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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划界工作背景

1.1 河湖划界的必要性

河湖及水利工程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是保障

和服务民生的重要物质载体，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界线划定是依

法保护水利工程的重要措施，是加强水利工程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通过划界明确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有利于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水利

工程，有利于水利工程安全和运行、有利于提高水资源支撑保障能力。

划定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是加强河湖管理和

水利工程管理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是水利部门依法行政的前提条件，

更是落实省委省政府、水利部深化水利改革和全面推行河长制的重要

任务，对于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与保护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效益具有重

要意义。2014年水利部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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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情况调查工作的通知》

(办建管〔2014〕186号)，《湖南省自然资源生态空间统一确权登记工

作实施方案(2015-2020年)》湘办发〔2016〕2号)、《自然资源统一确

权登记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16〕192号)、《关于全面推行河

长制的实施意见》(湘办〔2017〕13号)、《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国



华容河（君山段）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方案

2

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全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湘水发〔2018〕

22号)等文件，对河湖划界确权工作进行了部署。

河湖管理范围划界实施方案是开展划界确权工作的依据。区水利

局联合区自然资源规划局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组织开展完成了《华容

河（君山段）河道管理范围划界实施方案》制定工作。实施方案编制

依据《水法》、《土地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办法》等法律法规规

定和有关技术标准及上级相关文件精神的要求，明确了划界确权目标

任务、工作内容、划界原则和标准、责任分工、实施安排、进度要求

和经费保障等内容，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注重可操作性。实施方案

编制过程中，注重资料收集、现场勘查等基础工作，水利、自然资源

和规划、住建、交通、林业等部门沟通协调，确保实施方案切实可行。

1.2 工作目标

1.2.1总体目标

各地要按照 2020年年底前基本完成河湖管理范围划定的目标，精

心组织，倒排工期，加快进度，强化督导，确保按期完成任务。2019

年完成全省流域面积在 50 km2以上河流及常年水面面积在 1 km2以上

湖泊的管理范围划界方案编制及审查工作；2019年全省完成划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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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批工作；2020年完成河湖管理范围界桩埋设工作。

1.2.2区域现状

因我区华容河（君山段）之前未曾做过河道管理范围划定，致使河

道管理范围不明确，权属不清，因管理范围不清导致的水事违法事件

和水事纠纷时有发生，加之缺乏大数据管理，河道管理部门不能依法

行使国家赋予的管护权力，从而导致河道违法行为不能及时有效制止，

涉河建设项目管理不到位，河道执法难度加大。因此，必须尽快开展

河道划界工作，进一步明确河道管理和保护范围，解决界限不清，权

属不明、认识不统一的问题，进而有效开展河道监管和执法，建立范

围明确、权属清晰、责任落实的的河道管理责任体系，确保河道整治

和水域保护规划的顺利实施。

1.2.3区域目标

按照《湖南省河长制工作委员会湖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快推

进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湘河委办〔2019〕3号）文要求，

在 2019年 9月底完成君山区河道划界方案审核，10月底完成公示，

11月底完成批复，12月底公告，2020年完成界桩埋设的总体要求推

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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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工作内容

1.3.1工作线路

本次华容河（君山段）划界工作步骤如下：

（1）通过收集地形图、水系资料、相关水利规划、管理规定，进

行分析和整理解读；

（2）对规划范围内的对象进行现场调研，总结相关问题，构思初

步对策；

（3）在前述基础上确定分级分类的保护、管理范围线划定标准并进

行初步划定，并测算划界工程量及经费；

（4）将初步划定的成果与周边区域的用地规划等信息进行协调；

（5）合理进行局部调整，落实保护、管理范围线在规划审批过

程中的使用方式；

（6）征求部门和公众意见，完成最终成果；

（7）发布公告，测量放样、埋设界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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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工作任务

本次河道划界任务主要有：

（1）本次华容河（君山段）总计需划界范围长度 46.391km，其中北

支需划界长度 14.05km，南支需划界长度 19.48km，小团洲垸内需划界

长度 12.86km。

（2）结合君山区实际情况，研究河道管理范围线划界方法；

（3）总结划界方法，划定华容河（君山段）域内管理范围线，并设

置界桩、界牌(有堤防河段，洪水位线和管理范围线两条线均划，无堤

防河段，仅划管理范围线)。

1.3.3工作范围

华容河按 1954年历史最高洪水位为划定依据，根据相关规定结

合实际情况，管理范围为堤防背水坡脚向外水平延伸 30m，经过城有

堤防段背水坡侧部分被城镇建设开发出来，原则上以背水坡脚线外延

10m划线，但必须结合实际地形布置。

本次河道划界的范围：华容河（君山段）北支上至华容县新华垸

新河闸，下至钱粮湖镇六门闸，堤防岸线长 14.05km，南支上至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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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新华垸轭头湾闸，下至钱粮湖镇六门闸，堤防岸线长 19.480km，南

北两支在钱粮湖镇罐头尖电排汇合后形成的小团洲垸内堤防岸线长

12.86km（起点为小团洲垸双合机埠，终点为小团洲垸南堤拐处）。华

容河（君山段）总计需划界管理范围线长度 46.391km，其中： 北支

需划界长度 14.05km，南支需划界长度 19.480km，小团洲垸内需划界

长度 12.86km。 河道管理范围界桩共计 50个，河道管理范围告示牌

13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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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河段基本情况

华容河流域面积 1528.13km2，其中湖北石首 531 km2，湖南华容县

668.33 km2 ,君山区 328.8 km2。沿河两岸修建防洪堤 157.725km，其中

湖北 16.94 km，湖南 140.785km。流域内共挽围垸 9个，分别是：湖

北石首市陈公东垸、陈公西垸；湖南华容县人民大垸（一般垸）、新

太垸（蓄洪垸）、护城大垸（重点垸）、新华垸（蓄洪垸）；君山区

钱粮湖南、北垸及小团洲垸（蓄洪垸）。堤垸防洪保护面积 714.1 km2，

排涝面积 853.3 km2。

1958年经湖南、湖北两省协议，报中央批准，上游调弦口堵坝建

闸，下游围垦钱粮湖农场，并于旗杆咀建闸与洞庭湖分隔。形成一条

上下人工控制的内河。根据《协议》，当长江监利水位达到 36.0m时

（冻结吴淞），预报有上涨且超过 36.57m（冻结昊淞）时，调弦口扒

坝分洪，扒坝分洪最大流量为 1440m3/s。

华容河（君山段）境内两岸堤防总长 46.391km，所流经的钱粮湖

垸（实际分为钱南垸和钱北垸）属重点蓄滞洪区。防洪大堤加修标准

按 54年当地最高洪水位再加安全超高， 因 1958年围挽钱粮湖农场，

廷长了华容河 11km，,据准算壅高当地水位 0.8m；故大堤堤顶设计高

程，当地 1954 年最高洪水位+壅高水位+安全超高。即城关站

35.85+0.8+1.5=38.15m（重点完河堤安全超高 1.5m，一般垸、蓄洪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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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堤安全超高 1.0m）从 1989年开始标准大堤建设，2010年围堤加固

