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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划界依据 

     结合（湘水办涵〔2020〕227 号）“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划界必须坚

持依法依规、因地制宜、尊重历史、符合实际”等原则，根据法律法规、

地方规定、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文件确定君山区大中型水利工程和小（1）

型水库的管理与保护范围线，具体的划界依据为：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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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8 年修正） 

（5）《地图管理条例》（2015 年） 

（6）《湖南省洞庭湖区水利管理条例》（2018 年修正） 

（7）《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12 年修订） 

（8）《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2018 年修订） 

（9）《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16 年

修正本） 

（10）《湖南省水利水电工程管理办法》（1997 年修正） 

（11）《湖南省地图编制出版管理办法》（1999 年） 

1.1.2 政策文件 

（1）《关于抓紧划定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的通知》（水管〔1989〕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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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利工程土地划界工作的通知》（水管〔1992〕

10 号） 

（3）《关于加快水利工程土地划界工作的通知》（水管〔1995〕13

号）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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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水规计〔2014〕48

号） 

（6）《关于加强河湖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水建管〔2014〕76 号）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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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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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规程规范 

（1）《防洪标准》（GB 50201-2014） 

（2）《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 106-2017） 

（3）《水闸设计规范》（SL 265-2016） 

（4）《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 171-96） 

（5）《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2013） 

（6）《泵站设计规范》（GB/T 50265-2010） 

（7）《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GB 52088-2018） 

（8）《蓄滞洪区设计规范》（GB 5077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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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调水工程设计导则》（SL 430-2008） 

（10）《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 252-2017） 

（11）《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 44-2006） 

（12）《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SL 290-2009） 

（13）《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GB/T 

7930-2008） 

（14）《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GB／

T 7931-2008） 

（15）《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图式第 1 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GB/T 20257.1-2017） 

（16）《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GB/T 13923-2006） 

（17）《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CH/T 

2009-2010） 

（18）《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2009） 

（19）《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技术指南（试行）》 

（20）《水利对象分类与编码总则》（SL 197-2020） 

（21）《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SL 197-2013） 

1.1.4 基础资料 

（1）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数据; 

（2）水利工程注册登记资料; 

（3）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库; 

（4）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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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利工程的“三查三定”以及相关权源资料； 

（6）湖南省自然资源厅组织测制的 1:2000 数字线划图（DLG）; 

（7）1:2000 的数字正射影像图（DOM）; 

