞洪区分蓄洪后边坡冲刷严重，部分坡脚被淘空，造成

台坡滑坡，威胁居住在台上的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安全起

见，本规范提出对安全台护坡范围由台脚护至台顶，台顶有包边的

护至与包边相接。

7.2.， 台面排水系统是为安全排泄降雨径流而设置的。因降雨

可能造成台身严重冲刷的安全台，要考虑设置台面排水设施。其

布置和尺寸应根据降雨资料和台上居民生活污水排放量分析计

算，也可按安全台管理经验确定;排水沟布置时要注意和台脚排水

系统的连接。

7.2.10 安全台台基处理包括渗透变形和软土地基两方面的问

题。当台基含有难以避开的软土层或透水层时，应进行加固处理。

浅埋薄层软土宜予以挖除;当台基软土层较厚，挖除不经济时，可

采用铺垫透水材料，如砂砾、碎石、土工织物加速排水，也可采用设

排水砂井或塑料排水带等加速固结的方法进行处理。

    土的渗透变形类型的判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水利水电工程

地质勘察规范》GB 50487的有关规定执行。

    蓄滞洪区安全台的渗流分析应根据蓄滞洪区蓄滞洪运用和非

蓄滞洪运用等工况下可能形成的渗流条件和渗流状态进行分析

计算。

    结合蓄滞洪区围堤布置的安全台，不管是布置在围堤内侧还

是外侧，在蓄洪和不蓄洪情况下，安全台沿围堤内侧或外侧均存在

水头差，台基内能形成渗流，故需进行台基渗流计算和渗透稳定分

析。而布置在蓄滞洪区围堤内，未结合围堤布置的安全台(庄台或

临时避水台)，在蓄洪情况下，因四面水位相同，无水头差，台基内

不能形成渗流，也不存在渗透稳定问题，故本规范只提出对结合蓄
滞洪区围堤布置的安全台进行渗流及渗透稳定计算，通过渗流分

析确定渗流场内的水头、压力、坡降、渗流量等水力要素，据此选择

经济合理的防渗、排水加固方案。设计中要注意将安全台和堤防

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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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台渗流计算的目的、原理与土坝以及堤防工程相类似，但

运用条件及工况不同。应根据安全台的运用条件，正确选择各种

工况下的水位组合。安全台渗流计算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计算台身浸润线及台坡出逸点的位置、出逸段与相应该侧

台基表面的出逸比降。

    2 应分别计算安全台临水侧和背水侧水位降落时，相应该侧

台身内的自由水位。

    蓄滞洪区蓄滞洪运用时，外河水位为设计洪水位、区内水位为

设计蓄洪水位的情况，以及蓄滞洪区非蓄洪情况下，外河水位为设

计水位、区内无水(或低水位)两种条件下，背水侧台坡稳定都处于

设计标准范围内的不利工况，应根据相应的水位对台坡的渗流进

行分析计算。

    水位降落情况通常是堤坝工程边坡稳定的最不利工况，在进

行安全台设计时，应根据各地的洪水特性和退水特点，合理确定水

位降落幅度，进行安全台两侧台坡渗流稳定分析。因此，安全台

渗流计算应包括以下水位组合情况:

    1 临水侧为设计洪水位，背水侧为设计蓄洪水位。

    2 临水侧为设计洪水位，背水侧为低水位或无水。

    3 洪水降落时对临水侧或背水侧台坡稳定最不利的情况。

    进行渗流计算时，对比较复杂的地基可作适当简化:

    1 对于渗透系数相差5倍以内的相邻薄土层可视为一层，采

用加权平均的渗透系数作为计算依据。

    2 双层结构地基，如下卧土层较厚，且其渗透系数小于上覆

土层渗透系数的1/100时，可将下卧土层视为相对不透水层。

    安全台渗透稳定应进行以下判断和计算:

