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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项目背景

依法划定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明确水利工程管理边界线，

是加强水利工程管理的基础性工作，是水利部门依法行政的前提条

件，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国家水安全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水利部深化水利改革和加强

水利工程管理工作部署的重点任务，对于进一步加强水利工程管理和

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2014 年 8月 21日，水利部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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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要求划定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要求在 2020

年前基本完成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的划定工作。

2019 年，省水利厅陆续印发了《广东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快

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粤水运管〔2019〕7

号）文，进一步明确了全省水利工程划界工作要求。

2021 年 5月，水利部《关于切实做好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

划定工作的通知》（水运管〔2021〕164号）进一步指出各地市务必

高度重视，提高政治站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快推进水利工程划界

工作。

清远市积极响应中央及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全面开展划界工

作。依据水利部等相关文件，按照《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广

东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

的通知》(粤水运管〔2019〕7号）、水利部《关于切实做好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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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运管〔2021〕164号）等有关

文件要求，结合银盏水库的基本情况，完成划界工作，以利于银盏水

库的管理，对于进一步加强银盏水库的管理与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1.2.总体要求与基本原则

1.2.1.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积极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

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十六字治水方针，紧紧围绕“水利工程补短板、

水利行业强监管”的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以保障国家水安全和大力

发展民生水利为出发点，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加快政府职能

转变，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着力推进水利重要领域和关

键环节的改革攻坚，使水利发展更加充满活力、富有效率，让水利改

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广东省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

立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尊重河湖自然规律，维护河湖生

命健康，科学规划、完善机制、落实责任、强化监管，着力提升河湖

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以健康完整的河湖功能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

1.2.2.基本原则

根据《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水建管〔2014〕

285号）精神，银盏水库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工作按照依法依规、先

易后难、因地制宜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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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法依规。以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技术标准和工

程立项审批文件为依据，依法依规开展工作。

（2）先易后难。先划定管理范围，再划定保护范围。具备条件

的可同步划界，土地权属有争议的可先划界。

（3）因地制宜。按照节约利用土地、符合水利工程管理实际的

要求，尊重历史、考虑现实，因地制宜确定划界原则和标准。

1.3.编制依据

1.3.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8年修正）

（4）《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2018年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 9月 1

日起施行）

（7）《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2017

年修正）

（8）《国土资源部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2016年修正）

（9）《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2020年修正）

（10）《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14 年修

订）

（11）《广东省省管水利枢纽管理办法》（2013 年 9月 1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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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国家及行业标准、规范

（1）《防洪标准》（GB/T50201-2014）

（2）《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06-2017）

（3）《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

（4）《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GB/T12898-2009）

（5）《测绘资质分级标准》（国测管发〔2014〕31号修订版）

（6）《建设项目用地勘测定界技术规程》（试行）（〔1996〕

国土〔建〕字第 204号）

（7）《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18314-2009）

（8）《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07）

（ 9）《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

（CH/T2009-2010）

（10）《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指引（试

行）》

（11）《广东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指引（试行）》

1.3.3.相关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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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

护范围划定工作实施方案编制大纲>的通知》（办建管〔2015〕59号）

（3）《广东省河湖及水利工程界桩、标示牌技术标准》（粤水

建管函〔2016〕1292号）

（4）《广东省水利厅关于落实全面推行河长制进一步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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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确权工作的通知》（粤

水建管〔2017〕38号）

（5）《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

的通知》（水运管〔2018〕339号）

（6）《水利部关于切实做好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

的通知》（水运管〔2021〕164号）

1.3.4.基础资料

（1）《清远市清城区银盏水库大坝安全评价报告》，由广东省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2013 年编制。