（8）君山区河湖划界成果及其资料； 

（9）君山区三调数据库； 

1.2 划界标准 

     参与本次划界的君山区水利工程等级依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

及洪水标准》（SL 252-2017），包含的水利工程类型分别小（1）型水库、

大（1）型水闸、中型泵站、中型堤防、中型灌区，不同等级的水利工程

划界具体依据如下： 

1.2.1 水库 

1.2.1.1 管理范围 

（1）水库管理范围分为工程区管理范围和运行区管理范围。其中工

程区管理范围是指库区、大坝（含副坝）、溢洪道（含非常溢洪道），以

及输水建筑物等的管理范围，运行区管理范围是指办公室、会议室、资料

档案室、仓库、防汛调度室、值班室、车库、食堂、值班宿舍及其他附属

设施等建（构）筑物的管理范围。 

（2）水库库区设计洪水位线以下（包括库内岛屿），大坝背水坡脚

向外水平延伸 30~200m，大坝两端山坡自开挖线起顺坡向外延伸 50~100m

（到达分水岭不足 50m 的至分水岭上），溢洪道两端自山坡开挖线（也称

工程两侧轮廓线）起顺坡向外延伸 10~20m、末端至消力池以下 100~300m，

输水隧洞进出口建筑物和竖井外缘线以外 10~30m 为工程区管理范围。 

4 



根据水库管理实际需要、遵循因地制宜、尊重历史、符合实际等原则，

与当地水管单位、自然资源局充分沟通后，不同规模水库的工程区管理范

围依照表 1.1 控制。 
表 1.1 君山区水库工程区管理范围 

工程区域 下游 左右岸 

中型水库大坝 从坝脚线向下游 50~100m 
从坝端开挖线外延 

50~100m 
小型水库大坝 从坝脚线向下游 30~50m 

其他建筑物 由工程外轮廓线向外：大中型 30~50m、小型 10~30m 

注 1：大坝下游和左右岸管理范围端线应与库区管理范围线相衔接。 
注 2：输水隧洞岩层（土层）厚度、岩性和生产活动对工程安全无影响时，可

不划定其上部地面管理范围。 

（3）小（1）型水库管理与保护范围根据县级评审要求，君山区 8 座

小（1）型水库白浪平原水库、横档平原水库、采桑湖平原水库、方台平

原水库、东北平原水库、西北平原水库、中北平原水库、七星湖平原水库

管理范围线采用河湖划界成果。 

（4）君山区四座小（1）型水库良心堡平原水库、太阳平原水库、清

家潭平原水库、象牙平原水库的库区划界水位分别为28米、27.80米、27.59

米、28.15 米。 

（5）小（1）型水库，按照“划界水位=注册登记表设计洪水位+（实

测坝顶高程-注册登记坝顶高程）”以计算水库划界水位。 

（6）有人口迁移线的按照人口迁移线划定管理范围。 

（7）运行区按其征地范围线或围墙外边线划定管理范围。 

1.2.1.2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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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库区管理范围边界线向外延伸 20~100m 为保护范围，大坝、溢洪

道保护范围根据坝型、坝高及坝基情况划定，依照表 1.2 控制。 
 

表 1.2 君山区水库工程区保护范围 

工程区域 下游 左右岸 

中型水库大坝 管理范围边界线外延 200~300m 管理范围边界线外延

100~200m 

小型水库大坝 管理范围边界线外延 50~200m 管理范围边界线外延

50~100m 

注 1：溢洪道的管理范围边界线向外延伸 50~100m 为保护范围。 
注 2：当保护范围线超过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 

（2）输水隧洞进出口建筑物及竖井的管理范围边界线向外延伸

20~100m 为保护范围。 

（3）办公室、会议室、资料档案室、仓库、防汛调度室、值班室、

车库、食堂、值班宿舍及其他附属设施等建（构）筑物等运行区可沿用自

然资源部门划界成果进行划界。 

1.2.2 水闸 

1.2.2.1 管理范围 

（1）水闸管理范围分为工程区管理范围和运行区管理范围。工程区

管理范围指水闸主体工程各组成部分（包括上游连接段（翼墙）、闸室段、

下游连接段（翼墙）和两岸连接建筑物等）的覆盖范围以及覆盖范围以外

的一定范围，运行区管理范围是指管理单位的办公、生产、生活设施等建

（构）筑物的管理范围。 

（2）水闸上下游翼墙末端以内为管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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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闸主体工程建筑物覆盖范围以外两侧的管理范围可按表 1.3 控

制。 
表 1.3 君山区水闸主体工程外的管理范围 

工程规模 大型（m） 

俩侧边界以外的宽度（m） 单侧 40~100 

（4）已完成征地的水闸，如果征地范围线与上述管理范围线划定规

则基本符合，管理范围线以征地范围线为准。 

（5）运行区按其征地范围线或围墙外边线划定管理范围。 

1.2.2.2 保护范围 

    （1）水闸管理范围边缘向外延伸 50~200m 为保护范围。 

    （2）根据水闸管理的实践需要，不同规模水闸工程管理范围以外的

保护范围可按表 1.4 控制。 
表 1.4 君山区水闸主体工程外的管理范围 

工程规模 大型（m） 

上下游的宽度 单侧 150~200 

两侧的宽度 单侧 150~200 

   注：依据上述标准保护范围外延超过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 

   （3）运行区可沿用自然资源部门的划界成果进行划界。 

1.2.3 泵站 

1.2.3.1 管理范围 

（1）泵站工程管理范围分为工程区管理范围和运行区管理范围。工

程区管理范围指引渠、前池、进水池、泵房、出水管道、出水池及压力水

箱等主体工程的覆盖范围，以及主体工程建筑物边界线向外延 2~10m 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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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运行区管理范围是指管理单位的办公、生产、生活设施等建（构）筑