    1 土的渗透变形类型。

台身和台基土体的渗透稳定。

渗流出逸段的渗透稳定。

  安全台台坡及台基表面出逸段的渗流比降应小于允许比降，
， 月0



当出逸比降大于允许比降时，应设置反滤层等保护措施。

7.2.n 对于必须处理的可液化土层，当挖除有困难或不经济时，

可采取人工加密的措施处理。对于浅层的可液化土层，可采用表

面振动加密等措施处理;对于深层的可液化土层，可采用振冲、强

夯、设置砂石桩加强台基排水等方法处理。通过在安全台台脚增

加反压平台的方式，也可以增强安全台在地震工况的稳定性。安

全台工程台基础一般面积范围较大，当采用人工加密的处理措施

投资过大时，应比较在周边增加反压平台增加安全台稳定性措施

的经济性和安全性，但必须根据地震工况下的有关土体的力学参

数进行稳定分析，验算台身台基的稳定安全。

7.2.12 蓄滞洪区永久安置居民的安全台，作为台上居民生产生

活的基地，在非蓄洪期间从事生产活动和对外联系，分蓄洪时还要

接纳区内临时转移安置人口，因此其建设应按新农村发展的要求，

建设满足安置人口生产生活所必需的交通、供水、排水、供电、通

信、卫生等基础设施。

7.2。13 为方便安全台上居民的生产生活，必须设置一定数量的

上下安全台台坡的设施。参照类似工程的经验，上台坡道和踏步

间隔的距离不宜太大。考虑到上台坡道作为上下安全台的交通道

路，要保证满足台上居民日常交通要求以及分蓄洪运用时区内临

时安置上台人口的交通要求，因此其位置应尽量与蓄滞洪区内现

有公路或规划道路相连接。

    上下台坡的踏步是为了满足台上居民日常生产生活上下台坡

的需要，为方便群众，一般每处间隔不宜超过500m，宽度 lm一

Zm，踏步高度宜采用16omm一180mm。

7.2.14 永久安置居民的安全台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场所，台上人

口密度大，供水水质、水量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村镇供水工程

技术规范》SL 310的有关规定;饮用水困难地区应符合水利部、卫

生部联合发布的《农村饮用水安全卫生评价指标体系》的有关规

定。安全台供电设施建设应参照国家现行标准《农村电力网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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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条例》DL/T5118的有关规定，提出相关的建设要求。

7.3 安全楼设计

7.3.2 安全楼安全层底面设计高程应根据蓄滞洪区在蓄滞洪运

用条件下的设计水位加一定的安全超高确定，确定安全超高应考

虑波峰在静水面以上的高度、风增减水高度等因素，并预留一定的

安全余度。考虑必要的安全超高是保证安全楼不受水淹和安全楼

结构不受破坏的一个重要的安全措施。目前尚无一个比较成熟的

安全楼安全层底面安全超高的取值方法。本规范参照类似工程确

定安全超高的方法，并考虑现行国家标准《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

及洪水标准》SL 252的有关要求，提出在安全楼安全层底面高程

设计中，安全超高的计算在考虑风浪要素的基础上增加。.sm的

安全余度;同时，为保证必要的安全感，参照部分地区的经验，取安

全超高值不小于1.Om。

    本条公式(7.3.2)中波浪要素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蓄滞洪区

建筑工程技术规范》GB 50181一93的有关方法进行计算。

7.3.3 安全楼荷载应考虑洪水荷载与其他荷载的最不利组合，包

括两层涵义:

    1 对实际有可能作用在安全楼上的各种荷载，应按最不利情

况的荷载组合。

    2 对安全楼不同结构构件的计算和整体计算，应按各自的最

不利荷载情况分别进行组合。

    与位于非蓄滞洪区的建筑物相比，位于蓄滞洪区的安全楼所

承受的荷载还应包括蓄滞洪过程中洪水进人、停留和退出三个阶

段可能产生的波浪力、风压力、静水压力、浮托力及救生船只等产

生的挤靠力、撞击力等荷载。安全楼作为蓄滞洪区的保命工程，为

确保其安全，应考虑洪水荷载和其他可能产生的各种荷载的组合，

并按最不利情况的荷载组合进行结构设计计算。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S。。。9对建筑结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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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荷载组合有明确规定，现行国家标准《蓄滞洪区建筑工程技术

