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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背景

1、工程概况

钱塘江海塘（柯桥区段）既绍围口门丘北线海塘（下称绍围口门丘北线海塘）

建设标准为百年一遇，全长 5.849 公里，桩号自东向西编排，海塘与曹娥江口门大

闸出左岸引堤中心线交界为起始（桩号 0+000），终点为萧绍交界处（桩号 5+849）。

工程等别为Ⅱ等工程，主要建筑物为 2级建筑物。

工程建设工期为 2009 年 9 月至 2011 年 12 月，建设单位为绍兴县口门治江围

涂工程指挥部，监理单位为浙江省河口海岸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浙江省

水电建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及浙江凌云水利水电建筑有限公司。

临江海堤除堤脚防冲结构不同外，上部结构基本一致。全线堤脚处结构主要分

以下几种形式：

桩号 0+000～2+600 海堤下部塘堤脚防冲结构：采用砼板桩垂直防冲的结构，

砼板桩冲沉底高程-12.25m，板桩布置于石坝内测，考虑到石坝存在部分块石向内测

滚落的现象，板桩位置离石坝内测底脚有 13~74m 距离，极个别地段也至少有 5m

以上距离；板桩顶部▽2.0~2.2m 平台相连，▽2.0~2.2m 平台结构为钢筋砼框格中间

灌砌块石；石坝拆低坝面到 2.0m，拆低后的块石部分抛填于坝体与板桩之间、部分

用于堤身块石混合料及石渣垫层填筑；拆低的石坝与板桩之间 50m 布置一条抛石埂，

以防止沿板桩坡脚形成潮流沟及其串通发展，石埂顶高程 2.0m、顶宽 5m、抛块石

混合料厚度 1m（表层理抛块石），底部先铺筑厚 30cm 石渣。

桩号 k2+600~k5+849 海堤下部塘脚防冲结构：砼防冲大方脚+抛石坝水平防冲：

砼大方脚底部落在抛石坝上高程为-2.0m，顶高程为 0.3m。防冲大方脚由集装箱防

冲大方脚、C20 砼防冲大方脚两种结构间隔组成，两种结构沿堤线长度分别为 12m

和 8m，断面尺寸 2.3m*2.3m。▽2.0~2.2m 平台宽 8m，二者之间采用斜坡连接，斜

坡水平宽度依据石坝相对位置不同而不同。

2、项目缘由

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的意见》（浙政

办发〔2016〕4号）和省水利厅《全面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实施方案（2016～

2020年）》（浙水科〔2016〕1号）等文件精神，“十三五”期间，浙江省将全面

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工作。为此，柯桥区塘闸管理处委托我院编制划界方案。

二、划界依据

1、总体要求

划定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是加强水利工程管理标准化的一项重要基础工

作，是水利部门依法行政的前提条件，更是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新时期治水方针，落实水利部深化水利改革和加强河湖管理工作部署

的重点任务，对于进一步保护、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2016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的意

见》（浙政办发〔2016〕4号），意见要求“全面落实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措施。

到2017年底，力争建立较完善的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体系和运行管理机制。到2020

年底，力争全省大中型水利工程、装机容量1000千瓦以上水电站、小型水库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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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管理合格率达到100%；“屋顶山塘”等其他重要小型水利工程基本达到标准化管

理要求；条件较好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通过省级或国家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考核验

收；对不安全、不生态的水利工程逐步实行降等、报废处理。

1999年6月3日经，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十三次会议通过《浙

江省海塘建设管理条例》，该条例规定：“中型水闸的管理范围为水闸主体工程向

上下游各延伸二百米，左右侧边墩翼墙起各向外延伸七十米，沿塘涵闸的保护范围

为管理范围向外延伸二十米。” “一至三级海塘的管理范围为塘身以及迎水坡脚

起（有镇压层的从镇压层的坡脚起，下同）向外延伸七十米，背水坡脚起向外延伸

三十米；海塘的保护范围为背水坡管理范围向外延伸二十米。”