物的管理范围。 

根据泵站管理的实际需要，遵循因地制宜、尊重历史、符合实际等原

则，与当地水管单位、自然资源局充分沟通后，中型泵站主体工程外的管

理范围依照表 1.5 控制。 
表 1.5 君山区泵站主体工程外的管理范围 

工程规模 中型（m） 

外延距离 5~8 

（2）浮动式泵站管理范围以取水作业范围为边界。 

（3）运行区按其征地范围线或围墙外边线划定管理范围。 

（4）已完成征地的泵站，如果征地范围线与上述管理范围线划定规

则不相符合，取覆盖范围大的为准。 

1.2.3.2 保护范围 

（1）泵站以工程管理范围线外延 5~20m 为保护范围。 

根据泵站管理的实际需要，中型泵站的保护范围可依照表 1.6 控制。 
表 1.6 君山区泵站工程保护范围 

工程规模 中型（m） 

外延距离 10~15 

（2）浮动式泵站保护范围以管理范围线向外延伸 5~20m。 

（3）运行区可沿用自然资源部门划界成果进行划界。 

1.2.4 堤防 

1.2.4.1 管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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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堤防工程的管理范围应包括工程、设施的建筑场地和管理用地，

即堤身及防渗导渗工程、两侧护堤地、穿堤建筑物、护岸工程、附属工程

设施及管理单位的办公、生产、生活设施等建（构）筑物的管理范围。 

（2）防洪、防涝的堤防及间堤的管理范围为堤防背水坡脚向外延伸

30~50m（经过城镇堤段不得少于 10m），堤防临水侧管理范围为坡脚线向

临水侧水平延伸 5~30m。 

      根据堤防工程需要，中型堤防的护堤的宽度可依照表 1.7 控制。 
表 1.7 护堤地宽度数值表 

工程规模 中型（m） 

外延距离 10~20 

（3）一般情况下，堤防背水侧管理范围线应与河湖管理范围线一致。 

（4）已依法依规完成征地的堤防工程，其管理范围线以征地范围线

为准。 

（5）办公、生产、生活设施等建（构）筑物按其征地范围线或围墙

外边线划定管理范围。 

1.2.4.2 保护范围 

堤防工程保护范围视堤防重要程度、堤基土质条件划定，保护范围应

自背水侧护堤地边界线计起，横向保护范围宽度可依照表 1.8 控制。 
表 1.8 君山区堤防工程保护范围数值表 

工程规模 中型（m） 

外延距离 100~200 

 

1.2.5 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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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 管理范围 

（1）引水枢纽管理范围参照《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

技术指南》同类型工程有关规定执行。 

（2）渠堤外坡脚线或者开挖线以内为渠（沟）道管理范围。 

（3）渠系及其附属建筑物，其管理范围按同级渠（沟）道划界，或

按征地范围线或占地面积划定管理范围，有必要的可适当扩大。 

（4）办公、生产、生活设施等建（构）筑物按其征地范围线或围墙

外边线划定管理范围。 

1.2.5.2 保护范围 

（1）引水枢纽保护范围参照《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

技术指南》同类型工程有关规定执行。 

（2）渠道自俩边渠堤外坡或者开挖线向外延伸 1~5m，渠系建筑物周

边 2~10m 为保护范围。 

（3）办公、生产、生活区不划定保护范围。 

1.3 划界成果 

   本次划界方案提出的成果包括小（1）型水库的管理与保护范围线数据

库、成果图和电子界桩、告示牌成果表，具体内容如下： 

   （1）小（1）型水库（12 座） 

   1）君山区小（1）型水库的管理与保护范围线； 

   2）君山区小（1）型水库的电子界桩和电子告示牌； 

   （2）大（1）型水闸（1 座） 

   1）君山区大（1）型水闸管理与保护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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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君山区大（1）型水闸的电子界桩和电子告示牌； 