（2）《清远市清城区银盏水库大坝安全评价报告》，由清远市

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3年编制。

（3）《清远市清城区银盏水库库区综合整治工程初步设计报

告》，由广东河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2年编制。

（4）《清远市清城区银盏水库输水涵管重建工程初步设计报

告》，由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2017年编制。

1.3.5.底图

本次划界水下地形测量以 1：1000地形图，大坝地形测量以 1:200

地形图作为底图辅以高清正射影像图。

1.4.高程系统、坐标系统

1.4.1.高程系统

银盏水库以往运行登记管理采用假定高程系统，本次复核高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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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通过以现场水库管理房附近基准控制点

为基准面，与原设计该部位高程数据进行对比换算，确定水库现状独

立高程系统与国家 85高程的转换关系如下：

国家 85高程=假定高程基准+3.20m。

国家 85高程=珠基高程+0.744m；

国家 85高程=黄海高程+0.158m。

图1-1 国家85高程与其他基面转换关系示意图

序号及项目
单

位
数量或名称

一、特征水位

2013年安全鉴
定

（假定高程）

2013年安全鉴定
（85国家高程）

2023年安全鉴
定

（85国家高
程）

本次复核结果

（85国家高
程，本次采用）

1、校核洪水位
（上游伯公坳溃坝工

况）

m 62.08 65.48 65.65 65.92

2、校核洪水位 m 59.16 62.56 62.57 62.53

3、设计洪水位 m 58.33 61.73 61.78 61.63

4、消能防冲水位 m 61.68

5、正常蓄水位 m 58.00 61.40 61.40 61.20

6、死水位 m 36.00 39.4 39.40

二、坝顶高程 m 64.67 68.07 68.00 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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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历次测量高程系统及数据

1.4.2.坐标系统

坐标系统采用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

1.5.工作内容及要求

1.5.1.主要工作内容

按照《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以及相关的规范通过对现有水

库设计报告成果的分析，对报告成果进行复核，结合实际地形条件进

行划定，得到水库管理范围和水库保护范围，并在卫星影像图上绘制

出相应水库管理范围线和保护范围线。

水库划界工作具体实施步骤为：

（1）收集资料：组织人员认真查找水库有关历史地形测绘资料，

制定确权划界具体方案。

（2）地形测量：开展水利工程管理范围现场地形测量，利用本

次测量成果进行划定工作。测量坐标系统统一使用 2000 国家大地坐

标系统，高程系统统一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3）水库大坝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的划定：以地形图为底图，

可辅以高精度正射影像图，按照划定原则与标准，完成管理与保护范

围线初步布置，在通过实地调查、意见征求和成果，形成银盏水库水

利工程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划定成果报告。并由委托方进行成果公

示。

三、堰顶高程 m 53.20 56.60 56.60 5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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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料整理归档：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全面

收集、整理和完善水库确权划界资料，整编归档。

1.5.2.预测成果

预期成果主要包括：

（1）报告书正文；

（2）水库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划界图（非矢量航拍划界成果图）；

（3）水库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划界图（矢量划界成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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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情况

