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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1.1划界目的

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是为了建立范围明确、权属清晰、

责任落实的水利工程管理保护责任体系，实现水利工程有效管理，满

足水利工程管理保护、河长制工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项工作的

需要，支撑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依法划定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是“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

业强监管”的重要基础，是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和效益充分发挥的重要

抓手，是水利行业扭转“重建轻管”局面的关键一环，是水利基础设

施实现有效空间管控的必然途径，是全力保障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对

水利行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2划界依据

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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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和其他文件确定云溪区小（2）型水库的管理与保护范围线，具体

的划界依据为：

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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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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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12年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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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政策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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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水利部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水规计〔2014〕

48号）

（3）《水利部关于加强河湖管理工作的的指导意见》（水建管

〔2014〕76号）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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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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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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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GB 52088-2018）

（4）《蓄滞洪区设计规范》（GB 50773-2012）

（5）《调水工程设计指南》（SL 430-2008）

（6）《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 25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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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 44-2006）

（8）《水利对象分类与编码总则》（SL/T213-2020）

（9）《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SL

290-2009）

（10）《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SL 197-2013）

（11）《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GB/T

7930-2008）

（12）《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GB

／T 7931-2008）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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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GB/T 13923-2006）

（15）《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CH/T

2009-2010）

（16）《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18316-2008）

（17）《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技术指南（试行）》

1.2.4基础资料

（1）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数据;

（2）小（2）型水库注册登记资料;

（3）小（2）型水库除险加固资料;

（4）湖南省自然资源厅组织测制的 1:2000数字线划图（DLG）;

（5）1:2000的数字正射影像图（DOM）;

（6）云溪区三调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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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划界标准

1.3.1水库

1.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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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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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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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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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库区设计洪水位线一般是指水库库区淹没对象涉及洪

水标准相对应的水位线。对于汜水干流及主要支流的电站水库，若库

区设计洪水位与正常蓄水位之间有较多村庄、城镇或居民点的，可按

以下原则处理：

1）有批复的淹没对象设计洪水回水位成果，本阶段宜先按设计

回水位成果初步划定管理范围。

2）没有批复的淹没对象设计洪水回水位成果，应经论证确认。

3）条件成熟时，宜逐步达到《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办法》的划界标准。

4）有人口迁ĭ线的按照人口迁ĭ线划定管理范围。

5）运行区按其Į地范围线或围į外İ线划定管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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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保护范围

（1）库区管理范围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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ı及坝基Ĳĳ划定，依照表 1-2控制。
表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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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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Ĵĵ自然资源Ķķ划界成果进行划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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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Ĺ办法》（2012ĺĻ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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Ľľ指南（Ŀ行）》相ŀ规定，ŁłŃń水库大坝

的设计洪水位线，确定水库的管理范围线，Ņņ正射影像图上标定位

Ň，ňŉŊ云溪区本次划界涉及的 21ŋ小（2）型水库工程的管理标

绘Ō程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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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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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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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保护范围线

根据技术指南规定，云溪区小（2）型水库库区管理范围边界线

向外延伸 20m，大坝下游管理范围边界线外延 50m、大坝左右岸管理

范围边界线向外延伸 50m（当保护范围超过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

界）、溢洪道管理范围边界线向外延伸 50m划定保护范围。

云溪区小（2）型水库管理与保护范围线划定标准如表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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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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ŎŏŐ水库

小（ő）型水库。库区管理范

围线Œĵ设计洪水位以下 œŔŕœŖ

ŗ标绘，大坝背水侧坡脚线向外

延伸 ŖŘř，大坝两端开挖线顺坡

向外水平延伸 ŚŘř（ś注：ŜŌ

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溢洪

道两端自工程轮廓线起顺坡向

外延伸外延 ŔŘř，溢洪道末端延

水流方向向下ŝ延伸ŔŘŘŗ划定

管理范围。

库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őŘ

ŗ；大坝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溢洪道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ś注：保护范围线

ŜŌ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

界）。

大Şş水库

小（ő）型水库。库区管理范

围线Œĵ设计洪水位以下 ŠŔŕšŠ

ŗ标绘，大坝背水侧坡脚线向外

延伸 ŖŘř，大坝两端开挖线顺坡

向外水平延伸 ŚŘř（ś注：ŜŌ

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溢洪

道两端自工程轮廓线起顺坡向

外延伸外延 ŔŘř，溢洪道末端延

水流方向向下ŝ延伸ŔŘŘŗ划定

管理范围。

库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őŘ

ŗ；大坝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溢洪道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ś注：保护范围线