规范》GB 50181一93也提出了蓄滞洪区的建筑结构荷载组合的原

则。安全楼荷载组合应符合上述规范的有关规定。

7.3.4 安全楼设计水位以下的建筑层在蓄滞洪过程中，淹没在水

中的时间一般较长。一般建筑材料在水中浸泡时间过长，可能使

材料的强度等性能有所降低。采用耐水材料对结构的安全有利，

能提高结构的可靠度，确保安全楼安置人员的安全。

    设计蓄滞洪水位以下部分可以采用架空结构，或使围墙利于

拆卸或推倒，以减少蓄滞洪运用时作用在安全楼上的风浪压力和

洪水推力。

7.3.5 蓄滞洪区分蓄洪运用的淹没历时一般较长，安全楼作为蓄

滞洪临时安置人口的场所，其所安置的人口往往需要二次转移。

为方便蓄滞洪时利用船只给安全楼上安置人员输送救生物资和进

行二次转移，需要在安全楼室外门窗附近设置可供系扣船缆的栓

柱，便于船只停靠

7.3.6 为便于安全楼所安置的人口的转移，安全楼近水面安全层

应设置与外界接触的台面和通至近水面安全层的室外安全楼梯，

以便蓄洪期间人员从安全楼通过船只顺利撤离。

7.4 撤离转移设施设计

7 4.1、7.4.2撤离转移方式应根据蓄滞洪区具体情况、当地现有

交通条件分析确定，可设置撤离转移道路，也可由水上转移。撤离

转移设施包括转移道路、桥梁、渡船、码头等。

    撤离转移道路的路线和公路等级，应结合所在地区的综合运

输体系、路网规划研究确定。应根据预测的撤离转移人数和可用

的撤离时间，分析当地规划路网能否满足及时安全转移的要求，不

能满足的应在当地规划的交通路网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改、扩建。

    根据公路的功能和适用的交通量，我国现行的公路分为高速

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四级公路等五个等级。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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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道路为连通蓄滞洪区内安全地带的公路，而安全地带包括蓄

滞洪区周边的自然高地、安全区、安全台等。应根据撤离转移总体

安置方案确定的需要撤离转移的人数，分析撤离转移道路是否能

够及时有序地将有关人员撤离转移到指定的安全地带。撤离转移

道路应沟通安全区、安全台或自然高地等集中安置人口的场所与

居民分布点之间的联系。撤离转移道路的等级和相应的路面宽度

应满足紧急撤离转移车流量较大时的会车要求。

7. 4.3 撤离转移道路设计包括道路纵断面设计、路基设计、路面

设计等。

    1 道路纵断面设计:道路设计高程根据地形条件，按撤离转

移道路等级设计标准控制，设计高程变化处合理设置变坡点，用竖

曲线平缓过渡。对利用现有道路改造的撤离转移道路，路基高程

基本上按原道路高程控制，局部低洼地段适当加高填平。

    2 路基设计:根据选定的撤离转移道路等级标准合理确定路

基宽度、行车道宽度、两边路肩宽度及路基边坡，以满足行车安全

与方便居民生产生活要求。路基边坡一般采用草皮护坡。路基排

水结合两侧灌排渠道布置边沟、排水沟等设施，以不破坏原有水系

及农田水利系统，确保转移道路路基路面排水顺畅为原则进行设

置，并与沿线桥涵形成转移道路自身的排水系统，以保证路基以及

其边坡的稳定。

    3 路面设计:为了防止分蓄洪水后路面软化、毁坏，同时改善

日常交通条件，防止雨天泥泞和晴天扬尘，蓄滞洪区撤带转移干道

宜采用混凝土或沥青混凝土硬化路面，车流量小的支道可采用沙

石路面。路面设计依据国家现行标准《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Bol、《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 D40、《公路沥青