2.1.工程概况

银盏水库位于清远市清城区龙塘镇银盏林场蕉坑村，上游为北江

二级支流银盏河，距清远市区约 10千米，东靠源潭镇、银盏林场，

南接广州市花都区，西邻石角镇，北与横荷街、洲心街隔江相望。工

程地理位置见图 2-1和图 2-2。

银盏水库原设计是一座以防洪为主，兼顾灌溉、发电、供水等综

合利用的重要中型水库工程，随着银盏水电站的退出及饮用水源取水

口关闭，银盏水库将仅保留防洪及灌溉任务。水库集雨面积 35.10km2

（其中上游伯公坳水库 6.70km2），实际集雨面积 28.40km2，坝址以

上干流河长 10.95km。根据 2023 年安全鉴定成果，银盏水库总库容

3156.31 万 m3，正常蓄水位 61.40m（1985 国家高程，下同），相应

库容 2379.07 万 m3。工程等别为 III等，主要建筑物为 3级，次要建

筑物为 4级。防洪标准按 50年一遇洪水设计，2000 年一遇洪水校核。

根据本次复核结果，水库坝顶高程为 67.80m，水库集雨面积

34.91km2（其中上游伯公坳水库 6.54km2），实际集雨面积 28.37km2。

当起调水位为 61.20m 时，银盏水库 2000 年一遇校核洪水位

（P=0.05%）为 62.53m，相应库容为 2389.93 万 m³；50年一遇设计

洪水位（P=2%）为 61.63m，相应库容为 2243.98 万 m³。当起调水位

为 57.20m 时，银盏水库 2000 年一遇校核洪水位为 61.13m，相应库

容为 2163.83×104m³；50年一遇设计洪水位为 59.64m，相应库容为

1993.59×104m3。正常蓄水位 61.20m。工程等别为 III等，主要建筑物

为 3级，次要建筑物为 4级。防洪标准按 50年一遇洪水设计，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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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遇洪水校核，设计水位为 61.63m，校核洪水位为 62.53m，考虑

伯公坳水库溃坝校核洪水位为 65.92m。地震基本烈度为Ⅵ。

银盏水库于 1959年 11月 25日动工兴建，管理单位为清城区银

盏水库管理所。由龙塘水电所和原清远县水电局等单位组建银盏水库

工程指挥部，并负责工程的设计和施工,自开工至 1987年竣工经过二

十多年四次续建，以及 2000年冬至 2003年冬的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并于 2011年 12月通过除险加固工程竣工验收。2019年 10月至 2021

年 12月重建输水涵管。银盏水库工程主要由大坝、溢洪道、输水涵

管等建筑物组成。

图 2-1 银盏水库地理位置图



清远市清城区银盏水库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划定报告

11

图 2-2 银盏水库地理位置图（细部）

大坝为均质土坝，大坝长 280m，坝顶宽 6.50m，坝顶高程 68.00m，

（本次实测 67.70~67.90m）。迎水坡为干砌石护坡，坡比为 1:23、

1:2.82、1:3.65；背水坡为草皮护坡，坡比为 1:2.30、1:2.50、1:2.50、

1:3.30。坝脚堆石反滤体，土坝填筑是采用水中倒土和土中灌水及拖

拉机辗压而成，坝体填土为花岗岩风化残积土，坝体密实度偏低，渗

透性较大。

溢洪道位于大坝右岸，与坝轴线交角 85°，由进水口、闸室控

制段、泄槽、消力池及下游尾水渠组成，全长 224.72m。进口段长

14.00m，底宽由 50.00m 渐变至 22.00m。控制段长 32.00m，采用 2

孔净宽 10m宽顶堰，堰顶高程为 56.60m，堰顶布置两扇 10×5.50m弧

形钢闸门，采用 QPQ-2×160kN 启闭机控制启闭。顶部设有交通桥，

桥面宽 5m，交通桥梁底高程 67.90m，桥面高程 68.70m。陡坡段分 2

段布置，底坡分别为 0.289、0，长度分别为 94.72m、25m，其中上游

陡坡段采用等宽 24m布置，下游平段底宽由 24m 渐变至 29m。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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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消力池，全长 59m，其中斜坡段长 29m，坡比为 1:4，消力池段长

30m，底板高程 21.80m，池深 3.90m，全段底宽均为 29m。接消力池

出口为一段弯段渠道，渠道断面为矩形，转弯中心线半径 26.50m，

夹角为 40°,设砼底板及浆砌石侧墙，渠长 86.00m，末端与原河床相

接。

原输水涵管为现浇钢筋砼压力圆管，内径 1.20m，筑坝时填埋在

坝下左岸，2021 年 8月完成了旧涵管封堵，2019年 10月至 2021年

11月完成输水涵管重建工程，新输水涵管位于大坝左坝头山体内，

为破岩开挖隧洞内衫钢管，钢管内径 1.60m，输水涵管总长 251m（其

中隧洞段长 172.10m），进水口底高程 36.00m，进水口为岸塔式闸门

井，出口分 3个叉管并设置 3个闸阀，一个Φ1.60m闸阀控制放空管，

一个Φ1.0m闸阀控制水厂供水管，一个Φ1.00m闸阀控制电站用水涵

管最大泄流量 15.80m3/s。

图 2-3 银盏水库建筑物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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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大坝迎水侧现状