   （3）中型泵站（11 座） 

   1）君山区中型泵站管理与保护范围线； 

   2）君山区中型泵站电子界桩和电子告示牌； 

   （4）中型堤防（9 条） 

   1）君山区中型堤防管理与保护范围线； 

   2）君山区中型堤防电子界桩和电子告示牌； 

   （5）中型灌区（3 座） 

1）君山区中型灌区管理与保护范围线； 

2）君山区中型灌区电子界桩和告示牌； 

2 管理与保护范围线标绘 

2.1 管理与保护范围线标绘 

根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12 年修订）、《水

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 106-2017）和《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

围划定技术指南（试行）》相关规定，参考每个水库大坝的设计洪水位线，

确定水利工程的管理范围线，并在正射影像图上标定位置，君山区本次涉

及的水利工程包括小（1）型水库、大（1）型水闸、中型泵站、中型堤防

和中型灌区，各个水利工程的管理标绘过程如下： 

2.1.1 水库 

（1）管理范围线 

①水库管理范围分为工程区管理范围和运行区管理范围。其中工程区

管理范围是指库区、大坝（含副坝）、溢洪道（含非常溢洪道），以及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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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建筑物等的管理范围，运行区管理范围是指办公室、会议室、资料档案

室、仓库、防汛调度室、值班室、车库、食堂、值班宿舍及其他附属设施

等建（构）筑物的管理范围。 

②水库库区设计洪水位线以下（包括库内岛屿），大坝背水坡脚向外

水平延伸 50m，大坝两端山坡自开挖线起顺坡向外延伸 50m（到达分水岭

不足 50m 的至分水岭上），溢洪道两端自山坡开挖线（也称工程两侧轮廓

线）起顺坡向外延伸 10m、末端至消力池以下 100m 为工程区管理范围。

水库工程区管理范围如表 4-3 所示。 

③运行区按其征地范围线或围墙外边线划定管理范围。 

（2）保护范围线 

根据技术指南规定，结合君山区实际，小型水库库区管理范围边界线

库区管理范围向外延伸 50m，大坝管理范围线向外延伸 50m，溢洪道管理

范围向外延伸 50m 划定保护范围。 

对白浪水库、采桑湖水库、东北水库、方台水库等其他 8 座小（1）

型水库管理与保护范围线划定标准如表 2-1 所示。 
表 2-1 修正后的水库管理与保护范围线划定标准 

水利工程名称 管理范围线 保护范围线 

白浪水库 
小（1）型水库，管理范围线采

用河湖划界成果。 

库区管理范围外延 50 米；大

坝处（下游、左右岸）管理范围

线外延 50 米； 

采桑湖水库 
小（1）型水库，管理范围线采

用河湖划界成果。 

库区管理范围外延 50 米；大坝

处（下游、左右岸）管理范围线

外延 50 米； 

东北水库 
小（1）型水库，管理范围线采

用河湖划界成果。 

库区管理范围外延 50 米；大坝

处（下游、左右岸）管理范围线

外延 5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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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名称 管理范围线 保护范围线 