工程，区域内华容河两岸堤防建设均已达标。

根据资料收集、现场调查，结合水利普查资料统计，华容河（君

山段）堤防工程主要分布见下表 2.1—1。

表 2.1-1 华容河（君山段）堤防统计表

序号 名称 起点 终点 长度（km) 堤防编码

1
华容河右岸堤-君

山区段

钱粮湖镇托龙

山居委会

钱粮湖镇六门闸居

委会
19.48 430611000006

2
华容河左岸堤-君

山区段

钱粮湖镇文家

湾村
钱粮湖镇观音村 14.05 430611000005

3
小团洲堤—君山

区段

钱粮湖镇团洲

村
钱粮湖镇团洲村 12.861 430611000009

2.1 河段洪水位情况

依据《防洪标准》第 3.0.3条规定，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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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批准的《洞庭湖区综合

治理近期规划报告》中关于设计洪水位的描述为：“松滋水系、太平水

系属西洞庭湖区，其两岸堤防设计水位标准同西洞庭湖区，藕池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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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东、南洞庭湖区，其堤防设计水位拟定原则同东、南洞庭湖区即按

1954 年最高洪水位设计”。水利部水总规[2000]42号文中关于设计洪

水位的审查意见为：“同意洞庭湖区蓄洪垸堤防设计洪水位按水利部

1998年对洞庭湖区综合治理近期规划报告批复意见确定，即东、南洞

庭湖区仍按 1954年实测最高水位确定；西洞庭湖及松滋、太平水系以

解放以来 1991年实测最高水位为设计洪水位”。

华容河位于东洞庭湖区，根据《洞庭湖区综合治理近期规划报告》

和水利部水总规[2000]42号文，其外河（外湖）堤防设计洪水位按 1954

年实测最高水位确定。

调弦口 1954年型设计洪水位为 36.77m，华容站 1954年实测最高

水位为 33.92m，六门闸为 33.06m（该水位为钱粮湖蓄洪水位即二门闸

水位，六门闸 54年实际最高水位为 32.81m），堤防设计洪水位采用

调弦口、华容及六门闸站水位直线内插求得，华容河水面线成果如下

表 2.1—2~表 2.1—3。



华容河（君山段）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方案

10

表 2.1—2 华容河主河道及北支河道划界各桩号设计水位表

序号 主河道+南支控制点 常水位水面宽(m) 里程(m) 设计洪水位（1954 年，m)

1 六门闸（外） -14270 33.06

2 六门闸（内） -14270 33.06

3 罐头尖 -7880 33.24

4 华容站 16780 33.92

1 君山区起点 0 33.06

2 143 1000 33.09

3 观音闸（北支） 161 1770 33.11

4 157 2000 33.12

5 193 3000 33.14

6 163 4000 33.17

7 钱粮湖口大桥 150 4600 33.19

8 168 5000 33.20

9 164 6000 33.23

10 罐头尖 245 6390 33.24

11 200 7000 33.25

12 151 8000 33.28

13 150 9000 33.31

14 124 10000 33.34

15 122 11000 33.36

16 114 12000 33.39

17 131 13000 33.42

18 108 14000 33.45

19 君山区终点 154 14270 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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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河道+南支控制点 常水位水面宽(m) 里程(m) 设计洪水位（1954 年，m)

1 六门闸（外） -14270 33.06

2 六门闸（内） -14270 33.06

3 罐头尖 -7880 33.24

4 华容站 16780 33.92

1 君山区起点 0 33.06

2 143 1000 33.09

3 观音闸（北支） 161 1770 33.11

4 157 2000 33.12

5 193 3000 33.14

6 163 4000 33.17

7 钱粮湖口大桥 150 4600 33.19

8 168 5000 33.20

9 164 6000 33.23

10 罐头尖 245 6390 33.24

11 200 7000 33.25

12 151 8000 33.28

13 150 9000 33.31

14 124 10000 33.34

15 122 11000 33.36

16 114 12000 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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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华容河南支河道划界各桩号设计水位表

序 主河道+南支控制点 常水位水面宽(m) 里程(m) 设计洪水位

1 六门闸（外） -14270 33.06

2 六门闸（内） -14270 33.06

3 罐头尖 -7880 33.24

1 罐头尖 245 0 33.24

2 84 1000 33.27

3 89 2000 33.30

4 103 3000 33.32

5 145 4000 33.35

6 72 5000 33.38

层山大桥 74 5370 33.39

2.2 河段岸线情况

华容河（君山段）经过 1956年新建、1989年标准大堤建设、2010

年综合治理后，区域境内两岸均以布置堤防，并达标使用。沿线堤防

均为土质大堤，外坡比为 1：2.5，内坡比为 1：3，堤防高 4～9.5m，

堤顶 5~11m，草皮护坡。现状岸线保护较好，少有淤积，但不影响河

道正常行洪根据沿岸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土地资源状况，以及

洪水及水资源特点等，华容河（君山段）岸线利用方式较单一，目前

主要利用方式为取排水口及简易农用渡口等。详见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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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华容河（君山段）岸线情况

岸

别

起点 终点 有堤防 无堤防

备注
河道

里程

数

（km

）

点位坐标

河道

里程

数

（km）

点位坐标

堤

防

等

级

长度

（km）

堤段

高程

（m）

堤顶

宽度

（m）

是否

达标

长度

（km

）

地面

高程

（m）

左

岸

K0+0

00

3261318.260

,380784.083

K14+2

70

3263711.485,

371744.598

3

级
14050

33.06-

34.56
5.8-6 是

干流+

北支

K0+0

00

3261165.464

,375667.847

K6+20

0

3260789.844,

370475.953

3

级
6200

32.06-

33.56
5-6 是 南支

右

岸

K0+0

00

3261165.464

,375667.847

K12+0

9

3261617.252,

365951.322

3

级
17655

34.86-

35.06
6-8 是 南支

K0+0

00

3261165.464

,375667.847

K6+70

0

3262933.296,

371272.387

3

级
6700

32.06-

33.56
5-6 是 北支

说明:1）起点和终点填写河道里程数和点位坐标，其中，河道里程数为从下游至上游的河流

中心线长度，下游与本县级行政区划交界处里程为 0km；2）表中坐标系统:2000国家大地坐

标系，高斯投影，标准 3度分带；高程系统：1985国家高程基准；3）堤防等级按照堤防设

计规范进行填写。

2.3涉河建筑项目情况

根据沿岸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土地资源状况，以及洪水及

水资源特点等，华容河岸线利用方式多样，目前主要利用方式有：港

口、桥梁、码头、取排水口、拦河设施等等。城区段利用率相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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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段则多以自然岸线为主。据不完全统计，华容河君山段主要涉及

临河建筑物（涵闸）13处，跨河建筑物（桥梁）2处，另在六门闸有

船闸 1座，以运送砂卵石、煤炭为主，跨河建筑物详见表 2.3—1。

表 2.3—1 华容河（君山段）段岸线情况

序

号

项目名

称

项目概位坐标

在建/

已建

所在行政村

组

岸

别

建成

时间

占用岸线长

度（m）

水利部门

审批文号

东经 北纬

1
层山大

桥

112°40´

20.69"

29°27´

22.07"
已建

雅园居委会、

团洲村

跨

河

2
钱粮湖

口大桥

112°44´

11.81"

29°27´

29.18"
已建

六门闸居委

会、乾隆村

跨

河

2001

年

说明:1）本表格的填报范围为只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已建或在建项目；2）项名称：已建、