路面设计规范》JTG DS。等，并充分考虑沿线气候、水文条件，遵

循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方便施工，利于养护，经济合理的原则，结

合环境治理要求进行设计。设计中应合理确定混凝土或沥青面层

厚度、沙砾稳定层厚度以及路面横向坡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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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7. 4. 5 撤退转移道路需要跨越蓄滞洪区内渠道或河道时，

需设置跨渠(河)桥梁。跨渠桥梁设计应根据渠道宽度、车辆载重

量、建材等情况，合理选择桥梁结构形式、跨径，并满足国家现行标

准《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等专用技术规范的要求。

跨河桥梁应结合地V交通网络发展规划合理设置，避免与交通部

门的有关规划相矛盾或重复;有些难以建桥，而有可利用渡口的地

方，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利用渡口转移，但要认真分析撤离转移的

可行性和效果��



8 蓄滞洪区工程管理设计

8.1 一 般 规 定

8.1.1~8.1.3 蓄滞洪区的管理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本

规范主要是针对蓄滞洪区工程管理提出有关规定。

    蓄滞洪区工程可实行以部门为主的部门化、专业化管理。在

整合现有管理资源的基础上，蓄滞洪区所在地方水行政管理部门

要结合当地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立专门的蓄滞洪区管理机构，

主要负责蓄滞洪区防洪管理和履行监督指导职能以及防洪工程与

安全设施的维护管理。在蓄滞洪区启用时，根据当地政府或防汛

指挥部门的指挥决策，实施分蓄洪工作。平常负责蓄滞洪区防洪

工程以及安全建设设施的日常维护。专业管理机构可根据所属

的行政区划建立管理局一管理分局一管理所的多级管理体制。

各地区要根据各个蓄滞洪区的重要程度、管理工作量的大小等

因素确定蓄滞洪区专业管理机构的具体职能。对于重要、运用

概率较高的蓄滞洪区，蓄滞洪设施和防汛管理任务较重，应建

立蓄滞洪区专业管理机构。专业管理机构可在单个面积较大、

人口较多的重要蓄滞洪区设立，也可在蓄滞洪区比较多的地区

集中设置。

    管理机构人员编制应以精简高效为原则，尽量控制非生产人

员数量，可参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定岗标准》确定。

8.2 管理范围和设施设备

8.2.1 蓄滞洪区的防洪工程和避洪设施主要包括堤防工程、安全

台工程、水闸工程和道路工程。一般的水利工程和道路工程的管

理和保护范围，水利部门和交通部门已在相应的规范中做出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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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要求。如国家现行标准《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 171、《水闸

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 170对堤防、水闸工程的管理和保护范围

都有明确规定。国家现行标准《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 171

中规定堤防工程的管理范围包括堤身，穿堤建筑物，护岸控导工

程，综合经营生产基地，管理单位生产、生活建筑以及护堤地范围;

1级堤防护堤地宽为3om一loom，2、3级堤防为Zom一6om。如

果根据这个标准确定蓄滞洪区一些堤防的管理范围，可能对其他

用地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比如，一些安全区沿着蓄滞洪区围堤呈狭

长形状分布，如果按照以上标准的高值确定护堤地范围，将会对安

全区的面积造成较大影响。因此，本条提出堤防护堤地范围对其

他用地面积影响较大时，宜从紧控制的要求。

    安全台、避水台等安全建设工程与堤防工程的管理要求类似，

本规范参照国家现行标准《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 171中对

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的规定的下限值，提出了安全台、避水台管理

范围和保护范围。

    蓄滞洪区撤离转移道路的管理范围，可以参照《公路法》对公

路两侧红线控制范围的有关规定划定;《公路法》规定公路两侧的

红线控制范围如下: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路堑边坡以外的建筑

红线控制范围分别为2om、15m、10m、sm等。

8.2.2 蓄滞洪区防洪工程和安全设施主要观测项目应包括水

位观测、堤防和安全台的渗流(浸润线、渗流量)观测及表面观测

(裂缝、滑坡、塌陷、表面侵蚀等)。与堤防工程结合布置的安全

台的观测项目与堤防工程的观测项目类似，台身沉降、位移观测

和渗流观测等观测项目应与堤防工程的观测统一考虑，同时建

设和同时实施观测。独立的安全台主要是进行沉降和边坡变形

的观测。

    观测仪器设备应根据蓄滞洪区管理单位的设置，参考国家现

行标准《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 171、《水闸工程管理设计规

范》SL17。的有关要求，结合堤防工程、水闸工程的管理需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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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包括控制测量仪器设备、地形测量仪器设备、水下测量仪器