2、相关法律法规

本次方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浙江省海塘建设管理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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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开展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国家对水工程实施保护。国家所

有的水工程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划定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管理的水工程，由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商有关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划定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水工程，应当

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划定工程保护范围和保护职责。在水工

程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影响水工程运行和危害水工程安全的爆破、打井、采石、

取土等活动。”

《浙江省海塘建设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海塘按照保护对象的重要程度

分为五级：(一)保护特别重要目标或者非农业人口在一百五十万以上的重要城市的，

应当建设一级海塘。一级海塘的设计重现期不低于二百年；(二)保护重要工业基地

或者非农业人口在五十万以上一百五十万以下的重要城市的，应当建设不低于二级

的海塘。二级海塘的设计重现期不低于一百年；(三)保护五万亩（海岛县、区五千

亩）以上农田或者非农业人口在二十万以上五十万以下的城市的，应当建设不低于

三级的海塘。三级海塘的设计重现期不低于五十年；(四)保护一万亩以上五万亩以

下（海岛县、区一千亩以上五千亩以下）农田或者人口在二十万以下的乡（镇）的，

应当建设不低于四级的海塘。四级海塘的设计重现期不低于二十年；(五)保护一千

亩以上一万亩以下（海岛县、区五百亩以上一千亩以下）农田的，应当建设不低于

五级的海塘。易受风暴潮侵袭的堤段，应当适当提高海塘的等级标准。” 第二十七

条规定：“海塘所在地的市、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土地、规划、

海洋等管理部门，按照下列标准确定海塘和沿塘涵闸的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一)

一至三级海塘的管理范围为塘身以及迎水坡脚起（有镇压层的从镇压层的坡脚起，

下同）向外延伸七十米，背水坡脚起向外延伸三十米；四至五级海塘的管理范围为

塘身以及迎水坡脚起向外延伸六十米，背水坡脚起向外延伸二十米；有护塘河的海

塘应当将护塘河划入管理范围；(二)海塘的保护范围为背水坡管理范围向外延伸二

十米；(三)大型水闸的管理范围为水闸主体工程向上下游各延伸四百米，左右侧边

墩翼墙起各向外延伸一百米；中型水闸的管理范围为水闸主体工程向上下游各延伸

二百米，左右侧边墩翼墙起各向外延伸七十米；小型水闸的管理范围为水闸主体工

程向上下游各延伸一百米，左右侧边墩翼墙起各向外延伸三十米；(四)沿塘涵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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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范围为管理范围向外延伸二十米。海塘和沿塘涵闸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划定后，

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树立界碑，并按照海塘闭合区设立里程桩。第二十八条规

定：“禁止在海塘塘身垦种作物、存放物料、装卸货物、放牧等。海塘及涵闸管理

范围内，禁止进行爆破、打井挖塘、采石取土、挖坑开沟、建坟建窑、建房、倾倒

垃圾、废土等；禁止翻挖塘脚镇压层抛石和消浪防冲设施、毁坏护塘生物及其他危

害海塘安全的活动。海塘保护范围内，禁止进行爆破、打井挖塘、采石取土、建坟

建窑、建房及其他危害海塘安全的活动。除与海港、渔港相结合的海塘和经批准的

避风锚地外，禁止在海塘上设立系船缆柱和在海塘管理范围内抛锚泊船、造船和修

理船只。在船舶航行可能危及海塘安全的河段，应当限定航速。限定航速的标志，

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与水行政主管部门商定后设置。”

