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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水许可〔2021〕33 号

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
关于灾后水利薄弱环节重庆市潼南区

玉溪镇曹家村堤防水毁修复工程
初步设计准予许可的决定

重庆市潼南区水资源保护利用中心：

你单位《关于审批灾后水利薄弱环节重庆市潼南区玉溪

镇曹家村堤防水毁修复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请示》（潼水源

〔2021〕11号）及相关资料收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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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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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一项规定，结合专家组技术评审意见，经研究，现对灾

后水利薄弱环节重庆市潼南区玉溪镇曹家村堤防水毁修复

工程初步设计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一、工程建设任务及规模

（一）工程位置

灾后水利薄弱环节重庆市潼南区玉溪镇曹家村堤防水

毁修复工程位于潼南区玉溪镇曹家村曹家坝外梁子，涉及河

流为涪江。

（二）工程任务

基本同意本工程主要建设任务为保护堤后耕地。

（三）工程建设规模

1.防洪标准

基本同意本工程防洪标准为 5 年一遇。

2.主要建设内容

本工程主要对原建设堤防水毁部分进行修复，建设内容

为防洪墙。

二、原则同意工程等级及堤防水毁修复方案

同意本工程堤防工程等级为 5 级，主要建筑物、次要建

筑物和临时建筑物级别均为 5 级。

基本同意工程堤防水毁修复方案。

1.地基基础设计

防洪墙选用砂卵砾石层作为基础持力层，对于基础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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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为新近淤积的粉土、粉细砂的工程段，在进行基础处理

时应将其清除，选用合适的材料换填。设计选用砂卵砾石碾

压换填和砂浆卵石换填两种方案进行了对比，推荐采用砂浆

卵石换填。

2.堤身设计

堤身设计采用 C20埋石混凝土防洪墙，埋石率为 20%，

墙高 7.5m，顶宽 2m，底宽 6.5～7.5m，迎水面与背水面坡比

都为 1：0.5；墙前采用卵石回填顺接地面高程，基础埋深不

小于 2m；墙后采用格宾笼压盖+卵石回填至地面高程，格宾

笼上方采用原土回填顺接至地面高程，挡墙每 10m 分缝，在

转角或地形条件突变处均应增设分缝，缝宽 20mm，缝内填

塞闭孔泡沫板，外侧填充双组份聚硫密封胶止水。

三、工期

基本同意施工总工期 6 个月。

四、工程投资及来源

工程初步设计总投资 3570.34 万元，以区发改委批复为

准。

五、有关要求

（一）请你站按要求完善手续，及时开工，并应当自工

程开工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开工备案。

（二）请你站按照审查意见要求和批复的设计文件、投

资规模，严格控制工程建设标准，配合潼南区水利局落实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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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建

立健全质量与安全监督体系。工程主体工程动工前，请按规

定完成相关专项审批，并向潼南区水利局进行安全属地监管

备案。认真做好征地补偿、移民安置和环境保护等工作，抓

紧开工建设，确保工程质量，按期完成工程建设任务。

（三）本行政许可决定有效期为两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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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灾后水利薄弱环节重庆市潼南区玉溪镇曹家村

堤防水毁修复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专家组评审

意见

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

2021年 8 月 3 日

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局办公室 2021年 8 月 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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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灾后水利薄弱环节重庆市潼南区玉溪镇曹家村堤防

水毁修复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专家组评审意见

2021 年 7 月 16 日下午潼南区水利局组织专家在局会议

室组织召开了《初设报告》专家技术审查会，参加会议的有

审查专家（人员名单附后）、业主和勘察设计单位的领导及

代表。专家组会前认真研阅了《初设报告》，会上认真听取

了勘察设计单位的汇报，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提出了修改

意见。根据专家组审查意见，我公司对《初设报告》进行了

补充、修改和完善。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完成《初设报告（报

批稿）》，经专家组再次审核，认为基本达到初步设计阶段

深度的要求，并形成专家组评审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灾后水利薄弱环节重庆市潼南区玉溪镇曹家村堤防水