设备、水文测量仪器设备等。

8.2.3 蓄滞洪区工程管理单位的办公设施设备，一般包括必需的

生产办公设施、生活设施以及生产生活附属设施，如办公用房、图

书室、接待室、公共食堂、生产维修车间、设备材料仓库以及计算

机、复印机、电话、传真机等;交通工具包括必要的防汛指挥车、工

具车(载重车、越野车)等。这些设施设备的配置应根据蓄滞洪区

管理机构的设置统一配备，资源共享，做到既满足管理要求，又经

济实用。配备的标准应根据工程管理的需要以及定编人员数量，

参照现行的有关标准和配备原则，并结合当地实际分析确定。交

通工具应根据管理机构设置情况以及交通任务进行配备，有水上

交通任务的，可考虑配备机动船只。

8.2.5 根据管理碑、牌的功能不同，可以分为宣传牌、警示牌和导

向牌。宣传牌主要位于集镇、村部等人群相对集中、流动人口较多

的地方，宣传内容包括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等;警示牌重在对安全

建设工程管理的警示，以防止人为破坏，包括安全建设工程的管

理范围、安全设施的应用条件等;导向牌主要为分蓄洪时人员转

移方向、分村组安置地点等，一般各村、组和主要转移路口均应

设置。对于以临时转移安置为主要形式的蓄滞洪区，本条内容

尤为重要。

8.3 通信预若系统

8.3.1 建立通信预警系统，是蓄滞洪区一项重要的非工程措施。

通信及预警系统的建立将为转移蓄滞洪区的居民与重要财产赢得

时间，也为蓄滞洪区运用、决策提供重要技术支撑。在蓄滞洪区设

计中应将通信预警系统作为重要的设计内容，确保通信预警系统

能迅速将分洪指令传达到蓄滞洪区有关单位和各家各户。

吕.3.2、8.3.3 通信预警系统的建设，应因地制宜，可采取卫星、微
波、超短波、一点多址、移动通信等多种通信手段，做到及时、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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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先进。

    目前，防汛指挥系统包括县防汛指挥部与地市、省防汛指挥

部、国家防汛总指挥部之间，县以上各专业部门内部，以及各级专

业部门与各级防汛指挥部之间、各级专业部门之间已建设相应的

通信网络。蓄滞洪区预警通信系统应充分利用这一现有资源，在

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完善。将蓄滞洪区通信预警系统纳人防汛指

挥系统，可使蓄滞洪区所在地有关市、县与省防汛指挥部门、流域

防汛指挥机构和国家防总之间直接实现通信联络。

8.3.4 预警反馈通信系统，应按照“公网专网结合，汛期互为并

用”的原则，在充分利用现有公共通信资源基础上，建设完善以市、
县基地台为中转中心的通信网络，使各蓄滞洪区基地台与上级防

汛指挥部门保持顺畅的中转联系。各基地台向整个蓄滞洪区内乡

镇所在地辐射，改善各级防汛部门与蓄滞洪区管理部门之间的通

信条件，保证信息和政令畅通，及时发布洪水警报.收集和反馈信

息。预警反馈信息系统的规划建设要在现有通信预警系统的基础

上，逐步完善无线接人系统，建设中心基站，配备基地台、固定台、

手持台、车载移动终端机等无线通信相关设备及配套设施，配备部

分应急通信设备。

    计算机网络系统要以国家防汛指挥系统为依托，逐步形成蓄

滞洪区与国家、流域机构，省、市、县等各级防汛指挥机构之间的信

息高速通道，扩充信息种类，实现各级防汛指挥部门和蓄滞洪区相

关管理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可在现有系统基础之上补充完善计算

机网络系统，进行防汛调度专用网建设，配备网络服务器和终端

设备。

    警报信息发布系统以广播、电视等公众媒体，计算机网络为主

要载体，辅以汽笛、警报等其他方式，发布蓄滞洪警报信息，及时把

防汛指挥部下发的蓄滞洪调度命令传达给蓄滞洪区范围内的各乡

镇管理站、各村镇居民。警报信息发布系统建设的主要内容是配

备报警终端、警报接收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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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应 急 救 生