ŜŌ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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Ţ岭水库

小（ő）型水库。库区管理范

围线Œĵ设计洪水位以下 œŖŕţŔ

ŗ标绘，大坝背水侧坡脚线向外

延伸 ŖŘř，大坝两端开挖线顺坡

向外水平延伸 ŚŘř（ś注：ŜŌ

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溢洪

道两端自工程轮廓线起顺坡向

外延伸外延 ŔŘř，溢洪道末端延

水流方向向下ŝ延伸ŔŘŘŗ划定

管理范围。

库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őŘ

ŗ；大坝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溢洪道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ś注：保护范围线

ŜŌ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

界）。

Ť井坡水库

小（ő）型水库。库区管理范

围线Œĵ设计洪水位以下 ŠőŕŖť

ŗ标绘，大坝背水侧坡脚线向外

延伸 ŖŘř，大坝两端开挖线顺坡

向外水平延伸 ŚŘř（ś注：ŜŌ

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溢洪

道两端自工程轮廓线起顺坡向

外延伸外延 ŔŘř，溢洪道末端延

水流方向向下ŝ延伸ŔŘŘŗ划定

管理范围。

库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őŘ

ŗ；大坝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溢洪道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ś注：保护范围线

ŜŌ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

界）。

ŦŧŞ水库

小（ő）型水库。库区管理范

围线Œĵ设计洪水位以下 œŘŕŠš

ŗ标绘，大坝背水侧坡脚线向外

延伸 ŖŘř，大坝两端开挖线顺坡

向外水平延伸 ŚŘř（ś注：ŜŌ

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溢洪

道两端自工程轮廓线起顺坡向

外延伸外延 ŔŘř，溢洪道末端延

水流方向向下ŝ延伸ŔŘŘŗ划定

管理范围。

库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őŘ

ŗ；大坝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溢洪道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ś注：保护范围线

ŜŌ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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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Ő水库

小（ő）型水库。库区管理范

围线Œĵ设计洪水位以下 œŖŕţŖ

ŗ标绘，大坝背水侧坡脚线向外

延伸 ŖŘř，大坝两端开挖线顺坡

向外水平延伸 ŚŘř（ś注：ŜŌ

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溢洪

道两端自工程轮廓线起顺坡向

外延伸外延 ŔŘř，溢洪道末端延

水流方向向下ŝ延伸ŔŘŘŗ划定

管理范围。

库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őŘ

ŗ；大坝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溢洪道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ś注：保护范围线

ŜŌ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

界）。

Ũũ水库

小（ő）型水库。库区管理范

围线Œĵ设计洪水位以下 œœŕŚŔ

ŗ标绘，大坝背水侧坡脚线向外

延伸 ŖŘř，大坝两端开挖线顺坡

向外水平延伸 ŚŘř（ś注：ŜŌ

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溢洪

道两端自工程轮廓线起顺坡向

外延伸外延 ŔŘř，溢洪道末端延

水流方向向下ŝ延伸ŔŘŘŗ划定

管理范围。

库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őŘ

ŗ；大坝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溢洪道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ś注：保护范围线

ŜŌ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

界）。

Ū口水库

小（ő）型水库。库区管理范

围线 Œĵ设 计洪水位以下

ŔŔŚŕŔœ ŗ标绘，大坝背水侧坡脚

线向外延伸 ŖŘř，大坝两端开挖

线顺坡向外水平延伸 ŚŘř（ś注：

ŜŌ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

溢洪道两端自工程轮廓线起顺

坡向外延伸外延 ŔŘř，溢洪道末

端延水流方向向下ŝ延伸ŔŘŘŗ

划定管理范围。

库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őŘ

ŗ；大坝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溢洪道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ś注：保护范围线

ŜŌ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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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水库