图 2-5 大坝背水侧现状

2.2.流域概况

银盏水库位于清远市清城区东南 20km，北江二级支流银盏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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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银盏林场的蕉坑村，距广州 50km，水库坝址下游 3km处有京广

铁路、107国道和京珠高速公路，武广高铁横穿水库东北部而过。

银盏河为大燕河支流，发源于龙塘镇与花都区交界的尖峰岭伯公

坳南麓，向西北流入银盏水库，再经银盏、陂坑、三加村、龙塘圩(途

中有银中水、石硖水、陂坑水等较大坑涌水注入)，于神石水闸处汇

入北江一级支流大燕河。集水面积 133km2，河流长 22km，河宽 30～

250m 不等，平均比降 0.36‰。银盏水库集雨面积 28.40km²(扣除伯公

坳水库集雨部分)，集雨区平均海拔高程 217.68m，属山区和高丘区之

间，坝址以上干流河长 10.95km，无支流汇入，河床平均坡降 0.0161。

上游伯公坳水库集雨面积 6.70km²，干流河长 3.45km，平均坡降 0.042，

伯公坳水库溢洪洪水全部流入银盏水库。

图 2-6 银盏水库流域水系示意图

2.3.水文气象

银盏河流域位于北回归线偏北，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其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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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多雨。夏季长，冬季短，根据清远气象站资料，工程所在区域气

候比较湿润，多年平均相对湿度约 77%，最小相对湿度 13%。多年平

均气温 21.70℃，最高气温 38.90℃(2005年 7月 18日)，最低气温-0.6℃

(1957年 2月 11日)。气温最低月份为 1月份，平均气温在 9.40～15.40℃

之间。气温最高月份为 7月份，平均气温在 27.7～29.7℃之间。多年

平均积温 7916.70℃。干旱指数为 0.6小于 1，气候偏湿润。雨量充沛，

根据银盏水库实测资料，多年平均降雨量 1910mm，最大年降雨量

2731mm，最小年降雨量 1687mm。但年内降雨不均,根据清城区降雨

资料统计，4～9月占全年降雨的 74%，而降雨量最大的 4～6月占全

年降雨的 49%，旱洪涝灾害经常发生。

每年的 6～7月盛行偏南风，12月～次年 3月盛行东北偏北风。

多年平均风速 1.70m/s，最大风速 22.00m/s，多年年平均最大风速

14.17m/s，多年平均日照时数 1669.90h。

清远气象站实测多年平均(1957年 4月～2005年 3月)水面蒸发量

为 1306.15mm(折算成 E601)。最大年水面蒸发量为 1469.32mm，发生

在 1971年，最小年水面蒸发量为 1051.25mm，发生在 1994年，极值

比为 1.40 倍。年内分配：5～11月份水面蒸发量较大，约占全年的

72.3%。

2.4.管理单位基本情况

清远市清城区银盏水库管理所性质明确，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正股级建制，行政主管部门为清城区水利局。管理所现设所长一名、

副所长一名，下设办公室、工管室等机构。工作职能层层分解，岗位

责任落实到人，管理体制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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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清城区银盏水库管理所现有在编人员 7人，临聘人员 2人，

其中高级工程师 1名，中级工程师 2名、初级工程师 2名、高级工 1

名、中级工 1名。

清远市清城区银盏水库管理所的管理职责为以下几点：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水利方针政策、水法规；