在建且已办理涉河建设方案许可项目，当前项目名称与涉河建设方案许可项目名称不符时，

分别填写当前项目名称、许可项目名称；当前项目名称与涉河建设方案许可项目名称一致时，

只填写许可项目名称。未办理涉河建设方案许可、报批的项目只填写当前项目名称。3）项目

概位坐标：填写项目主要涉河建（构）筑物中点坐标。4）岸别：“左岸”是指面向河流下游方

向的左侧河岸；“右岸”是指面向河流下游方向的右侧河岸。5）建成时间填写年月，统一填写

6位，如 2017年 6月写为 201706。6）占用岸线长度：是指有关部门批复的本工程占用岸线

长度或土地利用红线占用岸线长度。未办理许可的项目按实际占用岸线长度填写。7）没有水

利部门审批文号的填“无”。

华容河（君山段）电排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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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土地权属情况

国土调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是全面查实查清国土资源的

重要手段。权属调査是地籍调査的重要环节，是地籍测量的前提和基

础，其调査单元是宗地（被权属界址线所封闭的地块）。土地权属调

查工作是一件为土地法律登记奠定基础的工作，既要真实地记录实地

土地权属的状况，也要包括土地权属主体认定的状况。调查成果经土

地权利人认定，便可同地籍测量的成果一并作为审核和制作土地权属

法律文书的基础。

2013年，省自然资源厅为开展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组织开

展了 1：5000所有权确权调查底图制作，工作底图为 1：5000正射影

像，地面分辨率为 0.5m。对于部分 1：2000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

不成图区可以将野外实测的无堤防河道两侧地形图叠加该影像作为工

作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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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历史划界情况

华容河（君山区段）历史上未开展过划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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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原则及依据

3.1 基本原则

按照水建管[2014] 285号文、湘办[2017]13号文《关于全面推行

河长制的实施意见》，和湘水发[2018]22号文《湖南省水利厅、湖

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全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的要

求确定本次华容河君山区河段河道划界的基本原则为：依法依规、

分级负责、因地制宜、分部实施原则。

（一）坚持依法依规，依法划定。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

例》、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试行）》、 《湖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河道管理条例〉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文件、技术标准等为依据，

依法依规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

（二）坚持因地制宜，统筹兼顾。

考虑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实际要求，按照尊重历史、注重

现实的原则，因地制宜确定管理范围划定标准。要结合第三次士地

调查，统筹推进相关工作。在现有河湖管理体制和格局的基础上，

为相关改革预留空间，做好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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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在县市区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按照职责分工承担范围划定、界桩埋

设及产权登记等具体工作；省市两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技术指导、

审核及督查工作。

（四）坚持统一标准，统一底图。

划界工作统一工作底图，统一数据标准。已经完成划界的，要按

照新的标准对成果资料进行核实整理。

3.2 工作依据

3.2.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从民其和国主席令第 74号，

2016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8

号，2016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号,2017年

修订）；

（4）《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656号）；

（5）《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 63号）；

（6）《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湖南省第十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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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1号）；

（7）《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湖南省

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58号）；

（8）《湖南省水利水电工程管理办法》（1989年 2月 25日湖

南省人民政府发布，2011年修正）；

（9）《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办法》（湖

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43号，2008年修正）；

（10）《湖南省洞庭湖区水利管理条例》（湖南省第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5号）；

（11）《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75号）；

（12）《洞庭湖区综合治理近期规划报告》；

（13）其他相关地方政策法规。

3.2.2政策文件

（1）《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水规计〔2014〕48

号）;

（2）《关于加强河湖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水建管〔2014〕6号）；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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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关于抓紧划定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的通知》（水利部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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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5号）；

（5）《关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用地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

（2001）355号）;

（6）《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意见》（湘办〔2017〕13号）；

（7）《湖南省自然资源生态空间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安施方案，

（2015—2020年》（湘办发（2016）2号）；

（8）《水利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水流产权确权试点方案）的通

知》（水规计（2016）97号）；

（9）《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试行）》（国土发（2016）192

号）。

3.2.3技术标准规范

（1）《防洪标准》（GB50201—2014）；

（2）《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50286—2013）；

（3）《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范》（SL171—96）；

（4）《河道整治设计规范》（G150707—2011）；

（5）《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

（6）《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和规范》（GB/T18314—2009）；

（7）《1:500 1:100 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GB/T7930—2008）；

（8）《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4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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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24356—2009）；

（10）《全球定位系统 GPS测量规范》（GB/T18314—2009）；

（ 11）《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 RTK）技术规范》

（CH/T2009—2010）

（12）《湖南省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建设技术规定》（修订版）；

（13）《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全省河湖管理范

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湘水发〔2018〕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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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织实施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要求，本次华容河（君山段）河段管理范围划界方案 ，

由区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安排，并承担具体编制工作，方案经区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区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签后报市水利局、市

自然资源局审核，再报区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具体程序如下：

编制管理范围线图及划界方案送审稿

将相关成果区君山区水利局、自然资源局网站上依法公示（因保密

原因不可公开的，可不公示），征求各方面意见，区水利局组织审查，

出具初步审查意见；

根据初步审查意见修改完善送审稿

区水利局、自然资源局会签文件；

市水利局、自然资源局审核；

根据审核意见，修改形成报批稿；

报区人民政府批准。

将批准成果，在区水利局、自然资源局网站公示。

4.1 已有资料收集

4.1.1第一次水利普查

2010 至 2012 年省水利厅牵头组织，利用省自然资源厅提供的

1:50000或 1:10000地形图，普查成果虽然比例尺较小，精度较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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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水利设施采用不依比例尺点要素或半依比例尺线要素表示，无法

确定水体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范围和准确位置，也无法量算水利要素的

准确占地面积，但普查成果中采集了河流、堤防工程的详细信息，包

括名称、类型、级别、高度、设计水高潮等属性，能够为河湖管理范

围划定提供参考，相关属性值可以录入到本项目的 1:2000数字线划图

中，丰富管理范围数据库的内容。

本次华容河（君山段）河道划界实施方案堤防工程数据主要依托水

利普查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正。

4.1.2水文规划设计相关资料

收集河道岸线利用与保护规划、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水文观测（无

堤防河段）、水利工程征地或划拨文件等资料，可作为管理范围划定

的参考依据。

本次华容河（君山段）河段管理范围划定实施方案我们主要收集到

君山区水利普查资料及 2010年 11月《洞庭湖区华容河综合治理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修订本）等现有水利及相关工程设计洪水成果。

4.1.3已有管理范围划界资料

部分河段已自行组织管理范围划界，划界成果经复核符合本次划

界相关标准且经政府公告的可以直接利用划界成果，并对原划界成果

进行规范化整理入库，形成符合本技术规定的标准划界成果。原划界

成果经复核符合本次划界相关标准，但未经政府公告的，需要补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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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相关手续，并对成果资料进行规范化整理入库。