毁修复工程位于潼南区玉溪镇曹家村曹家坝外梁子，涉及河

流为涪江。

涪江属嘉陵江右岸一级支流，发源于川西北松潘县境内

岷山东麓三舍驿的红星岩，自西北向东南流经平武县城，于

江油武都镇进人丘陵区，经绵阳、三台、射洪、至遂宁市三

新乡出川，向东南流经重庆市潼南，至合川市汇入嘉陵江。

涪江是潼南区最大的过境河流，属嘉陵江一级支流，河面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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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充沛。涪江流域地理位置介于东经 103°47′～106°02′，

北纬 30°05′～32°58′之间。流域面积 36400km2，干流河长

670km，平均坡降 1.4‰，区境内长 67km，流域面积

838.75km2。

2020 年 8 月中旬，受涪江上游特大暴雨和潼南当地大暴

雨叠加影响，潼南区遭遇了 50 年一遇特大洪灾，整个区域

受灾严重，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玉溪镇

曹家村上千亩的耕地和上百座房屋受到了不同程度灾害影

响，工程区内原有的堤防工程遭到了损毁，末端 400m 长的

已建堤防堤脚因洪水冲刷，出现失稳或损坏。

根据项目区洪灾情况，结合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加快灾后水利薄弱环节建设实施方案》

和《重庆市潼南区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灾后水利薄弱

环节重庆市潼南区玉溪镇曹家村堤防水毁修复工程需要尽

快开展。

二、水文

（一）基本资料

工程河段位于小河坝站上游 55km，控制集雨面积

28354km²，与小河坝站集雨面积 29420km²仅相差 3.62%。小

河坝水文站是涪江流域下游控制站，原址位于合川市太和镇

小河坝附近，1951 年 4 月由西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总站设

立，2005年搬迁至潼南县城附近的涪江大桥下游约 500m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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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站观测项目齐全，系列长且连续，可作为本工程水文分析

计算的依据站。将该站作为工程河段水文分析计算设计依据

站可行。

（二）设计洪水

1.工程河段设计洪水

工程河段位于小河坝站上游 55km，控制集雨面积

28354km²，与小河坝站集雨面积 29420km²仅相差 3.62%。偏

于工程安全角度考虑，工程河段设计洪水直接采用小河坝站

的设计洪水成果，5 年一遇洪峰流量为 11600m3/s。

2.分期设计洪水

经点绘小河坝站 1951 年～2018 年历年各月最大流量散

布图，根据本流域的洪水特性，结合施工组织设计需要，确

定洪水分期，计算 11月～翌年 3 月、11 月～翌年 4 月分期

设计洪水。分期内按最大值法独立取样，经频率分析计算，

采用水文比拟法工程河段分期设计洪水。

设计洪水计算方法基本可行，成果基本可用于本阶段。

（三）水位与流量关系

工程河段按照最不利原则选取控制断面。水位流量关系

计算方法基本可行，成果可用于本阶段设计。

三、工程地质

（一）工程区区域构造稳定性及地震评价合理。

（二）工程区主要工程地质问题：堤基抗滑稳定、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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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稳定、堤基不均匀沉降、堤基抗冲稳定、基坑涌水等问

题评价基本恰当。

（三）工程河段岸坡工程地质条件分段及稳定性评价基

本恰当。

（四）工程河段堤脚地基工程地质条件及堤基分类，堤

基持力层建议及处理措施基本合适。

（五）天然建筑材料

1.混凝土骨料

根据地质勘察，本工程位于河漫滩，砂卵砾石储量丰富，

卵砾石成分主要为灰岩、砂岩，强度较高，砂为中细砂。建

议本工程所需砼骨料可采用开挖出的砂卵砾石，经现场冲

洗、筛分、破碎后可进行使用，其储量和质量满足设计要求。

2.块石料

块石料的用量较少，建议采用外购方式。勘察经现场调

查，块石料在遂宁市安居区大昌村块石料场购买。

遂宁市安居区大昌村块石料场，该料场距工程区约

18km，有水泥公路通往工程区，交通运输条件较好。

3.回填料

本工程根据设计，工程河段本次回填料可根据开挖料择

优选取，以开挖砂卵砾石做回填料，不足部分来自河滩砂卵

石料场，其质量及储量能满足工程设计需求。

天然建筑材料调查基本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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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议

