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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水许可〔2024〕19 号

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
关于潼南区丛刊水库安全监测项目
初步设计报告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重庆市潼南区水资源保护利用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审批重庆市潼南区丛刊水库安全监

测项目初步设计报告的请示》及相关资料已收悉。结合我局

组织专家对该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评审意见，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经研究，现准予行政许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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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位置与建设任务

本次工程主要涉及从刊水库及琼江流域。

1.完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结合潼南区琼江流域、丛刊水库现阶段在监测感知体系

的短板与痛点问题，重点开展水雨情监测、大坝渗压监测、

大坝变形监测、无人机巡查、智能救生无人船、多功能巡检

船、视频监控站点等方面的建设，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感

知网，全面提升监测感知能力；完善会商中心、值班室、机

房建设，政务云平台租赁等信息基础环境。

2.数字孪生平台建设

数字孪生平台建设包括数据底板、模型平台、知识平台、

孪生引擎，推进算据、算法建设，为构建具有“四预”功能的

智慧管理体系，提供基础能力。

3.典型应用建设

在数字孪生工程数据底板基础上，模型平台、知识平台

成果，在孪生引擎的驱动下，发挥数字孪生水利工程的数字

化映射、智能化模拟、精准化决策作用，以丛刊水库防洪管

理、安全运行和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提升为核心目标，建设领

导驾驶舱、水利一张图、丛刊水库防洪四预、水旱灾害防御、

丛刊水库标准化综合管理、移动应用等典型业务应用。

二、工程防洪标准

丛刊水库设计洪水标准重现期采用 50 年，校核洪水标



— 3 —

准重现期采用 300 年。水库正常蓄水位 257.20m，正常蓄水

位以下库容 1043 万 m3；校核洪水位(主坝)265.91m，校核洪

水位(副坝)264.74m，总库容 6530 万 m3。

三、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基本同意工程初步设计方案。

1.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1）完善监测感知站网，包括新建 8 水雨情监测站点，

1 个水位监测站点、2 个水位视频监测站点、45 个视频监控

站点，丛刊水库主坝新建 1 套自动测量机器人、丛刊水库副

坝新建 7 套 GNSS 表面位移监测、丛刊水库副坝新建 25 个

渗流压力监测、丛刊水库副坝新建 120 个白蚁监测，丛刊水

库库区新建 1 套无人机巡查系统、1 套智能救生无人船、1

套多功能巡检船、完成 12个水毁视频、流量监测站点修复，

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感知网，全面提升丛刊水库和琼江流

域的监测感知能力。

（2）会商中心建设。会商中心建设。包括 1 套 1.25 小

间距大屏显示系统、1 套会议发言系统、1 套音频扩声系统、

1 套中央控制系统及配套设施，为丛刊水库防洪调度提供必

要的信息化场所。

（3）值班室建设。包括 1 套计算机控制台、7 台工作站、

1 台彩色激光多功能复合机、1 台展播终端、1 台 65 寸智能

电视、1 台传真机、1 台空调、值班室场地自适应改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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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值班硬件设施水平，使信息化建设成果能够在工程运行

管理工作中充分应用。

（4）机房改造。包括 1 套数据库管理软件、1 套操作系

统、4 台服务器、1 台路由器、2 台交换机、1 台防火墙、1

台等保一体机、1 套 UPS、1 套气体灭火系统、1 套门禁系统、

1 条互联网专线、2 个设备机柜等。

（5）政务云平台租赁。包括 6 台计算服务、1 项存储服

务、1 项备份容灾服务、2 项增值安全服务、1 项宽带服务等。

2.数字孪生平台建设

数字孪生平台建设包括数据底板、模型平台、知识平台、

孪生引擎，推进算据、算法建设，为构建具有“四预”功能

的智慧管理体系，提供基础能力。

（1）丛刊水库下游琼江流域 L2 级及丛刊水库 L3 级数

据底板建设。整合潼南区琼江流域和丛刊水库已有基础数

据、监测数据、业务管理数据、外部共享数据，结合倾斜摄

影、DOM、DEM、水下地形数据的现场采集建模，形成丛

刊水库下游琼江流域 L2 级和丛刊水库 L3 级数据底板。

（2）模型平台建设。主要构建降雨预报模型、河流洪

水预报模型、丛刊水库调蓄模型、淹没分析模型、大坝安全

反演模型等水利专业模型分析丛刊水库和琼江流域的要素

变化、活动规律和相互关系，并开发多维度多尺度可视化模

型和图像智能识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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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知识平台建设。构建业务规则库、预报调度库、