4.1.4基础图件资料

4.1.4.1 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

该成果包括正射影像图和数字线划图，现势性强，覆盖全省大部分

地区，其数字线划图涵盖本次划界所需要的大部分地物要素，可以直

接裁取河道两侧一定范围内的成果，基于原始航摄影像、控制测量成

果和空三加密成果等项目过程成果，直接恢复立体像对，根据确权划

界的需要，在立体环境下补充采集等高线等辅助要素，与相应的数字

正射影像叠加，形成河湖管理范围确权划界的工作底图。

2019年 7月，区水利局从湖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调出全省统

一工作底图，在此基础上进行划界工作。

4.1.4.2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工作底图

2013年，省国土资源厅为开展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组织开

展了 1:5000所有权确权调查底图制作，工作底图为 1:5000正射影像，

地面分辨率为 0.5m。对于部分 1:2000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不成图

区可以将野外实测的无堤防河道两侧地形图叠加该影像作为工作底

图。

4.1.4.3 其他大比例尺基础图件

重点收集部分 1:2000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不成图区内，通过

其他项目，已施测的大比例尺基础图件，经精度检核后可用于制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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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划界工作底图。

4.1.5 农村集体士地所有权确权

2012年至今，在省国土资源厅的组织下，湖南省各地市均开展了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工作，外业调查已经全部通过省级预检，数

据库建设已基本完成，该成果采用 1980西安坐标系，经过坐标转换后

可用作河湖管理范围划界的参考。在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过程中与河

道有关的调查成果基本仅由村组单方指界，在河湖管理范围划界确权

工作中可作为管理范围划定的参考，对于符合本次河湖管理范围确权

划界要求的，可直接利用该确权成果作为管理范围界线。

4.2 工作底图制作

4.2.1已有资料预处理

（1）对于无堤防河段的洪水位值进行高程基准转换，将收集到的

无堤防河段所有洪水位值高程基准转换统一到 1985国家高程基准。

（2）基于区域周边高等级控制点计算转换参数，对农村集体土地

所有权确权等非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成果进行坐标转换，将所有数据

资料的平面坐标系统一为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高斯投影，标准 3

度分带。

（3）将收集到的征地范围线、已登记土地权籍图、规划设计图等重

要纸质资料进行矢量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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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河湖划界参考要素补充采集

在航测立体采集系统下，正确设置立体测图所用的各种参数，恢复

航摄数字影像的立体模型，基于 1:2000航摄资料补充采集水域外围

100—200m范围内对于河湖管理范围划界有参照基准作用的相关地物

要素，包括等高线、河口线等，遇到山体或城区时可根据需要适当缩

小测量范围。采集等高线时，等高线平地和丘陵地区基本等高距 1m，

山区高山区为 2m。

2019年 8月，我公司测量人员对华容河（君山段）现场进行点位

实测，并对相关点位进行校对，补充采集了部分建筑物特征数据。

4.2.3地形图补充测量

本次利用现有 1/2000数字线划图成果，未进行地形图补充测量。

4.2.4数据整合

（1）根据第一次水利普查，地理国情普查以及地方水利部门提供的

相关资料，补充完善河流面和堤防等要素的属性值。不同防洪等级河

段对应的水系结构线应断开，并分别赋相应属性值。

（2）对有空间地理数据的堤防规划和权源资料进行格式转换、坐标

转换等处理，对无空间地理数据的堤防规划和权源资料尽量根据界桩

点坐标和文字说明进行矢量化，形成空间数据。

（3）将处理后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成果、空间矢量化后的规

划设计和权源资料、1:2000正射影像和立体下采集的相关要素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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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河湖及水利工程确权划界的工作底图，工作底图可以按河流或河

段为单元保存，图名按江（河）名及河段编。

4.3 管理范围室内初步划定

4.3.1洪水位分析计算

4.3.1.1 气象

工程区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和湿润，四季分明，无霜期长，

宜于农作物生长。

据华容气象站 1959年~2006年资料统计，年均日照时数 1776小时；

多年平均气温 16.9℃，历年最低气温—12.6℃（1977年 1月 30日），

历年最高气温 40℃（1971.7.21）；多年平均降雨量 1265.6mm，历年

最小降雨量 750.9m（1968年），历年最大降水雨 1930.7mm，（2002

年）：多年平均蒸发量 1200.5mm；多年平均最大风速 13.7m/s，历年

最大风速 18.3m/s，相应风向 NNE。降雨量主要集中在 4月~6月，三

个月的降雨量占全年总雨量 41.7%，华容站气象特征值统计见表

华容气象特征值统计

项目 年降雨量 年蒸发量 气温（℃） 年日照时（h）

多年平均 1262.6 1200.5 16.9 1776

历年最大 1930.7 1347.8 40.0

发生时间 2002年 1990年 1971年 7月 21

历年最小 750.9 995.4 -12.6

发生时间 1968年 1982年 1977年 1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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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所属流域

藕池河，位于湖北省公安、石首 2县交界的天心洲附近，系清咸丰

年间因江堤决口不塞而成，长江入洞庭湖的"四口”之一。藕池河水系

紊乱，江流入口后，主要分为东、中、西三支。

东洞庭湖，位于长江中游荆江江段南侧，介于北纬 28°59″至 29°38″，

东经 112°43″至 113°15″之间，濒靠湘北历史文化名城一岳阳市，全区

总面积 19万 hm2。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国际湿地公约”收

录的由中国政府指定的 21个国际重要湿地自然保护区之一，主要保护

洞庭湖湿地生态和生物资源。该区域地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日照充

足，雨量充沛，年均气温 17℃°，降水量 1200至 1300m，无霜期 285

天。东洞庭湖独特的生态环境孕育了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物种具有

古老独特、珍稀度高的特征。洞庭湖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仅存的两个

自然通江湖泊之一，在调节长江洪水径流、保护物种基因或生物多样

性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4.3.1.3 水文基本资料

工程区域有华容县域雨量站：长江平流上有新厂、下有监利（姚圻

脑）水文站及石首、调弦口水位站：华容河有六门闸水位站及华容水

文站：洞庭湖洪道有岳阳水位站及城陵矶（七里山）水文站等，上述

测站除六门闸为讯期观测站（地方没站）、华容水文站于 1959年停测

外，其余观测资料系列较长。经分析，工程区域水文站网布设满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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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分析要求，主要测站基本情况见裂 4.3-2。本报告除特别注明外，均

采用 85国家高程系统。

表 4.3-2 主要水文（位）测站基本情况表

河道 站名 站别
主要观测资料及年份 冻结吴淞

与85黄海

水位 流量 泥沙

长江

新厂 水文

站

1954.10-至今 1954-1990 1954-1990 1.775

石首
水文

站

1951.4-1953.

4

1951.4-1953.

4
1951.4-1953.4 2.011

调弦口
水位

站
1950.9-至今

1947.10-1949

.2

1950.3-1955

1947.10-1949.

2

1950.3-1955

2.425

监利（姚

圻脑）

水文

站
1950.8-至今

1950.8-1959

1967-至今

1950.8-1959

1967-至今

2.074

华容河

华容
水文

站

1930.7-1938.

7

1946.1-1949.

2

1953.1-1959.

1

六门闸 水位 1958-至今 1.94

洞庭湖

城陵矶

（七星

里）

水文

站

1930.7-1938.

7

1946.1-1949.

2

1930.7-1938.

7

1946.1-1949.