建议下阶段加强施工地质工作,堤防工程按 10 年一遇标

准设防。

四、工程任务和规模

（一）工程任务

灾后水利薄弱环节重庆市潼南区玉溪镇曹家村堤防水

毁修复工程为灾后重建项目，工程任务应与原建设堤防保持

一致，确定本次工程主要建设任务为保护堤后耕地。

（二）防洪标准

项目区原堤防主要任务为保护耕地免于洪水冲刷，防洪

标准为 5 年一遇。本工程是堤防水毁修复工程，修复工程与

原堤防建设任务和标准一致。防洪标准为 5 年一遇。

修复工程防洪标准选用基本可行。

（三）治理范围

工程起于曹家坝外梁子 1 社上游 400m 处已成防洪堤，

止于曹家坝小码头。

治理范围选取基本合理。

（四）堤线布置和堤距选择

1.堤线布置

堤线布置应根据防洪规划，地形、地质条件，河流或海

岸线变迁，结合现有及拟建建筑物的位置、施工条件、已有

工程状况以及征地拆迁、文物保护、行政区划等因素，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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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济比较后综合分析确定。遵循以下原则：

1）堤线布置应与河势相适应，并宜与大洪水的主流线

大致平行。

2）堤线布置力求平顺，相邻堤段间平缓连接，不采用

折线和急弯。

3）堤线应布置在占压耕地、拆迁房屋少的地带，并宜

避开文物遗址，同时应有利于防汛抢险和工程管理。

4）堤防工程宜利用现有堤防和有利地形，修筑在土质

较好、比较稳定的滩岸上，留有适当宽度的滩地，宜避开软

弱地基、深水地带、古河道、强透水地基。

2.方案比选

本次设计布置了两个方案进行比较。

方案一布置思路是沿着河滩边线和曹家坝外梁子 1社居

民房屋外堤坡布置，对原冲毁的防洪堤进行修复重建，对居

民临河侧岸坡进行防护，充分利用河滩地，工程堤线总长度

1223m，其中防洪堤修复重建段长度 436m，新建坡式护岸长

度 787m。

方案二布置思路是将堤线后退，占用部分农田，不侵占

或少侵占河滩地，不缩小河道的行洪断面，方案二堤线全长

1126.70m，前端 400m 走向与方案一基本一致，末端 726.7m

绕过曹家坝外梁子 1社居民房屋，通过房屋背水侧接至下游。

通过工程地质、方案布置、行洪影响、施工条件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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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多方面比较，方案一在工程地质方面较方案二优，其它

各方面方案二优于方案一，综合考虑，本次设计选择堤线布

置选择方案二做为推荐方案

堤线布置和方案比较选择基本合理。

（五）设计洪水水面线

根据《涪江双江航电站枢纽工程移民安置规划报告》中

水库回水位成果，结合一维数学模型推算水面线，方法正确，

成果基本合理。

（六）护岸顶高程

同意堤顶超高及堤顶高程计算成果。

灾后水利薄弱环节重庆市潼南区玉溪镇曹家村堤防水

毁修复工程堤顶高程介于 255.36m～255.80m 之间。

（七）工程规模和主要建设内容

1.工程规模

本工程位于潼南区玉溪镇曹家村，堤防总长 1126.70m，

起于曹家坝外梁子 1 社上游 400m 处已成防洪堤，止于曹家

坝小码头。

2.主要建设内容

灾后水利薄弱环节重庆市潼南区玉溪镇曹家村堤防水

毁修复工程主要对原建设堤防水毁部分进行修复，建设内容

为防洪墙。

五、工程布置及主要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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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物级别

本次设计采用 5 年一遇的防洪标准，根据《堤防设计规

范》（GB50286-2013）和《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

准》（SL252-2017），本工程堤防工程等级为 5 级，主要建

筑物、次要建筑物和临时建筑物级别均为 5 级。

（二）堤型选择

修复工程堤型与原堤型一致，采用防洪墙的型式。

堤型选择基本合理。

（三）工程总布置

修复工程起于曹家坝外梁子 1 社上游 400m 处已成防洪

堤，止于曹家坝小码头。新建防洪堤长度 1126.70m。全段堤

身均采用梯形防洪墙型式。堤线均位于涪江右岸。

工程总布置基本合理。

（四）主要建筑物设计

1.地基基础设计

防洪墙选用砂卵砾石层作为基础持力层，对于基础地质

揭露为新近淤积的粉土、粉细砂的工程段，在进行基础处理

时应将其清除，选用合适的材料换填。

设计选用砂卵砾石碾压换填和砂浆卵石换填两种方案

进行了对比，推荐采用砂浆卵石换填。

地基基础处理设计基本合理。

2.堤身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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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身设计采用 C20埋石混凝土防洪墙，埋石率为 20%，