2.确保库区饮用水源安全及水生态平衡；

3.做好库区大坝、溢洪道、输水涵管等水利工程设施的安全监测

及日常水文观测工作；

4.做好汛期防洪调度工作；协助相关部门做好水库安全蓄水工

作；严格履行岗位责任制，确保水库工程的安全生产；

5.确保龙塘镇农业灌溉用水；

6.做好水库管辖的水利工程设施的日常维修养护工作；

7.承办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清远市清城区银盏水库管理所的运行管理经费和工程维修养护

经费等费用主要由生活供水及财政补足组成，资金基本满足工程管护

需要，来源渠道畅通稳定。

清远市清城区银盏水库管理所的财务管理规范，人员工资按时足

额兑现，福利待遇不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并按规定落实职工养老、医

疗等社会保险。

2.5.征地范围线

收集查阅银盏水库历史资料发现，银盏水库于 1991 年取得国有

土地使用证，国有土地使用证上水库采用独立高程 58.00m 设计，并

明确了银盏水库坝区的征地范围线，但由于年代久远，只有纸质版征



清远市清城区银盏水库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划定报告

17

地范围线，见附件 10。本次根据国土使用证上信息复刻银盏水库坝

区的征地范围线，并根据高程换算，库区征地范围线按独立高程

58.00m（本次复核采用 85高程为 61.20m）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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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形测量及库容复核

3.1.测量方法

3.1.1.航空摄影

根据甲方的要求，本测区拟采用1:1000航摄比例尺，摄影机主距

为35.00毫米，相对航高为200米。根据路径方向和地面高程情况分段

设计飞行航线，航线应尽量沿路径中心线飞行，路径中心线距像片边

缘不得小于6.50cm。航向重叠度一般应为70％～85％，个别最大不得

大于90％，最小不得小于56％（不得出现绝对漏洞）。相邻航线的像

片旁向重叠度一般应为50％～60％，个别最小不得小于50％。拟采用

SONY a7R航摄仪，飞行和摄影质量按规范要求执行。

3.1.2.陆上地形测量

陆上地形测量遵循“看不清不测绘”的原则，采用全站仪以及

GPS RTK以散点测量方法进行，并在外业绘制地形草图。

在使用全站仪测量时，每一测站均设有后视和检视方向，相邻测

站之间均设有重点作为校核。在使用 GPS RTK测量时，至少到两个

已知点进行校正和检校。每一测站工作完成后，均对照实地检查地物、

地貌测绘有无错漏，综合取舍是否合理。测点间距满足规范要求，在

地形变化及高程转折处均加密了测点。

每天外业结束后，均及时对外业采集的数据进行细致的检查，对

全站仪和 GPS RTK操作过程中损坏的数据进行剔除，以保证观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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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成果的正确性，同时对外业采集的数据进行备份。利用专用的成图

软件在AUTO CAD中编辑成图，并生成AUTO CAD格式下的“DWG”

文件。

3.1.3.水下地形测量

水下地形测图采用动态 GPS配合 HD-28型测深仪进行实时跟踪

测量平面位置及水深，再根据即时水面高程计算出水底高程。

流速流向点测量采用动态 GPS配合流速仪进行测量。测量前选

对水位进行 24小时观测，得知本次测量时的水位的时间规律：测区

内水位较为平稳，潮向呈向下游顺流，平均流速在 1.19-1.59m/s 之间。

水下地形、地物根据采集的数据形成 dat文件，并由采集电脑将

dat文件通过通讯电缆将文件传至计算机，借助南方 CASS7.1成图软

件及 CAD软件对野外绘制好的地形图进行接边、整饰等。

水下地形测量采用横断面法，断面方向大致垂直于主流方向。断

面间距和测点间距严格按照规范执行。1:1000 断面间距为不大于 25

米，测点间距为不大于 15米，实际工作中适当变小，以确保数据在

规范范围内。测量过程中，GPS接收机接收天线和测深仪换能器安置

于同一铅垂线上，并由计算机控制进行同步采集存储，确保平面定位

与水深测量同时同位进行，以减少滞后误差。每完成一个断面均校对

计算机与回声仪点数。当平面定位的水深测点或计算机自动采集的水

深测点，漏掉地形转折变化的水深点或特征点时，均将特征点进行直

线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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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室内数据处理