2

1930.7-1938.7

1946.1-1949.2

1950.1-至今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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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4 洪水

荆南四河天然分泄荆江洪水入洞庭湖调蓄，遇较大洪水有荆江分

洪区、涴市扩大区、虎西备蓄区分蓄荆江地区超额洪水，洞庭湖接纳

四口分流及四水入汇，经调蓄后由城陵矶注入长江，因此湖区洪水与

长江干流洪水息息相关，荆江洞庭湖形成复杂的江湖关系。

长江流域面积大，按暴雨地区分布和移动情况，长江洪水可分为全

流域型大洪水和区域性大洪水两种类型，此外，还有由短历时、小围

特大暴雨引起的突发性洪水。

长江流域洪水发生的时间和地区分布与暴雨一致。一般是中下游洪

水早于上游；江南早于江北岸。洪水主要出现时间，中下游鄱阳湖水

系、洞庭湖的湘、资、沅水洪水一般为 4~7月；澧水、清江稍晚，并

与上游南岸支流乌江洪水发生时间同为 5~8月，金沙江和上游北岸各

支流为 6~9 月；中游北岸支流汉江为 6~10月。长江上游干流受上游

各支流洪水的影响，洪水主要发生时间为 7~9月，长江中下游干流因

承泄上游和中下游支流的洪水，汛期为 5~10月。

长江流域年最大洪峰出现时间，以洞庭湖水系的湘江、资水、澧水

和鄱阳湖水系的赣江、信江最早，3月就可出现年最大洪峰。而年最

大洪峰最迟出现时间，则以清江长阳站和汉江皇庄站最晚，11月份仍

可出现。上游干流站洪峰主要集中在 7~8月，中下游干流主要集中在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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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游两岸多崇山峻岭，江面狭窄，河道坡降陡，洪水汇集快，

河槽调蓄能力较小。长江流域暴雨的走向多为自西北向东南或自西向

东，与河流流向一致，常形成上游岷江、沱江、嘉陵江陡涨降落、过

程尖瘦的山峰形洪水。长江上游干支流洪水先后叠加，汇集到宜昌后，

易形成峰高量大的洪水，过程历时较长，一次洪水过程短则 7~10d，

长则可达 1月以上。长江出三峡后，江面展宽，水流变缓，河槽、湖

泊调蓄量增大，洪水过程坦化明显，涨水较为缓慢，退水过程长，若

遇某一支流涨水，又会出现局部的涨水现象，形成多次洪峰的连续洪

水，一次洪水过程往往要持续 30~60d，甚至更长。

长江干流主要控制站宜昌、螺山、汉口、大通多年平均年最大洪峰

流量均在 50000m³/s 以上。宜昌站实测最大洪峰流量为 1981 年的

70800m³/s，历史调查洪峰流 1870年的 105000m³/s：螺山站实测最大

流量为 1954年 78800m³/s；汉口站实测最大流量为 1954年的 76100m

³/s；湘江、汉江及赣江多年平均年最大洪峰在 12300m³/s—23400m³/s，

以 1870 年嘉陵江北碚调查的洪峰流量 57300m³/s为最大，1935 年汉

江襄阳站 52400m³/s次之。

长江中下游的鄱阳湖及洞庭湖水系，从 4 月份开始就先后出现洪

峰，至 7、8月，宜昌以上及汉江又相继发生洪水，9月以后，南岸支

流洪水消退，水位回落，而上游北岸支流及中游汉江水系受华西秋雨

的影响，出现秋季洪水。10月份江湖水位逐渐下降，汛期结束，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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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长达半年之久。

工程附近区域主要控制站水文特征值见表 4.3-3

表 4.3-3 主要水文（水位）控制站特征值统计表

项目 单位 城陵矶（七里山） 六门闸（内）

历年最大流量 m³/s 57900

发生时间 年、月、日 1931.7.30

历年最小流量 m³/s 377

发生时间 年、月、日 1975.10.5

多年平均洪峰流 m³/s 30528

历年最高水位 m.85黄海 34.00 34.16

发生时间 年、月、日 1998.8.20 1998.8.20

历年最低水位 m.85黄海 15.33

发生时间 年、月、日 1960.2.16

4.3.1.5 水文分析计算

1）高程系统

本次设计水文分析计算成果（除特别注明外）均采用 85黄海高程。

2）设计暴雨

计算采用华容气象站 1970年~2009年共 40年实测雨量资料，用

P-Ⅲ型频率曲线作设计暴雨分析计算，求得十年一遇 3日、15日设

计暴雨分别为 209mm、346mm。

3）设计水位

（1）以往审批的洪水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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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防洪标准》第 3.0.3条规定，蓄滯洪区的防洪标准，应根据

批准的江河流域规划的要求分析确定。已批准的《洞庭湖区综合治理

近期规划报告》中关于设计洪水位的描述为：“松滋水系、太平水系

属西洞庭湖区，其两岸堤防设计水位标准同西洞庭湖区，藕池水系属

东、南洞庭湖区，其堤防设计水位拟定原则同东、南洞庭湖区即按 1954

年最高洪水位设计”。水利部水总规[2000]42号文中关于设计洪水位

的审查意见为：“同意洞庭湖区蓄洪垸堤防设计洪水位按水利部 1998

年对洞庭湖区综合治理近期规划报告批复意见确定，即东、南洞庭湖

区仍按 1954年实测最高水位确定；西洞庭湖及松滋、太平水系以解放

以来 1991年实测最高水位为设计洪水位。穿堤建筑物的设计水位按所

在堤段设计水位加 0.5米确定”。

华容河位于东洞庭湖区，根据《洞庭湖区综合治理近期规划报告》

和水利部水总规[2000]42号文，其外河（外湖）堤防设计洪水位按 1954

年实测最高水位确定。

4）水位频率计算

根据相关规定，统计北景港站和六门闸站历年 3日平均最高水位

系列，进行频率分析计算，并按 PⅢ型曲线适线，得北景港站和六

门闸站最高 3日平均水位频率计算成果，详见表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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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北景港站和六门闸站各频率 3日平均水位计算成果

5）水位选取

调弦口 1954 年型设计洪水位为 36.77m，华容站 1954年实测最

高水位为 33.92m，六门闸为 33.06m（该水位为钱粮湖蓄洪水位即二

门闸水位，六门闸 54年实际最高水位为 32.81m），堤防设计洪水

位采用调弦口、华容及六门闸站水位直线内插求得，华容河堤防主

要控制站点设计洪水位见表 4.3-5。

频率（%） 1 2 3.33 5 10 20 5

六门闸 37.03 36.65 36.16 35.82 35.19 34.43 33.05

北景港 38.41 37.99 37.67 37.37 36.83 36.18 3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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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华容河堤防主要控制站点堤防设计洪水位表

（2）根据排涝水量计算的洪水位

华容河长江进口处堵坝建有调弦口闸，于 1958年冬建闸后至今未

曾扒口行洪，下游入洞庭湖处建有六门排涝闸。正常情况下，华容河

为一平原水库。华容河两岸分布湖北陈公东、西垸，湖南省护城大垸、

人民垸、新太垸、钱粮湖北垸、钱粮湖南垸、钱粮湖团洲垸及新华垸

等，各圩垸基本情况见表 4.3-6。按圩垸排涝标准十年一遇最大 3日暴

雨 3日末排至作物耐淹水深计算排入华容河的水量，考虑极端工况六

门闸不开启情况下，起调水位采用 28.06m，查华容河水位容积

曲线得华容河六门闸处洪水位为 32.41m。

河流 距离 控制站 设计洪水位

东洞庭湖 六门闸（外） 33.06

华容河

0 六门闸（内） 33.06

6390 罐头尖 33.21

14050 新安闸（北支） 33.47

31050 华容站 33.92

37160 兔湖 34.51

43390 曙光 35.12

46070 何家档 35.37

60480 调弦口 3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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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华容河两岸圩垸基本情况表