历史场景模式可、专家经验库等工程知识库，实现知识积累

更新，经水利知识引擎处理形成知识图谱服务水利业务应

用。

（4）孪生引擎建设。构建数据引擎，提供多维多时空

尺度数据汇聚、清洗、转换、共享等服务能力；构建模拟仿

真引擎，模拟物理流域的运行状态和发展趋势，通过可视化

模型动态呈现；构建含统一门户、统一用户、GIS 平台、自

动外呼、短信通知、靶向短信预警为一体的统一通用支撑引

擎，满足统一门户集成、统一用户体系、统一地图服务的要

求。

3.典型应用建设

在数字孪生工程数据底板基础上，模型平台、知识平台

成果，在孪生引擎的驱动下，发挥数字孪生水利工程的数字

化映射、智能化模拟、精准化决策作用，以丛刊水库防洪管

理、安全运行和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提升为核心目标，建设领

导驾驶舱、水利一张图、丛刊水库防洪四预、水旱灾害防御、

丛刊水库标准化综合管理、移动应用等典型业务应用。

（1）领导驾驶舱建设。建设防汛抗旱指挥大屏、丛刊

水库运行管理大屏、数据资源信息监视大屏，利用数据可视

化技术搭建，实现数据板上看，便于信息及时掌握，业务随

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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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利一张图建设。全面集成辖区内各类水旱灾害

信息、水资源信息、水生态信息、基础信息，实现综合展示

及应用。

（3）丛刊水库防洪四预建设。构建数字化场景，强化

丛刊水库防洪“四预”功能建设，支撑水库防洪智能预报调

度，保障水库防洪安全。

（4）水旱灾害防御建设。构建集首页、山洪智能分析、

河流智能分析、报表管理、生态流量管理为一体的水旱灾害

防御系统，为防汛抗旱调度决策提供有力技术支持和科学依

据。

（5）丛刊水库标准化综合管理建设。通过整合水情、

雨情、气象、工情、安监、视频等多种信息，提供水库运行

状态动态监控、智能预警推送、大坝安监智能分析、工程巡

查、事务管理等功能，实现丛刊水库管理模式向现代化、智

能化、协同化转变，有效提高丛刊水库安全运行及管理水平，

保障丛刊水库长期可靠运行。

（6）移动应用建设。基于渝快政上架安卓版本移动应

用系统，满足管理人员移动办公、巡查、监管应用需求。

四、工期

基本同意工期为 6 个月。

五、工程概算

本工程静态总投资为 3293.329528万元。其中: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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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34644 万元，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3007.90486 万元，施

工临时工程 12.040292 万元，独立费用 217.342509万元，基

本预备费 32.607223 万元）。

六、有关要求

（一）请你们按照批复的设计文件和投资规模，严格控

制工程建设标准；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

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监理质量与安全监督体系，主体工程

动工前，项目法人应向当地水行政主管实行安全属地监管备

案，并加强对危险性较大单项工程施工监督实施，确保工程

质量和安全；抓紧工程开工建设，认真编制、审定工程施工

组织方案，确保工程如期建成。

（二）本行政许可决定有效期为三年，自签发之日起计

算。期满后，若该工程未开工建设，本许可决定自行失效；

需延续有效期的，你单位应在有效期届满前三十日提出延续

申请。

附件： 潼南区丛刊水库安全监测项目初步设计报告专

家审查意见书

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

2024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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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办公室 2024年 3 月 4 日印发



- 9 -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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