小（ő）型水库。库区管理范

围线Œĵ设计洪水位以下 ťŖŕŠŠ

ŗ标绘，大坝背水侧坡脚线向外

延伸 ŖŘř，大坝两端开挖线顺坡

向外水平延伸 ŚŘř（ś注：ŜŌ

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溢洪

道两端自工程轮廓线起顺坡向

外延伸外延 ŔŘř，溢洪道末端延

水流方向向下ŝ延伸ŔŘŘŗ划定

管理范围。

库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őŘ

ŗ；大坝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溢洪道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ś注：保护范围线

ŜŌ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

界）。

井杨水库

小（ő）型水库。库区管理范

围线Œĵ设计洪水位以下 ŚŔŕťŔ

ŗ标绘，大坝背水侧坡脚线向外

延伸 ŖŘř，大坝两端开挖线顺坡

向外水平延伸 ŚŘř（ś注：ŜŌ

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溢洪

道两端自工程轮廓线起顺坡向

外延伸外延 ŔŘř，溢洪道末端延

水流方向向下ŝ延伸ŔŘŘŗ划定

管理范围。

库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őŘ

ŗ；大坝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溢洪道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ś注：保护范围线

ŜŌ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

界）。

ūŏŬ水库

小（ő）型水库。库区管理范

围线Œĵ设计洪水位以下 šŚŕœő

ŗ标绘，大坝背水侧坡脚线向外

延伸 ŖŘř，大坝两端开挖线顺坡

向外水平延伸 ŚŘř（ś注：ŜŌ

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溢洪

道两端自工程轮廓线起顺坡向

外延伸外延 ŔŘř，溢洪道末端延

水流方向向下ŝ延伸ŔŘŘŗ划定

管理范围。

库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őŘ

ŗ；大坝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溢洪道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ś注：保护范围线

ŜŌ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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ŭŉ水库

小（ő）型水库。库区管理范

围线Œĵ设计洪水位以下 œőŕţő

ŗ标绘，大坝背水侧坡脚线向外

延伸 ŖŘř，大坝两端开挖线顺坡

向外水平延伸 ŚŘř（ś注：ŜŌ

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溢洪

道两端自工程轮廓线起顺坡向

外延伸外延 ŔŘř，溢洪道末端延

水流方向向下ŝ延伸ŔŘŘŗ划定

管理范围。

库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őŘ

ŗ；大坝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溢洪道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ś注：保护范围线

ŜŌ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

界）。

ŮŏŐ水库

小（ő）型水库。库区管理范

围线Œĵ设计洪水位以下 ŚŖŕŠŘ

ŗ标绘，大坝背水侧坡脚线向外

延伸 ŖŘř，大坝两端开挖线顺坡

向外水平延伸 ŚŘř（ś注：ŜŌ

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溢洪

道两端自工程轮廓线起顺坡向

外延伸外延 ŔŘř，溢洪道末端延

水流方向向下ŝ延伸ŔŘŘŗ划定

管理范围。

库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őŘ

ŗ；大坝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溢洪道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ś注：保护范围线

ŜŌ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

界）。

ůŰ水库

小（ő）型水库。库区管理范

围线Œĵ设计洪水位以下 ťŠŕšţ

ŗ标绘，大坝背水侧坡脚线向外

延伸 ŖŘř，大坝两端开挖线顺坡

向外水平延伸 ŚŘř（ś注：ŜŌ

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溢洪

道两端自工程轮廓线起顺坡向

外延伸外延 ŔŘř，溢洪道末端延

水流方向向下ŝ延伸ŔŘŘŗ划定

管理范围。

库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őŘ

ŗ；大坝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溢洪道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ś注：保护范围线

ŜŌ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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ŞŐ水库

小（ő）型水库。库区管理范

围线Œĵ设计洪水位以下 ŠœŕţŘ

ŗ标绘，大坝背水侧坡脚线向外

延伸 ŖŘř，大坝两端开挖线顺坡

向外水平延伸 ŚŘř（ś注：ŜŌ

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溢洪

道两端自工程轮廓线起顺坡向

外延伸外延 ŔŘř，溢洪道末端延

水流方向向下ŝ延伸ŔŘŘŗ划定

管理范围。

库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őŘ

ŗ；大坝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溢洪道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ś注：保护范围线