（3）设计洪水位的选用

1）华容河（君山段）防汛调度方案

华容河防洪调度方案引用华容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成果:

①从每年 4月 1日起到 7月上中旬，六门闸开启视闸内处水位差

进行操作；当闸外水位高于闸内水位，闸门应全部关闭；当闸外水位

低于闸内水位，应将闸门开启放水入湖。

② 从 7月上旬开始，如长江上游和四水汛情平稳，则主要根据气

象部门所确定的雨季结束时间来控制华容河水位。规定：当雨季结束

岸别 垸名 面积（亩） 耕地（亩） 人口（人） 备注

右岸
陈公西垸 420748 166600

护城大垸 647745 278200 263000 重点圩

左岸

陈公东垸 275099 75500

人民垸 27900 13300 8700 一般圩

新太垸 72480 44000 67200

蓄洪垸

钱粮湖北垸 88940 39320 13980

钱粮湖南垸 219220 108903 67129

钱粮湖团洲垸 12934 9777 3132

新华垸 65790 32000 26500

合计 1830856 767600 44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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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如华容河水位低于 30.56m时（六门闸内、下同），则从调弦口引

水至 30.56m的水位，以确保夏秋华容河两岸抗旱用水。

③在高洪水位期间，当华容河水位高于 32.56m的危险水位，且

闸外水位呈上涨趋势时，华容河两岸所有内排机埠应从严控制排渍，

山丘区各高撇洪渠也应减少撇洪流量，当华容河水位高于 33.56m的保

证水位时，所有外排机埠、高撇洪渠闸应无条件全部关闭，以防止华

容河洪水威胁进一步加剧。

④调弦口闸除出现本方案中第二款情况而开启引水外，未经市、

县防指批准，汛期不得开启。

2）华容河行洪分析

华容河 1954年实测最大流量为 1440m³/s。调弦口于 1958年冬堵

坝建闸后，至今未曾扒口行洪，河道口门及河床淤积严重，行洪断面

缩小较多，现过流条件远达不到 1954年的行洪能力,1998年大洪水未

扒口行洪。《长江流域综合规划简要报告》（2009年修订）对华容河

行洪定位是：“随着三峡工程的建成运用，华容河在高洪水位期间分

泄长江洪水减轻荆江防洪负担的功能进一步弱化，解决其自身的防洪

问题、两岸排水问题以及改善水质状况成为调弦河治理的主要任务”。

三峡水库蓄水运行后，现所有防洪分析计算均未考虑华容河扒口行洪。

基于华容河现状和长江流域综合规划对华容河的定位，华容河承担行

洪的作用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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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计洪水位选用

上述华容河防洪调度方案是解决华容河自身防洪问题，长江流域

综合规划认为：由于三峡工程运用后，华容河分泄长江洪水的功能进

步弱化，防洪问题亦是解决自身防洪。

华容河水位除考虑蓄纳两岸圩垸排水外，还受钱粮湖垸分蓄洪水

影响。钱粮湖蓄洪垸分洪闸设在钱粮湖南垸东洞庭湖堤二门闸附近，

当钱粮湖分洪蓄水时，洪水首先淹没钱粮湖南垸，再通过华容河终南

乡附近的过洪口门进入钱粮湖北垸，最后淹没整个钱粮湖垸，因此按

规划分洪后钱粮湖垸、华容河河内的水位均为 33.06m。

基于上述因素，华容河（君山段）两岸堤防设计洪水位应选用排

涝水量计算的水位与钱粮湖蓄洪水位中高值(取外包)，排涝水量计算

的水位 32.41m(六门闸)低于钱粮湖蓄洪水位 33.06m，基于此，华容河

（君山段）两岸堤防设计洪水位应为钱粮湖蓄洪水位 33.06m。

4.3.2洪水位标图

根据收集到的无堤防河段设计洪水位值或历史最高洪水位值，按

河段长度按 200m一段内插求取各河段的设计洪水位值或历史最高洪

水位值。根据工作底图上的高程点和等高线等高程信息标注各河段的

设计洪水位或历史最高洪水位，然后在工作底图上将离散的点，连接

成设计洪水位线或历史最高洪水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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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容河（君山段）全线皆有堤防，本次河道划界依据 1954年历史

最高洪水位，沿堤防背水坡坡脚划定管理范围线并布设界桩。

4.3.3管理范围线初步划定

根据洪水位线和管理范围划定的标准，在工作底图上初步划定管理

范围线，在管理范围划定时要重点核查各河段原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

调查的权属界线是否符合管理范围划定要求，是否与征地红线、土地

使用证等相关源资料一致，如果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査成果符合管理范

围划定的要求，且与相关权源资料一致，则以所有权确权成果作为管

理范围线，如果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与管理范围划定的要求存在较大

偏差，则不考虑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直接按照管理范围划定要

求划定。

按 3.2.1条划界标准，流域面积在 50km2以上河道对于有堤防的，

其管理范围线以堤防背水坡脚线向外水平延伸 30m（经过城镇的堤段

10m）确定。

华容河（君山段）本次划界工作根据实际情况，管理范围以堤防背

水坡脚向外排水沟外口为界(因经过城镇有堤防段背水坡侧已基本被

城镇开发，难以按规定外延 10-20m划线，而农村堤背皆为农田和农

宅，如严格按规定要求将管理线外延，会给后期埋桩、堤防管理以及

土地产权、征地等工作带来诸多争议，故此，本次划界有堤防的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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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堤防背水坡脚划定管理范围，没有外延）。

4.3.4界桩和告示牌预布设

(1)界桩布设位置

1）在管理范围线上或附近范围内

按照界桩布设原则，选择布设界桩和告示牌界桩和告示牌布设位

置要尽量选择在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地方，并且有利于界桩保

护，比如不布设在耕地地块中央，而布设在耕地的田埂上、沿江公路

选在绿化带上当按照界桩布设规则，界桩落在湿地，水域等不适宜埋

设区域时可在管理范围界线方向上调整界桩位置在无生产、生活、人

类活动的陡崖、荒山、森林等河段，可根据实际情况加大界桩间距，

但在下列情况应增设管理范围界桩:

重要下河通道（车行通道）；

重要码头，桥梁，取水口，电站等涉河设施处；

河道拐弯（角度小于 120度）处；

水事纠纷和水事案件易发地段或行政界；

县界交界、河道尽头处应埋设界桩。

2）对于下述情况应该埋设公共界桩，对于需布设公共界桩的河先

开展划界工作的河段要按照划界标准，先初步确定公共界的位置后划

界河段要主动与先划界河段进行接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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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支河交汇处：需设置公共界桩，并按照干河界桩埋设，支河

划界成果信息化时需采集公共桩数据并进行编号，干河管理范内不再

埋设支河管理范围界桩。

②主、次河平行（两河三堤）：主、次河平行且管理范围交叉，

交叉处管理范围设置公共界桩，并按照主河埋桩，次河划界成果信息

化时需采集公共桩数据并进行编号。

③相邻行政区：相邻行政辖区管理范围在接边处需采用同一标准

划定，管理范围与行政边界交汇处需设置公共界桩并按照上游（湖泊、

水库等按照顺时针方向）行政区编号，下游划界成果信息化时需采集

公共桩数据并作为起始编号。公共界桩仅作为管理范围界线标识，不

表征行政区划界线。

（2）告示牌布设位置

城市规划区告示牌不少于 3处，城镇规划区告示牌不少于 1处。

告示牌通常设置在下述位置：

穿越城镇规划区上、下游；

重要下河通道（车行通道）：

人口密集或人流聚集地点河岸。

4.4 管理范围线实地修正

对照室内初步划定的管理范围线，根据实地现场情况，逐河段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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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管理范围线，并调整确定拟埋设界桩的位置。