方台水库 
小（1）型水库，管理范围线采

用河湖划界成果。 

库区管理范围外延 50 米；大坝

处（下游、左右岸）管理范围线

外延 50 米； 

横档水库 
小（1）型水库，管理范围线采

用河湖划界成果。 

库区管理范围外延 50 米；大坝

处（下游、左右岸）管理范围线

外延 50 米； 

良心堡水库 

小（1）型水库，库区管理范围

为划界水位 28米以下（含库区岛

屿）。由于其工程管理需要，经水

管单位确认后，其他工程区管理范

围为大坝下游坡脚线外延 50米，

左右岸自坝端开挖线外延 50米。 

库区管理范围外延 50 米；大坝

处（下游、左右岸）管理范围线

外延 50 米；溢洪道处外延 50 米。 

七星湖水库 
小（1）型水库，管理范围线采

用河湖划界成果。 

库区管理范围外延 50 米；大坝

处（下游、左右岸）管理范围线

外延 50 米； 

清家潭水库 

小（1）型水库，库区管理范围

为划界水位 27.80米以下（含库区

岛屿）。由于其工程管理需要，经

水管单位确认后，其他工程区管理

范围为大坝下游坡脚线外延 50米，

左右岸自坝端开挖线外延 50米。 

库区管理范围外延 50 米；大坝

处（下游、左右岸）管理范围线

外延 50 米。 

太阳水库 

小（1）型水库，库区管理范围

为划界水位 27.59米以下（含库区

岛屿）。由于其工程管理需要，经

水管单位确认后，其他工程区管理

范围为大坝下游坡脚线外延 50米，

左右岸自坝端开挖线外延 50米，

溢洪道两端自开挖线其顺坡向外

延伸 10米，末端至消力池以下 100

米 

库区管理范围外延 50 米；大坝

处（下游、左右岸）管理范围线

外延 50 米；溢洪道处外延 50 米。 

西北水库 
小（1）型水库，管理范围线采

用河湖划界成果。 

库区管理范围外延 50 米；大坝

处（下游、左右岸）管理范围线

外延 5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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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名称 管理范围线 保护范围线 

象牙水库 

小（1）型水库，库区管理范围

为划界水位 28.15米以下（含库区

岛屿）。由于其工程管理需要，经

水管单位确认后，其他工程区管理

范围为大坝下游坡脚线外延 50米，

左右岸自坝端开挖线外延 50米，

溢洪道两端自开挖线其顺坡向外

延伸 10米，末端至消力池以下 100

米 

库区管理范围外延 50 米；大坝

处（下游、左右岸）管理范围线

外延 50 米；溢洪道处外延 50 米。 

中北水库 
小（1）型水库，管理范围线采

用河湖划界成果。 

库区管理范围外延 50 米；大坝

处（下游、左右岸）管理范围线

外延 50 米； 

 

2.1.2 水闸 

（1）管理范围线 

①水闸管理范围分为工程区管理范围和运行区管理范围。工程区管理

范围指水闸主体工程各组成部分（包括上游连接段（翼墙）、闸室段、下

游连接段（翼墙）和两岸连接建筑物等）的覆盖范围以及覆盖范围以外的

一定范围，运行区管理范围是指管理单位的办公、生产、生活设施等建（构）

筑物的管理范围。 

②水闸上下游翼墙末端以内为管理范围。 

③水闸主体工程建筑物覆盖范围以外两侧的管理范围为单侧 100m。 

（2）保护范围线 

根据技术指南规定，结合君山区实际，以工程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200

米为保护范围，运行区可沿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的划界成果进行划界划定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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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闸的管理与保护范围线划界标准如表 2-2 所示。 
表 2-2 水闸管理与保护范围线划定标准 

水利工程名称 管理范围线 保护范围线 

钱粮湖蓄滞洪区分

洪闸 
大型水闸，左侧翼墙以及右侧翼

墙外扩 100 米。 以工程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200 米。  

 

2.1.3 泵站 

（1）管理范围线 

①泵站工程管理范围分为工程区管理范围和运行区管理范围。工程区

管理范围指引渠、前池、进水池、泵房、出水管道、出水池及压力水箱等

主体工程的覆盖范围，以及主体工程建筑物边界线向外延 5m 的区域。运

行区管理范围是指管理单位的办公、生产、生活设施等建（构）筑物的管

理范围。 

②运行区按其征地范围线或围墙外边线划定管理范围。 

（2）保护范围线 

根据技术指南规定，结合君山区实际，泵站以工程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10~20 米为保护范围，运行区可沿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的划界成果进行划

界。 

泵站管理与保护范围线划定标准如表 2-3 所示。 
表 2-3 泵站管理与保护范围线划定标准 

水利工程名称 管理范围线 保护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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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名称 管理范围线 保护范围线 

洪水港泵船 

中型泵站，工程区管理范

围为取水作业范围为边界，

地下部分根据规划数据套合 

以工程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15

米，运行区不划定保护范围 

采桑湖泵站 

中型泵站，工程区管理范围

为主体工程的覆盖范围以及

主体建筑物边界线外延 5米，

运行区管理范围按其征地范

围或围墙外边线划定 

 

以以工程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10

米，运行区不划定保护范围 

钱口泵站 

中型泵站，工程区管理范围

为主体工程的覆盖范围以及

主体建筑物边界线外延 5米，

运行区管理范围按其征地范

围或围墙外边线划定 

 