三、划界原则

海塘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方案是水库今后工程管理和保护的基本依据，根据文

件和规范要求，其划界主要原则为

（1）协调一致原则：划界应加强与柯桥区马鞍镇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相协调

与衔接，以便于实施与管理。若海塘划界与相关规划有冲突，按《浙江省水利工程

安全管理条例》执行。

（2）可控原则：为便于主管单位今后对海塘的有效管理，岸线起始点及转角均

标出控制点及控制点坐标。

（3）可操作性原则：划界方案成果是管理水利工程管理的基本依据，因此划界成

果应便于操作。

（4）多方参与原则：划界方案确定后，应征求有关部门及相关乡镇的意见。

四、划界范围

《浙江省海塘建设管理条例》规定：一至三级海塘的管理范围为塘身以及迎水

坡脚起（有镇压层的从镇压层的坡脚起，下同）向外延伸七十米，背水坡脚起向外

延伸三十米；海塘的保护范围为背水坡管理范围向外延伸二十米。有护塘河的海塘

应当将护塘河划入管理范围。

本次绍围口门丘北线海塘的管理范围为：塘身以及迎水坡脚起向外延伸七十米，

背水坡脚起向外延伸至护塘河外边线（具体详见图纸）；保护范围为：背水坡管理

范围向外延伸二十米。

五、限权主要内容

禁止在海塘塘身垦种作物、存放物料、装卸货物、放牧等。

海塘管理范围内，禁止进行爆破、打井挖塘、采石取土、挖坑开沟、建坟建窑、

建房、倾倒垃圾、废土等；禁止翻挖塘脚镇压层抛石和消浪防冲设施、毁坏护塘生

物及其他危害海塘安全的活动。

海塘保护范围内，禁止进行爆破、打井挖塘、采石取土、建坟建窑、建房及其

他危害海塘安全的活动。

除与海港、渔港相结合的海塘和经批准的避风锚地外，禁止在海塘上设立系船

缆柱和在海塘管理范围内抛锚泊船、造船和修理船只。

在船舶航行可能危及海塘安全的河段，应当限定航速。限定航速的标志，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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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政主管部门与水行政主管部门商定后设置。



钱塘江柯桥区一线海塘等工程管理与保护
范围划界方案专家审查意见

2017年 11月 9日，浙江省水利厅组织召开了《柯桥区钱塘江一
线海塘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方案》《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海塘工程
海塘管理和保护范围划界方案》《海宁市钱塘江地方海塘管理与保护
范围划界方案》《绍兴市上虞区世纪新丘、世纪丘北堤东段海塘管理
范围及保护范围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审查会，与会代表和专家
听取了《方案》的成果汇报，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形成审查意见
如下：

一、为进一步加强钱塘江海塘工程的管理和保护，充分发挥海塘
正常功能和确保海塘运行安全，根据《浙江省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条例》
《浙江省海塘建设管理条例》等法规，划定钱塘江海塘的管理和保护
范围，是十分必要的。

二、《方案》采用的海塘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依据和原则是
合适的；提出的海塘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方案符合有关法规要求
和海塘工程管理实际，具有可操作性。

三、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海塘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划界方案，
此次审查的范围为：起点，一工段闸；终点，东线海塘一、二期分界
点（堤线北京 54坐标，x:3355151.451,y：40565380.036）。范围以外
其余段海塘工程的管理和保护范围划界方案另行报审。

四、建议

1. 划界方案所采用地形图按照 1：2000及以上的带状地形图测
量，高程系统采用 1985国家高程系统（复测），平面坐标系采用 2000
坐标系。

2.在带状地形图上标出五线（即堤线、迎（背）水坡脚线、管理
范围线和保护范围线），界桩，里程桩，补全重要的地物、地名等信
息。

3.做好海塘管理及保护线与水闸等交叉建筑物管理和保护范围
线的衔接，形成连续、闭合的管理保护线。

4. 根据河道及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要求，统筹做好钱塘江
河道及海塘工程的划界工作。

5.根据专家审查意见，各单位对《方案》的文本及图件进行进一
步修改、补充和完善。

附件:专家名单

2017年 11月 9日

http://baike.baidu.com/view/27249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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