2019年 9月，我公司测量人员对华容河现场进行点位实测，并对

相关点位进行校对，补充采集了部分建筑物特征数据。

5 划界标准

5.1 有堤防河道

（1）有堤防的河道、湖泊，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

沙洲、滩地、行洪区，两岸堤防及护堤地。护堤地的界定应符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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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确定或历史形成、社会公认的标准”。

（2）对于特别重要的堤防工程或重点险工险段，根据工程安全和

管理运行需要，可适当扩大护堤地范围。

（3）如果农村集体士地所有权确权调查成果或最新的征地范围线

符合上述管理范围划定要求，则以所有权确权调查成果或征地范围线

作为管理范围线。

（4）管理范围线走向尽量与线状地物一致，不影响正常生产生活，

对于田埂等细小线状地物，管理范围线尽量沿细小线状地物中线，

对于道路等有一定宽度的线状地物尽量沿边线。

本次华容河（君山段）河段划界方案根据相关规定结合工程实际

情况，以堤防背水坡脚外延 30m作为有堤防河道管理范围线，而城镇

段则以堤防背水坡脚外延 10m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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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有堤防河段管理范围线划定典型设计图

5.2 无堤防河道

（1）无堤防的河道、湖泊管理范围界线应为设计洪水位或历史最

高洪水位线，划界设计洪水标准按防洪规划确定，无防洪规划的按《防

洪标准》（GB50201-2014）确定，具体范围应以防洪规划和影响对象

的重要性确定。

（2）平原河道，当洪水位覆盖面积过大时，可以以河口向外延

伸 30至 50m（经过城镇的堤段不得少于 10m）确定管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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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调查成果或最新的征地范围线

符合上述管理范围划定要求，则以所有权确权调查成果或征地范围线

作为管理范围线。

（4）管理范围线走向尽量与线状地物一致，不影响正常生产生活，

对于田埂等细小线状地物，管理范围线尽量沿细小线状地物中线，对

于道路等有一定宽度的线状地物尽量沿边线或绿化带。

（5）对于缺少设计洪水位资料的无堤防河道、水库和湖泊，要进

行设计洪水分析计算。

5.3 特殊情况

（1）如堤防有缺口、不连续，缺口长度小于 50m时，可参照现

状堤防线走向趋势，通过上下游有堤防段平顺连接确定管理范围。当

缺口长度大于 50m时要按照无堤防的相关规定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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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市政、土地整理等建设对堤身培厚、加宽后有明显堤

脚的堤防，管理范围以外堤脚为基准确定，或以堤后排水沟外口确定；

（3）交通、市政、土地整理等建设对堤身培厚、培宽后无明显堤脚

的，堤防管理范围线划定至少按《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中的达标堤防断面尺寸确定堤脚范围。

（4）堤防直接为防洪墙段，根据堤防防洪等级按设计洪水位超高 0.5m

自墙后虚拟堤防断面，确定管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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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河道上的水库库体按河道一并划界，库体段河道无堤防无规划

时，其管理范围线为水库设计洪水位线。

（6）对已划界、已埋桩的河道、湖泊管理范围要进行复核，对不满

足要求或不切实际的本次应予以修正，基本满足要求的维持现状。

（7）对河势不稳、河槽冲淤变化明显、主流摆动的河段，划定管理

范围时应考虑河势演变影响，适当留有余地。

（8）河湖管理范围划界工作政策性很强，依法依规是前提，对于

地方出台了地方性规定标准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可以具体的地方

政策法规作为依据，但不能超过相关上位法律法规的标准。

5.4 管理范围划定标准

管理范围划定标准详见下表 5.4-1。

表 5.4-1 河段管理范围划定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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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起点和终点填写河道里程数和点位坐标，其中，河道里程数为从下游至上游的河流

中心线长度，下游与本县级行政区划交界处里程为 0km；2）表中坐标系统:2000国家大地坐

标系，高斯投影，标准 3度分带：高程系统:1985国家高程基准；3）类别可分为有堤防、无

堤防、水利工程；4）河段属性可分为城镇河段、农村河段。

6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6.1 成果质量说明与评价

6.1.1划界成果数据库

数据库内容：主要包括数字正射影像图、洪水位线（无堤防河段）、

管理范围预留地、界桩点、告示牌分布、管理范围线，以及辅助线划

要素。

数学基础：平面坐标系采用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高斯投影，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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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3度分带；高程基准采用 1985国家高程基准

数据格式：矢量数据采用 ArcGIS 10.1 File Geodatabase版格式；

影像数据采用非压缩 GEOTIFF格式。

数据分层：采用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作为工作底图的，需按

要求在原数据的基础上增加图层。

要素分类与编码：基础地理数据要素分类与编码按照《湖南省不

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建设1:2000数字正射影像图数字线划图数据标

准（修订版）》，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与原始数据保持一致，采用

2006010100。其他要素编码在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与编码的基础上按

照统一的规则进行扩展。

图层代码、属性值、详见导则。

6.1.2管理范围界桩

界桩尺寸：考虑到《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及洞庭湖区堤防管理与

保护范围划界技术导则》中设计的界柱过高，埋设后界桩不稳定，本

次试点工作中界柱形状采用长方形柱体尺寸 150mx130mmx1000mm，

四角切除棱角，切除棱角边长 10mm。地面以上高度为 400mm，地下

6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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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桩间距：城镇河道不宜小于 200m；其他河道不宜小于 1000m。

在重要下河通道、重要涉河设施处、河道拐弯（角度小于 120度）处、

水事纠纷和水事案件易发地段或行政界应增设管理范围界桩，在河道

无生产、生活、人类活动的陡崖、荒山、森林等河段，可根据实际情

况加大间距。

6.1.3管理范围界牌

原则上均采用界桩，特殊困难地区方可使用界牌。

制作规格：横截面形状为长方形，长 500mm×宽 400mm。立面

做阴文（除喷涂编码外），字体为隶书，从上至下分别刻注水利标志

（蓝色，宽 100mm×长 50mm）、××江（河）名（红色，字规格为

60mm×60mm，字间距 1 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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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材料：钢筋混凝土预制、青石料或大理石，混凝土标号不低

于 C20。采用混凝土材料时，需在界桩四角预制 4根φ12钢筋，需外

喷仿花岗岩外墙漆。

安装要求：按嵌入式、壁挂式、斜式。界牌安装时应基本面向河

道，且处于醒目位置。其中，嵌入式界牌和壁挂式界牌，垂直方向上

偏斜不应超过 5°；水平方向上与河道岸线夹角偏斜不应超过 45°；

斜式界牌，埋设时其与地面约 30°夹角，低侧距地面约 20mm，高侧

距地面约 220mm。

其他要求：原则上均采用界桩，特殊困难地区方可使用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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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管理范围告示牌