以工程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10米，

运行区不划定保护范围 

广兴电排 

中型泵站，工程区管理范围

为主体工程的覆盖范围以及

主体建筑物边界线外延 5米，

运行区管理范围按其征地范

围或围墙外边线划定 

 

以工程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10米，

运行区不划定保护范围 

二门闸电排 

中型泵站，工程区管理范围

为主体工程的覆盖范围以及

主体建筑物边界线外延 5米，

运行区管理范围按其征地范

围或围墙外边线划定 

 

以工程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10米，

运行区不划定保护范围 

层山电排 

中型泵站，工程区管理范围

为主体工程的覆盖范围以及

主体建筑物边界线外延 5米，

运行区管理范围按其征地范

围或围墙外边线划定 

 

以工程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10米，

运行区不划定保护范围 

罐头尖电排 

中型泵站，工程区管理范围

为主体工程的覆盖范围以及

主体建筑物边界线外延 5米，

运行区管理范围按其征地范

围或围墙外边线划定 

 

以工程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10米，

运行区不划定保护范围 

悦来河电排 

中型泵站，工程区管理范围

为主体工程的覆盖范围以及

主体建筑物边界线外延 5米，

运行区管理范围按其征地范

围或围墙外边线划定 

 

以工程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10米，

运行区不划定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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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名称 管理范围线 保护范围线 

洞庭湖穆湖铺电排 

中型泵站，工程区管理范围

为主体工程的覆盖范围以及

主体建筑物边界线外延 5米，

运行区管理范围按其征地范

围或围墙外边线划定 

 

以工程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10米，

运行区不划定保护范围 

2.1.4 堤防 

（1）管理范围线 

①堤防工程的管理范围应包括工程、设施的建筑场地和管理用地，即

堤身及防渗导渗工程、两侧护堤地、穿堤建筑物、护岸工程、附属工程设

施及管理单位的办公、生产、生活设施等建（构）筑物的管理范围。 

②堤防临水侧管理范围采用坡脚线向临水侧水平延伸 5~30m。 

③堤防背水侧管理范围为堤防背水坡脚线向外延伸 30~50m（经过城

镇的堤段按堤防背水坡脚向外水平延伸 10 米划定），一般情况下，堤防

背水侧管理范围采用河湖划界成果。 

（2）保护范围线 

根据技术指南规定，结合君山区实际，以堤防背水侧管理范围线外延

100~200m，临水测管理范围线外延 100~200m 为保护范围到河道中心线以

河道中心线为保护范围。 

堤防管理与保护范围线划定标准如表 2-4 所示。 
表 2-4 堤防管理与保护范围线划定标准 

水利工程名称 管理范围线 保护范围线 

长江干堤-君山区段 
管理范围为背水侧与河湖管理范围

一致，临水坡脚线外延 20米 
背水侧管理范围线外延 200米 

临水测管理范围线外延 200米 

长江干堤-岳阳监狱

段 

管理范围为背水侧与河湖管理范围

一致，临水坡脚线外延 20米 
背水侧管理范围线外延 200米 

临水测管理范围线外延 2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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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名称 管理范围线 保护范围线 