水库库容计算与特征曲线绘制地形图绘制完成后，勾绘不同高程

的等高线，利用等高线容积法计算出不同起算面的水库库容，绘制出

水库水位-水面面积-库容曲线。

3.2.水位库容曲线

表 3-1水库-库容关系表

水位高程 库容(m3) 面积（m2） 说明

31.00 19520.10 34873.09 库区较低高程

32.00 74970.50 81655.15

33.00 180308.60 135392.63

34.00 337235.00 182458.79

35.00 535848.90 228689.74

36.00 765972.90 250322.33

37.00 1022513.90 273724.96

38.00 1306934.50 299954.09

39.00 1618713.90 327680.39

40.00 1956654.20 351649.16

41.00 2319175.30 380906.63

42.00 2714929.20 418052.20

43.00 3152367.00 466041.61

44.00 3634136.00 507445.67

45.00 4160905.80 556314.96

46.00 4733157.50 599272.97

47.00 5354184.00 654167.82

48.00 6044502.40 739429.29

49.00 6823176.10 851376.89

50.00 7704855.30 943549.78

51.00 8667151.50 10149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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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 9693585.30 1076030.47

53.00 10777019.10 1129175.16

54.00 11918433.30 1188055.27 接近测量时水位高程

55.00 13109436.80 1229462.86

56.00 14349624.20 1277004.59

56.45 14925918.20 1301504.24 溢洪道堰顶高程

57.00 15644689.90 1329895.46

58.00 17001154.70 1407851.05

59.00 18421215.60 1469408.82

60.00 19903708.70 1525869.86

61.00 21444567.80 1583058.62

61.44 22143257.90 1607499.81 溢洪道闸顶高程

62.00 23049085.30 1641432.36

63.00 24716817.70 1703584.29

64.00 26479429.00 1766474.09

65.00 28252172.20 1831783.84

66.00 30150848.90 1910950.02

67.00 32097347.70 1983324.66

67.80 33666178.80 2038370.03 坝顶高程

68.00 34072770.80 2050718.07

68.30 34721321.40 2070333.99 防浪墙顶高程

69.00 36134009.60 2117764.57

70.00 38270731.60 2222925.49
说明：库容量计算是根据方格网计算土方量的方法和原理，方格网间距为

10m×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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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水位库容关系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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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银盏水库特征水位及防洪能力复核

4.1.特征水位复核

根据《清远市银盏水库特征水位及防洪能力复核报告》，本次复

核设计洪水及调洪演算成果合理，本次复核采用本次计算成果。

表 4-1 本次与历史调洪演算成果对比

4.2.特征水位复核结论

根据《清远市清城区银盏水库特征水位及防洪能力复核报告》，

本次提出银盏水库特征水位复核结论如下：

1.考虑上游伯公坳水库参与调洪，且考虑下游河道满足设防标

准，本次复核坝顶高程 63.54m（水库坝址上游坝顶高程线）。

2.考虑上游伯公坳水库参与调洪，且下游 10年一遇设计标准按

240m³/s控制泄流，坝顶高程不应低于 65.11m；上游伯公坳水库参与

起调

水位

频率

P（%） 项目 本次复核

2013年
安全鉴定（高

程转化：

+3.20m）

2023年
安全鉴定（高

程转化：

-0.20m）

差值

61.20

0.05
水位（m） 62.53 62.36 0.17
库容

(104m3) 2389.93 2547.30 -157.37

2
水位（m） 61.63 61.52 0.11
库容

(104m3) 2243.98 2386.90 -142.92

57.20

0.05
水位（m） 61.13 62.37 -1.24
库容

(104m3) 2163.83 2578.91 -415.08

2
水位（m） 59.64 61.58 -1.94
库容

(104m3) 1993.59 2442.51 -44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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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洪，下游 20年一遇设计标准按 289m³/s控制泄流，坝顶高程不应