ŜŌ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

界）。

űŏŐ水库

小（ő）型水库。库区管理范

围线Œĵ设计洪水位以下 œŠŕšœ

ŗ标绘，大坝背水侧坡脚线向外

延伸 ŖŘř，大坝两端开挖线顺坡

向外水平延伸 ŚŘř（ś注：ŜŌ

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溢洪

道两端自工程轮廓线起顺坡向

外延伸外延 ŔŘř，溢洪道末端延

水流方向向下ŝ延伸ŔŘŘŗ划定

管理范围。

库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őŘ

ŗ；大坝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溢洪道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ś注：保护范围线

ŜŌ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

界）。

ŲŏŐ水库

小（ő）型水库。库区管理范

围线Œĵ设计洪水位以下 œŖŕŖŘ

ŗ标绘，大坝背水侧坡脚线向外

延伸 ŖŘř，大坝两端开挖线顺坡

向外水平延伸 ŚŘř（ś注：ŜŌ

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溢洪

道两端自工程轮廓线起顺坡向

外延伸外延 ŔŘř，溢洪道末端延

水流方向向下ŝ延伸ŔŘŘŗ划定

管理范围。

库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őŘ

ŗ；大坝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溢洪道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ś注：保护范围线

ŜŌ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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űų水库

小（ő）型水库。库区管理范

围线Œĵ设计洪水位以下 šŚŕŘŖ

ŗ标绘，大坝背水侧坡脚线向外

延伸 ŖŘř，大坝两端开挖线顺坡

向外水平延伸 ŚŘř（ś注：ŜŌ

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溢洪

道两端自工程轮廓线起顺坡向

外延伸外延 ŔŘř，溢洪道末端延

水流方向向下ŝ延伸ŔŘŘŗ划定

管理范围。

库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őŘ

ŗ；大坝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溢洪道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ś注：保护范围线

ŜŌ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

界）。

平Ŵ水库

小（ő）型水库。库区管理范

围线Œĵ设计洪水位以下 ŚŔŕŖŚ

ŗ标绘，大坝背水侧坡脚线向外

延伸 ŖŘř，大坝两端开挖线顺坡

向外水平延伸 ŚŘř（ś注：ŜŌ

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溢洪

道两端自工程轮廓线起顺坡向

外延伸外延 ŔŘř，溢洪道末端延

水流方向向下ŝ延伸ŔŘŘŗ划定

管理范围。

库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őŘ

ŗ；大坝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溢洪道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ś注：保护范围线

ŜŌ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

界）。

ŵ堂水库

小（ő）型水库。库区管理范

围线Œĵ设计洪水位以下 ŚŖŕţŖ

ŗ标绘，大坝背水侧坡脚线向外

延伸 ŖŘř，大坝两端开挖线顺坡

向外水平延伸 ŚŘř（ś注：ŜŌ

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溢洪

道两端自工程轮廓线起顺坡向

外延伸外延 ŔŘř，溢洪道末端延

水流方向向下ŝ延伸ŔŘŘŗ划定

管理范围。

库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őŘ

ŗ；大坝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溢洪道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ś注：保护范围线

ŜŌ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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ŶŷŐ水库

小（ő）型水库。库区管理范

围线Œĵ设计洪水位以下 ťőŕŠţ

ŗ标绘，大坝背水侧坡脚线向外

延伸 ŖŘř，大坝两端开挖线顺坡

向外水平延伸 ŚŘř（ś注：ŜŌ

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溢洪

道两端自工程轮廓线起顺坡向

外延伸外延 ŔŘř，溢洪道末端延

水流方向向下ŝ延伸ŔŘŘŗ划定

管理范围。

库区管理范围线外延 őŘ

ŗ；大坝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溢洪道管理范围线外延

ŚŘ ŗ；（ś注：保护范围线

ŜŌ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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Ľľ指南（Ŀ行）》规定：

界桩布设间Ÿ宜为 100~1000m。管理范围İ界的Ź点和źŻ行ż区Ž

İ界、工程žſ处或进村镇处等复ƀ段应加Ɓ布设。

电子桩和电子告示牌的Ƃƃ规则：水利工程界桩编Ƅ，按“水利

工程ƃ称ƅ字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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Ƈ型ƅ字Ɔ”有ō下表示：水库“SK”。

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告示牌按“水利工程ƃ称ƅ字Ɔ”-“GSP”