洞庭湖堤-君山区段 
管理范围为背水侧与河湖管理范围

一致，临水坡脚线外延 20米 
背水侧管理范围线外延 200米 

临水测管理范围线外延 200米 

华容河左岸堤-君山

区段 

管理范围为背水侧 30米，临水坡脚

线外延 20米 
背水侧管理范围线外延 200米 

临水测管理范围线外延 200米 

华容河堤（南） 
管理范围为背水侧 30米，临水坡脚

线外延 20米 
背水侧管理范围线外延 200米 

临水测管理范围线外延 200米 

洞庭湖堤-岳阳监狱

段 

管理范围为背水侧与河湖管理范围

一致，临水坡脚线外延 20米 
背水侧管理范围线外延 200米 

临水测管理范围线外延 200米 

华容河堤-小团洲垸 
管理范围为背水侧 30米，临水坡脚

线外延 20米 
背水侧管理范围线外延 200米 

临水测管理范围线外延 200米 

层山安全圈新建堤防 
管理范围线安全圈堤内外延 10米，

安全圈堤外外延 20米 

安全圈内外延 100米，安全圈外

外延 100米 

藕池河东支 
管理范围为背水侧与河湖管理范围

一致，临水坡脚线外延 20米 

背水侧管理范围线外延 150米 

临水测管理范围线外延 150米 

2.1.5 灌区 

（1）管理范围线 

君山区 3 处灌区管理范围采用如下标准：引水枢纽管理范围参照技术

指南同类型工程有关规定执行；渠堤外坡脚线或者开挖线以内为渠（沟）

道管理范围；渠系及其附属建筑物，其管理范围按同级渠（沟）道划界，

或按征地范围线或占地面积划定管理范围，有必要的可适当扩大；办公、

生产、生活设施等建（构）筑物按其征地范围线或围墙外边线划定管理范

围。 

（2）保护范围线 

根据技术指南规定，结合君山区实际，灌区内的渠道自两边渠堤外坡

或开挖线向外延伸 5m，渠系建筑物向外延伸 2~10m 为保护范围。 

灌区（渠道）管理与保护范围线划定标准如表 2-5 所示。 
表 2-5 修正后的灌区（渠道）管理与保护范围线划定标准 

18 



水利工程名称 管理范围线 保护范围线 

钱南垸灌区 
渠堤外坡脚线或者开挖线以内

为管理范围 
管理范围外延 5米为保护范围 

君山垸灌区 
渠堤外坡脚线或者开挖线以内

为管理范围 
管理范围外延 5米为保护范围 

华洪运河灌区 
渠堤外坡脚线或者开挖线以内

为管理范围 
管理范围外延 5米为保护范围 

2.2 电子桩和电子告示牌布设 

《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技术指南（试行）》规定：界

桩布设间距宜为 100~1000m。管理范围边界的拐点和县级行政区域边界、

工程交叉处或进村镇处等复杂段应加密布设。 

电子桩和电子告示牌的命名规则：水利工程界桩编码，按“水利工程

名称首字母”-“G（表示管理范围界桩）”或“B（保护范围界桩）”表

示。其中“水利工程类型首字母”有如下表示：水库“SK”、水闸“SZ”、

泵站“BZ”、堤防“DF”、灌区“GQ”。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告示

牌按“水利工程名称首字母”-“GSP”-“G（表示管理范围界桩）”或“B

（保护范围界桩）”-表示。 

在工作底图标绘工程控制节点，依据划界标准，标绘管理与保护范围

线。按照统一的技术规格，在绘制好的管理与保护范围线上布设电子桩、

电子告示牌，包括点名、高程、经纬度、行政村，完成君山区水利工程的

管理与保护范围的电子界桩和告示牌的图上标绘，表 2.6 为各个水利工程

设置的电子界桩和电子告示牌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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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电子界桩和告示牌统计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工程规模 
电子界桩

（个） 
电子告示牌

（个） 
备注 

1 白浪平原水库 小（1）型 75 4  

2 采桑平原水库 小（1）型 63 8  

3 方台平原水库 小（1）型 73 10  

4 东北平原水库 小（1）型 29 4  

5 横档平原水库 小（1）型 70 8  

6 七星湖平原水库 小（1）型 33 3  

7 西北平原水库 小（1）型 13 3  

8 中北平原水库 小（1）型 23 4  

9 良心堡平原水库 小（1）型 71 12  

10 象牙平原水库 小（1）型 63 7  

11 太阳平原水库 小（1）型 89 7  

12 清家潭平原水库 小（1）型 89 11  

13 钱粮湖蓄滞洪区分洪闸 大（1）型 11 4  

14 采桑湖电排 中型 5 4  

15 层山电排 中型 8 5  

16 二门闸电排 中型 7 7  

17 罐头尖电排 中型 7 5  

18 广兴电排 中型 7 9  

19 洪水港泵船 中型 23 3  

20 柳叶湖电排 中型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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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穆湖铺电排 中型 7 6  