低于 64.69m。

3.如果上游伯公坳水库短期内工程安全性态不能满足一类坝的

要求，需考虑伯公坳水库溃坝工况，此时银盏水库的坝顶高程不应低

于 67.80m。

4.3.防洪能力复核

根据《清远市银盏水库特征水位及防洪能力复核报告》，本次防

洪标准复核结论如下：

（1）根据《防洪标准》（GB50201-2014）和《水利水电工程等

级划分及设计标准》（SL252-2017）的规定，银盏水库设计洪水标准

为 50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为 2000年一遇，水库原设计防洪标准满

足现行规范要求。

（2）银盏水库调洪演算起调水位选用 61.20m时，50年一遇设计

洪水位（P=2%）为 61.63 m，相应库容为 2243.98 万 m³，最大下泄

流量 385.51m³/s；2000年一遇校核洪水位（P=0.05%）为 62.526 m，

相应库容为 2389.93 万 m³，最大下泄流量 489.87m³/s。

（3）溢洪道在设计洪水和校核洪水条件下能够安全下泄最大流

量，过流能力满足下游防洪标准要求。

（4）水库洪水调度运用基本满足大坝安全运行的要求，且编制了

专门的调度规程。

（5）根据《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SL274-2020）复核计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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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大坝坝顶高程，现有坝顶高程和防浪墙顶高程能够满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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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理与保护范围确定

5.1.划界标准

5.1.1.相关依据

（1）根据《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2018年修正）划定：

第十条规定：兴建大坝时，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批准的设计，提请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国家规定划定管理和保护范围，树立标志。已

建大坝尚未划定管理和保护范围的，大坝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安全管理

的需要，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

（2）根据《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2020年修正）划定：

第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划定水利工

程管理范围：

水库：工程区：挡水、泄水、引水建筑物及电站厂房的占地范围

及其周边，大型及重要中型水库五十至一百米，主、副坝下游坝脚线

外二百至三百米；中型水库三十至五十米，主、副坝下游坝脚线外一

百至二百米。库区：水库坝址上游坝顶高程线或土地征用线以下的土

地和水域。

第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在水利工程

管理范围边界外延划定水利工程保护范围：

水库、堤防、水闸和灌区的工程区、生产区的主体建筑物不少于

二百米，其他附属建筑物不少于五十米；库区水库坝址上游坝顶高程

线或者土地征用线以上至第一道分水岭脊之间的土地；大型渠道十五

至二十米，中型渠道十至十五米，小型渠道五至十米。

其他水利工程的保护范围，由县或乡镇人民政府参照上述标准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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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第十七条规定：城市规划区内水利工程的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规划、国土等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划定，报

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3）《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指引（试行）》

（广东省水利厅，2019年 4月）

工程管理范围：工程区：挡水、泄水、引水建筑物及电站厂房的

占地范围及其周边，大型及重要中型水库五十至一百米，主、副坝下

游坝脚线外二百至三百米；中型水库三十至五十米，主、副坝下游坝

脚线外一百至二百米。库区：水库坝址上游坝顶高程线或土地征用线

以下的土地和水域。

工程保护范围：水库的工程区、生产区的主体建筑物不少于二百

米，其他附属建筑物不少于五十米。库区水库坝址上游坝顶高程线或

者土地征用线以上至第一道分水岭脊之间的土地。

5.1.2.银盏水库划界标准

为加强银盏水库管理，保障水库正常运行，充分发挥银盏水库的

防洪及灌溉等综合效益，根据银盏水库地形情况，结合上下游河流水

库和堤围的布置，在充分保证下游银盏河行洪断面宽度、确保银盏水

库安全运行、确保库区水质的前提下，对银盏水库具体情况提出管理

范围边界线。

确定银盏水库管理和保护范围划界标准为：

（1）管理范围

按文件要求，银盏水库工程区管理范围线为：挡水、泄水、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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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及电站厂房的占地范围及其周边为 30m，主、副坝下游坝脚线