8.4.1 蓄滞供区蕃滞洪运用时，群众避洪撤离转移是一项十分复

杂而又紧急的工作，为防止意外，保证正常蓄滞洪区调度时无人员

伤亡，应根据蓄滞洪区人口总体安置情况、蓄滞洪区的运用概率以

及未能及时撤离转移人口数量配置必要的分洪救生器材。分洪救

生器材应统一配置，集中管理。

8.4.2 国家现行标准《防汛物资储备定额编制规程》SL 298对蓄

滞洪区救生设备的配备标准计算方法如下:

    1 根据蓄滞洪区运用预案需要紧急撤离转移的人数，确定每

万人储备单项品种数量(s妇按公式(13)计算。

                    5蓄一，咨XM创 (13)

式中:，— 工程现状调整系数;
    入蟋— 单项品种基数，从表6中查取。

    2 工程现状综合调整系数应根据蓄滞洪区地面的漫淹历时、

平均蓄洪深度、面积大小和居民自救能力等因素分析确定，具体按

公式(14)计算:

                ，蓄=，召lx、:X，茜3X叩蓄4 (14)
式中 猪、特:、舞3、扮;从表7中查取。

                表 6 蓄滞洪区救生器材储备单项品种甚数

类 别
  救生衣

(件 /万 人 )

  救生舟

〔只/万人)

中小型船只

(艘/万人)

硼
-
500

蓄洪量)10XI沪m3或运用标准蕊sa

蓄洪量5义losm3一loXlo吕m3

    或运用标准sa一10a

200

-
10c

蓄洪量2又10吕m3一sxlo吕m习

  或运用标准10a~20a

蓄洪量(ZXIOgm3或运用标准)20



表 7 蓄滞洪区工程现状调整

丁 程

状 况

淹没历时

7, (h)

平均蓄洪深度

  7s%(m)

面积大小

怡a (km2)

自救能力

    7盆‘

妻12 6--12 夏6 》5 3- 5 (3 )1oo50--100C50 强 中 弱

调0

系 数
0.8 1 0 1. 2 1.5 ，1. 0 0. 5 1. 2 1. 0 0. 8 0.8 1. 0 1.2

    表7中的淹没历时是指蓄滞洪区被洪水淹没所需要的时间，

自救能力根据蓄滞洪区居民自我救生条件、自有交通工具和救生

器材等情况确定。

8.5 疫 情 控 制

8.5. 1 蓄滞洪区在蓄滞洪运用时，一方面区内茅厕、阴沟等一些

地方存在的大量细菌会随水流扩散传播，另一方面蓄滞洪运用时

也会将大量的细菌等传染源带入蓄滞洪区内，加上居民转移地人

口大量集中、聚集等原因，极易发生传染病急剧流行，危及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因此，在蓄滞洪区设计时，应结合当地传染病历史，

对可能发生的传染病疫情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和应急方案，制定

传染病疫情控制预案。

8.5.2 若蓄滞洪区位于血吸虫病疫区，在蓄滞洪运用时，极易造

成钉螺扩散，甚至发生急性血吸虫病暴发流行。因此，为控制蓄滞

洪运用时造成血吸虫病疫情扩散，防止急性血吸虫病暴发流行，应

制定血吸虫病疫情控制预案。在相应的工程设计时，应结合考虑

相应的防螺、灭螺措施，如堤防采用硬化护坡防螺，涵闸进出口设

沉螺池、拦螺网等，具体设计可参照《水利血防技术导则》se/z 318

的有关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