22 钱口泵站 中型 8 6  

23 三津渠泵站 中型 6 4  

24 悦来河电排 中型 18 17  

25 层山安全圈新建堤防 中型 21 8  

26 洞庭湖堤-君山区段 中型 42 33  

27 洞庭湖堤-岳阳监狱段 中型 17 16  

28 华容河堤（南） 中型 48 48  

29 华容河堤-小团洲垸 中型 22 21  

30 华容河左岸堤-君山区段 中型 41 38  

31 藕池河东支 中型 10 11  

32 长江干堤-君山区段 中型 51 48  

33 长江干堤-岳阳监狱段 中型 3 2  

34 华洪运河灌区 中型 489 198  

35 君山垸灌区 中型 339 108  

36 钱南垸灌区 中型 438 237  

 总计  2326 921  

3 管理与保护线核实勘定 

       结合水库、水闸、泵站、堤防、灌区的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的技术

规程，君山区本次划界的管理与保护线长度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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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线长统计表 

序号 工程名称 
管理范围线长

度（m） 

保护范围线长

度（m） 

管理范围面积

（㎡） 

保护范围面积

（㎡） 

1 
白浪平原水

库 
8432.48 8002.06 967261.24 415414.11 

2 
采桑平原水

库 
12059.74 12296.60 7553082.28 608859.04 

3 
方台平原水

库 
8877.89 8317.97 1350284.68 433242.23 

4 
东北平原水

库 
5489.19 5609.8 960232.28 277586.05 

5 
横档平原水

库 
9538.18 8270.47 1181580.93 460989.97 

6 
七星湖平原

水库 
7314.38 6955.87 1676699.87 360283.93 

7 
西北平原水

库 
2796.93 1752.19 365552.47 78912.79 

8 
中北平原水

库 
4308.65 3377.48 673194.37 159783.96 

9 
良心堡平原

水库 
9628.05 9590.89 1037328.05 481338.08 

10 
象牙平原水

库 
6705.26 6425.16 539981.35 329049.85 

11 
太阳平原水

库 
9150.78 7805.46 713426.72 427936.53 

12 
清家潭平原

水库 
10383.79 9165.72 737774.68 496380.16 

13 
钱粮湖蓄滞

洪区分洪闸 
2058.43 3227.56 263129.17 390309.9 

14 采桑湖电排 474.19 551.68 7166.26 5129.39 

15 层山电排 396.09 464.97 7093.19 3249.05 

16 二门闸电排 525.69 608.28 8995.26 5669 

17 罐头尖电排 434.9 506.34 7885.49 4705.94 

18 广兴电排 876.22 958.67 34355.21 9164.85 

19 洪水港泵船 1272.8 1434.24 18120.53 27041.98 

20 柳叶湖电排 506.47 584.72 7119.99 59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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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穆湖铺电排 696.94 778.03 16432.53 7374.84 

22 钱口泵站 624.75 702.18 11952.03 6631.44 

23 三津渠泵站 348.99 470.61 3324.13 4588.58 

24 悦来河电排 1873.14 1956.88 66904.16 19150.02 

25 
层山安全圈

新建堤防 
24623.9 24009.55 1285724.57 2361570.05 

26 
洞庭湖堤-

君山区段 
57265.77 58668.02 4357698.25 11303385.84 

27 
洞庭湖堤-

岳阳监狱段 
31481.6 31871.06 2500426.48 6215592.49 

28 
华容河堤

（南） 
36363.63 36490.37 1709269.13 4293970.46 

29 
华容河堤-

小团洲垸 
25813.57 25964.12 1032365.15 3086773.54 

30 

华容河左岸

堤-君山区

段 

27318.18 27614.64 1142149.43 3664358.92 

31 藕池河东支 7675.82 8059.14 462679.44 1111891.5 

32 
长江干堤-

君山区段 
6073.23 100031.02 7257053.21 16017122.75 

33 
长江干堤-

岳阳监狱段 
80486.74 6290.71 541341.69 1105052.02 

34 
华洪运河灌

区 
403998.54 400085.65 6415788.97 2019393.06 

35 君山垸灌区 268218.37 267198.78 1756562.64 1340971.22 

36 钱南垸灌区 317078.04 315990.58 2679933.13 1582282.24 

  总计 1391171.32 1402087.47 49349868.96 591210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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