外 200m。库区管理范围线为：水库土地征用线以下的土地和水域。

（2）保护范围

按文件要求，银盏水库工程区保护范围线为：工程区、生产区的

主体建筑物以管理范围边界外延 200m。库区保护范围线为：水库坝

址上游坝顶高程线或者土地征用线以上至第一道分水岭脊之间的土

地。

5.1.3.划界底图

本次划界水下地形测量以 1：1000地形图，大坝地形测量以 1:200

地形图作为底图辅以高清正射影像图。

5.2.划界成果

5.2.1.成果内容

根据上述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标准和方案进行划定，银盏水库水

利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线等成果详见附图。

5.2.2.成果管理

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档案包含管理与保护范围线图册；完成划定

成果；相关内容系统录入。

5.2.3.成果公告

清城区人民政府通过通知公告、网站、电视、报纸、手机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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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告银盏水库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

围平面图及其有关管理要求。

5.2.4.成果验收

银盏水库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完成后，由清远市清城区水利

局组织验收。



清远市清城区银盏水库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划定报告

30

6. 结论与建议

银盏水库划定工作，根据《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2020

年修订）及国家和省的相关法规、文件、规范和标准的规定，通过对

现有水库设计报告成果的分析，对报告成果进行复核，结合实际地形

条件进行测量，得到水库管理范围和水库保护范围，并在卫星影像图

上绘制出相应水库管理范围线和水库保护范围线。本次划界成果结论

如下：

一、管理范围划定结论：

1.考虑上游伯公坳水库（总库容 583 万 m³）参与调洪调蓄，考

虑下游河道满足设防标准，水库坝址上游坝顶高程线不低于 63.54m。

可按照部、省相关文件要求库区管理范围线为：水库坝址上游坝顶高

程线或土地征用线以下的土地和水域，本次推荐“土地征用范围线

（61.20m）以下的土地和水域”。

2.土地征用范围线（61.20m）至现状坝顶高程线（67.80m）之间

应参照管理范围进行管理。

二、保护范围划定结论：

银盏水库工程区保护范围线为：挡水、泄水、引水建筑物及电站

厂房的占地范围及其周边外延 30米，大坝下游坝脚线外 100米。库

区保护范围线为：水库坝址上游坝顶高程线或者土地征用线以上至第

一道分水岭脊之间的土地。

三、建议

1..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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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在水库管理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的单位或个人必须经地级以上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同

意，并与水库管理单位签订协议，不得影响水库正常调度运用。

2.银盏水库要应尽快开展调度规程、大坝安全管理应急预案、防

汛抢险应急预案的修编工作，加快开展推进银盏水库大坝和消力池加

固、安全监测设施改造、下游银盏河清淤拓宽以保证银盏水库的安全。

本次划界成果符合《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等技术要求的各项指

标，划界测量、水文计算、管理、保护范围线划定精度可靠，为下一

步的水库的管理和保护范围线界桩的设置、岸线管理确权和利用规划

工作提供了可靠依据。

3.银盏水库的管护人员应做好日常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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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银盏水库大坝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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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银盏水库大坝安全监测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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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银盏水库溢洪道平面、断面图



清远市清城区银盏水库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划定报告

35

附件 4银盏水库输水隧洞纵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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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银盏水库输水涵管进水口平面图



清远市清城区银盏水库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划定报告

37

附件 6银盏水库输水涵管进水口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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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银盏水库主要建筑物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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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银盏水库溢洪道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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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银盏水库大坝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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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银盏水库大坝国土使用证及征地范围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