制作规格：告示牌总宽 1600mm，高 2300mm（地面以上），其

中面板尺寸 1500mm×1000mm（宽×高）。告示牌正面为政府告示，

反面为有关水法律法规宣传标语（蓝底白字）。湘江株洲段落款为“湖

南省人民政府”，长沙市试点河段为“XXX县（区）人民政府”。

制作材料：采用φ50mm不锈钢管或热镀管制作支架，面板采用

铝反光面板制作。

埋设要求：告示牌立柱管埋入地下 400mm，四周浇筑 600×600mm

的 C20砼底座固定。

埋设位置：一般告示牌在城市规划区不少于 3处，乡镇规划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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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处，告示牌应尽量设置在穿越城镇规划区上下游、重要下道（车

行通道）、人口密集或人流聚集地点河岸。

6.1.5界桩制作与埋设

6.1.5.1 界桩制作

按照统一的技术规格制作管理范围界桩（牌），界桩（牌）的制

作可以采取预制或者现场浇筑两种方式。界桩严格按照《导则》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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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制作。

6.1.5.2 界桩埋设

划界方案经批准后，根据界桩设计图、界桩坐标、界桩点位略图，

在实地确定界桩埋设位置，对于根据点位略图难以在实地确定界桩位

置时，需采用测量放样的方式确定界桩位置。界桩埋设时注意如下事

项:

（1）界桩埋设时，界桩的正面要与河岸线尽量垂直:

（2）界柱埋设完毕后，要从不同角度拍摄 2-3张实地照片，照片能清

晰反映界桩埋设的周边环境及界桩的实际状况，并制作界桩点之记。

（3）界桩埋设的实际位置应不影响目前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当地人

民群众对界桩位置有异议时，可以在满足管理范围划定要求的前提下，

合理调整界桩的位置，界桩位置调整时尽量沿管理范围走向上调整。

（4）界桩 km数为河道中心线对应的河道长度。

（5）界桩埋设后，水利管理部门可与有关行政村和单位签订“界桩保

护协议书”，明确界桩保护职责。

（6）原则上均采用界桩，特殊困难地区方可使用界牌，但需在总结报

告中说明原因。

（7）暂未进行接边的公共界桩，只预划定界桩位置，不埋设界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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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告示牌制作与埋设

6.1.6.1 告示牌制作

按照统一的技术规格制作告示牌，告示牌的制作可以采取预或者

现场浇筑两种方式。规格严格按照《导则》的要求制作。

6.1.6.2 告示牌埋设

设管根据告示牌设计图、告示牌坐标在实地选择确定告示牌埋设

立置。告示牌埋设时注意如下事项:

（1）告示牌应埋设在河道主要入口或醒目位置，告示牌的正要朝向人

民群众容易观察的方向。

（2）界桩埋设完毕后，要从不同角度拍摄一组实地照片，照能清晰反

映界桩埋设的周边环境及界桩的实际状况，并制作点之记。

（3）界桩埋设的实际位置应不影响目前入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不易被

破坏，应合理调整告示牌的位置。

6.1.7界桩和告示牌位置信息采集

界桩和告示牌埋设完毕后，将界桩和告示牌的最终位置在图上标

绘，对于在工作底图上难以定位的界桩和告示牌，基于 HNCORS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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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采用基于 GPS-TRK技术实测界桩和告示牌的坐标；并在内业基

于实地标绘和测量的成果对界布设图和管理范围线拐点进行修正，形

成最终的界桩点分布图、告示牌分布图和管理范围线。

6.1.8内业编辑入库

（1）按照“下游接上游，东接西、南接北”的原则，做好管理范围

划界数据库接边，包括划界单元内部县与县之间，市与市之间。

（2）基于管理范围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构建管理范围图斑

和管理范围预留地图斑，并计算面积。

（3）对划界成果分门别类，以河段为单元整编归档，对收集到的权

属来源资料、规划设计资料等相关资料要数字化扫描存档，建立权威

的、完善的划界空间数据库。

（4）考虑到后期成果管理、信息系统开发，外业埋设加密界桩采用

003-1等，内业成果时需整理成 003（1）形式，括号格式为英文半角。

6.2 质量控制

为保障划界成果质量，以完整划界对象或工作任务区为单元，组

织专家采用听取实施单位的情况汇报和抽样查看现场相结合方式对划

界成果质量进行评定验收。本次划界的省管河湖由省级水行政主管部

门会同省自然资源部门组织相关专家对划界成果统一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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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成果质量，项目成果检查验收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

为管理范围线划定和界桩布设完成后界桩埋设前，划界方案审查审批：

第二个环节为界桩埋设完成后，重点对界桩埋设和资料整理入库的规

范性进行检查验收须形成管理范围划定成果验收意见或报告。

6.3 成果评价

（1）检查工作报告格式是否规范，内容是否全面详实，达到工作深度

要求；附图、附表是否齐全，表达是否清楚。

（2）检査桩（牌）现场设置是否合理，制作安装是否规范，是否达到

抽检合格要求。

（3）听取实施单位的情况汇报和建议意见。

（4）作出验收决定，签署验收鉴定书。

6.4 成果管理

划界图纸及划界成果由君山区水利局管理为主，区自然资源局备

案管理。

界桩及宣传牌总体由区水利局负责管理、协助管理单位有区自然

资源局、公安局、住建局、交通局。

具体到每个界桩及宣传牌的管理，根据界桩及宣传牌行政区划位

置由区人民政府委托各乡镇及村社区负责每个界桩宣传牌的管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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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到人。原则参照河长制的管理模式，由各级河长管理。

6.5 上交成果及资料清单

按照《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全省河湖管理

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湘水发[2018]22号），上交资料清单见下表

6.5-1。

表 6.5-1 上交成果清单

序号 名称 备注说明

1 管理范围划界数据库 电子数据

2 界桩（牌）

3 告示牌

4 界桩（告示牌）点之记 电子数据

5 界桩（告示牌）成果表 纸质和电子数据各一套

6 管理范围划定图 纸质和电子数据各一套

7 管理范围划界方案 纸质和电子数据各一份

8 技术设计书、划界工作报告等文档资料 纸质和电子数据各一份


	华容河（君山段）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方案
	1划界工作背景
	1.1河湖划界的必要性
	1.2工作目标
	1.2.1总体目标
	1.2.2区域现状
	1.2.3区域目标

	1.3工作内容
	1.3.1工作线路


	2河段基本情况
	2.1河段洪水位情况
	2.2河段岸线情况

	3工作原则及依据
	3.1基本原则

	4组织实施情况
	4.3.1.4洪水
	4.3.1.5水文分析计算
	4.3.2洪水位标图
	4.3.3管理范围线初步划定
	4.3.4界桩和告示牌预布设
	4.4管理范围线实地修正

	5划界标准
	5.1有堤防河道
	5.2无堤防河道
	5.3特殊情况
	5.4管理范围划定标准

	6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6.1成果质量说明与评价
	6.1.1划界成果数据库
	6.1.2管理范围界桩
	6.1.3管理范围界牌
	6.1.4管理范围告示牌
	6.1.5界桩制作与埋设
	6.1.5.1界桩制作
	6.1.5.2界桩埋设

	6.1.6告示牌制作与埋设
	6.1.6.1告示牌制作
	6.1.6.2告示牌埋设

	6.1.7界桩和告示牌位置信息采集
	6.1.8内业编辑入库

	6.3成果评价
	6.4成果管理
	6.5上交成果及资料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