墙高 7.5m，顶宽 2m，底宽 6.5～7.5m，迎水面与背水面坡比

都为 1：0.5；墙前采用卵石回填顺接地面高程，基础埋深不

小于 2m；墙后采用格宾笼压盖+卵石回填至地面高程，格宾

笼上方采用原土回填顺接至地面高程，挡墙每 10m分缝，在

转角或地形条件突变处均应增设分缝，缝宽 20mm，缝内填

塞闭孔泡沫板，外侧填充双组份聚硫密封胶止水。

主要建筑物设计基本合理。

六、施工组织设计

（一）施工条件

工程河段对外交通较为便利，施工场地易于布置，施工

场地条件较好。工程施工所需主要材料：水泥、钢材等均从

潼南区城区购买。

施工条件陈述基本清楚。

（二）施工导流

1.导流标准

导流建筑物级别为 5 级，工程导流建筑物洪水标准采用

5 一遇，堤身度汛标准采用 10 年一遇，符合《水利水电工程

施工组织设计规范》（SL303-2017）的规定。枯期导流时段

为 11 月～次年 4 月，相应导流时段的流量对应涪江导流流

量为 558m³/s。

2.导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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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流时段工程区水位 245.15m，较工程建设区域场地高

程低 5m 以上，本工程不设导流设施，原河道导流，施工期

间做好水情监测。

（三）料场的选择与开采

本工程所需块石料在遂宁市安居区大昌村块石料场购

买，运至工程区约 18km；本工程所需砼骨料可采用开挖出

的砂卵砾石，经现场冲洗、筛分、破碎后可进行使用，其储

量和质量满足设计要求；所需的木材、汽油、柴油、水泥、

等材料，均从潼南区城区购买，运距约为 35km；以上材料

均有公路直达，交通方便。

（四）主体工程施工

主体工程的施工程序、施工方法、配置的主要机械设备

基本可行。

（五）施工交通运输

1.利用现有公路作为工程的对外交通线路，可行。

2.工程区场内交通便利，沿防洪堤修建一部分临时施工

道路以满足施工需求，场内施工交通运输规划基本可行。

（六）施工工厂设施

规划的施工工厂设施项目、生产规模、主要机械设备基

本可行。

风、水、电、通信及照明规划基本可行。

（七）施工总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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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工总布置的规划原则及分区规划可行。

2.本工程根据设计，工程河段本次回填料可根据开挖料

择优选取，以开挖砂卵砾石做回填料，其质量及储量能满足

工程设计需求，土石方平衡后的工程弃渣用于堤后陆域回

填。出渣及土石方平衡利用规划基本可行。

3.本工程占地共计 35.25亩，其中永久占地 13.05 亩，临

时占地 22.2 亩。施工总布置基本可行。

（八）施工总进度

施工总进度编制基本可行，总工期 6 个月。

七、工程占地

永久占地 13.05亩，临时占地 22.2亩。

八、水土保持及环境保护设计

水土保持及环境保护设计基本可行，下阶段应进一步完

善水环保措施设计。

九、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

本篇编写基本可行。在施工、运行及管理的全过程中，

必须严格按照现行有关规程、规范进行操作。

十、工程管理

基本同意本阶段确定的灾后水利薄弱环节重庆市潼南

区玉溪镇曹家村堤防水毁修复工程建设期及运行期管理体

制和机构设置基本合理，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基本可行。

十一、投资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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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投资概算编制依据及定额符合现行规定，各项费用

基本合理。工程初步设计总投资 3570.34 万元，以区发改委

批复为准。

十二、经济评价

基本同意国民经济评价计算的原则与方法，该项目经济

内部收益率大于 8%，评价指标满足有关规范要求，具有较

好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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