-“G（表示管理范围界桩）”或“B（保护范围界桩）”-表示。

按照ƈ一的Ľľ规Ɖ，ņ绘制Ɗ的管理与保护范围线上布设电子

桩、电子告示牌，包括点ƃ、ı程、经Ƌ度、行ż村，ƌ成云溪区小

（2）型水库的管理与保护范围的电子界桩和告示牌的图上标绘，表

2-2为ƍń水利工程设Ň的电子界桩和电子告示牌ƈ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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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电子界桩和告示牌统计表

序号 工程名称 所在乡镇 工程规模 电子界桩（个）电子告示牌（个） 备注

1 苏家冲水库 云溪街道 小（2）型 31 2

2 大石坑水库 云溪街道 小（2）型 32 2

3 岩岭水库 云溪街道 小（2）型 33 2

4 天井坡水库 云溪街道 小（2）型 26 2

5 蛤蟆石水库 云溪街道 小（2）型 29 2

6 刘冲水库 云溪街道 小（2）型 25 2

7 马形水库 路口镇 小（2）型 29 2

8 枧口水库 路口镇 小（2）型 29 2

9 和平水库 路口镇 小（2）型 31 2

10 井杨水库 路口镇 小（2）型 30 2

11 金家垅水库 路口镇 小（2）型 33 2

12 仙阳水库 路口镇 小（2）型 29 2

13 毛家冲水库 路口镇 小（2）型 29 2

14 青岗水库 路口镇 小（2）型 34 2

15 石冲水库 长岭街道 小（2）型 34 2

16 白家冲水库 长岭街道 小（2）型 45 2

17 林家冲水库 长岭街道 小（2）型 30 2

18 白竹水库 长岭街道 小（2）型 27 2

19 平坳水库 长岭街道 小（2）型 27 2

20 川堂水库 长岭街道 小（2）型 25 2

21 烂泥冲水库 长岭街道 小（2）型 3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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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与保护线核实勘定

Ǝ合ňŉŊ云溪区小（2）型水库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的Ľľ规

程，ňŉŊ云溪区本次划界的管理与保护线Ə度Ɛ表 3-1。
表 3-1 管理与保护线长统计表

序号 工程名称 所在乡镇 工程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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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家冲水库 云溪街道 小（2）型 1788.96 1856.20 36785.60 58159.27

2 大石坑水库 云溪街道 小（2）型 1904.76 2027.01 41323.26 55153.99

3 岩岭水库 云溪街道 小（2）型 1233.94 1276.61 37147.70 43291.59

4 天井坡水库 云溪街道 小（2）型 1111.58 1258.25 20742.07 37141.75

5 蛤蟆石水库 云溪街道 小（2）型 2149.23 2204.08 47429.71 47724.55

6 刘冲水库 云溪街道 小（2）型 1091.91 1208.55 30274.42 32494.32

7 马形水库 路口镇 小（2）型 1523.88 1633.15 57184.29 52056.08

8 枧口水库 路口镇 小（2）型 1805.81 1835.28 45081.53 53505.93

9 和平水库 路口镇 小（2）型 1828.50 1982.11 68499.45 48755.74

10 井杨水库 路口镇 小（2）型 1758.97 1932.94 48113.27 49482.99

11 金家垅水库 路口镇 小（2）型 2565.30 2707.65 62513.41 66961.35

12 仙阳水库 路口镇 小（2）型 990.11 1154.76 26741.16 40950.22

13 毛家冲水库 路口镇 小（2）型 1939.78 2106.57 37958.10 53131.84

14 青岗水库 路口镇 小（2）型 2242.69 2345.22 55381.02 57388.83

15 石冲水库 长岭街道 小（2）型 1940.61 2043.20 58859.43 55355.57

16 白家冲水库 长岭街道 小（2）型 3151.97 3123.85 115262.29 82700.56

17 林家冲水库 长岭街道 小（2）型 1657.79 1663.33 49925.22 54946.76

18 白竹水库 长岭街道 小（2）型 1559.29 1758.36 46291.81 51994.54

19 平坳水库 长岭街道 小（2）型 1265.42 1394.99 44019.40 42170.39

20 川堂水库 长岭街道 小（2）型 1623.96 1840.75 49320.20 64101.92

21 烂泥冲水库 长岭街道 小（2）型 1797.39 1934.90 48222.42 55377.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