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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论证背景 

始兴县位于广东北部，隶属韶关市，峰峦起伏，溪流密布，河流

深切多跌水。始兴县境内流域面积 100km2 以上的河流有浈江、墨江、

清化河、罗坝河、沈所河和都安水。其中，清化河属于墨江上游，罗

坝河、沈所河为墨江的一级支流，墨江、都安水为浈江的一级支流。

全县流域面积 50~100km2 的河流有 8 条，流域面积 50km2 以下的河流

有 206 条。 

2020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将我省河道

划分为省主要河道、市主要河道、县主要河道和其他河道，明确了河

道等级划分及管理权限。 

2023 年 4 月 10 日，广东省水利厅印发了《加快确定市、县主要

河道名录的通知》，要求各地按照《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广东省

水利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主要河道名录的通知》（粤水河湖〔2021〕5

号）有关要求，在 2023 年年底前确立辖区内主要河道名录，并及时

报备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近年来，人类活动频繁，水闸、水库等水利工程陆续修建，部分

河流的规模及功能发生了变化，一些河道的名称与起止范围与河道现

状存在差异，不利于河道管理。 

根据《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三款规定，市、县主要河

道名录的确定和调整分别由市、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拟定，

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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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受始兴县水务局委托，我院于 2023 年 10 月初即成立了专题工作

组，开展资料收集整理、主要河道名录和起止范围梳理与确定、主要

河道管理依据整理等工作，以此为基础编制《始兴县主要河道名录论

证报告》（以下简称《名录》）。 

1.2 论证必要性 

（1）开展主要河道名录论证工作，确定县主要河道名录，是县

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实施河道管理的重要依据。2020 年 1 月 1 日施

行的《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明确了河道等级划分及管理权限。省主

要河道名录的确定和调整，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拟定，报省

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市、县主要河道名录的确定和调整分别由市、

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拟定，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并

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确定县主要河道名录对于县

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河道管理及涉河建设项目审批具有重要意

义。 

（2）对县主要河道进行明确的划分和特征分析是始兴县水利建

设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十四五”期间对

水利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对县主要河道名录进行确定和并进行特

征分析，对始兴县水利建设发展十分重要，有助于合理利用和保护水

资源，提高水灾防治和水环境治理能力，推动水资源的优化利用和协

调发展；同时，针对各级主要河道制定相关计划并实施相应措施，对

于促进始兴县水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明确县主要河道名录和起止范围可以满足相关河道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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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需求。《韶关市河道采砂规范化管理工作方案》中提出，各县（市、

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对辖区内的省主要河道、市主要河道、县主要

河道进行重点管理。确定县主要河道名录有助于在相关的水利工作中

明确管理范围，分清管理主次，确定管理责任，可有效推进主要河道

相关的管理和项目建设工作。 

1.3 论证目的 

通过开展县主要河道名录论证，确定始兴县主要河道名录和起止

范围，作为始兴县依法实施河道分级管理的重要依据。 

1.4 论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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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8 年修订）； 

（4）《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2020 年施行）； 

（5）《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主要河道名录的通知》（粤

水河湖〔2021〕5 号）； 

（6）《关于印发〈韶关市河道采砂规范化管理工作方案〉的通

知》（韶市水〔2018〕63 号）； 

（7）《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韶关市水利建设发展“十

四五”规划的通知》（韶府办〔2022〕6 号）； 

（8）《广东省韶关市江河流域综合规划修编报告》（韶关市水

务局，珠江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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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韶关市水资源综合规划》（珠江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

2010 年）； 

（10）《广东省韶关市水资源保护规划》（韶关市水务局，广东

粤源水利水电工程咨询有限公司，2014 年）； 

（11）《始兴县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5）》（始兴县人民政府，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2015 年）； 

（12）《始兴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始兴县

自然资源局，2022 年）； 

（13）《韶关市治涝规划（2012-2030 年）》（韶关市水务局，

韶关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2015 年）； 

（14）《韶关市碧道建设总体规划（2020~2035 年）》（韶关市

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2019 年）； 

（15）《韶关市始兴县河道采砂规划（2021~2025）》（惠州市华

禹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2020 年）； 

（16）《韶关市河道采砂规划报告（2021~2025 年）》（广东省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2020 年） 

（17）《始兴县 2020 年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技术报告》（广东省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2020 年）； 

（18）《韶关市水功能区划修编》（2014 年）； 

（19）《2022 年韶关市水资源公报》； 

（20）《始兴年鉴 2022》； 

（21）《2022 年韶关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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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墨江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技术报告》（广东省水利水电科

学研究院，2019 年）； 

（23）《始兴县墨江水域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报告》（广东省水

利水电科学研究院，2021 年）； 

（24）其他相关规划文件。 

1.5 论证范围 

始兴县境内流域面积 100km2 以上的河流有 6 条，流域面积

50~100km2 的河流有 8 条。 

根据始兴县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始兴县县、镇、村三级河长名单

的公告》（见附件 1），始兴县境内有 1 条市级河流，为北江（含浈

江）始兴县段；4 条县级河流，分别为墨江、沈所河、罗坝河和都安

水；其余流域面积 50km2以上的河流为镇级或村级河流。鉴于北江始

兴县段为市主要河道，并结合始兴县河道分级管理的实际需求，本次

始兴县主要河道名录将流域面积 50km2 以上的河流中选取墨江、沈所

河、罗坝河和都安水 4 条县级河流进行论证。 

因此，本次始兴县主要河道名录范围为墨江、沈所河、罗坝河和

都安水 4 条县级河流，县主要河道名录论证范围见图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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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  始兴县主要河道名录论证范围 

1.6 论证内容与思路 

（1）资料收集整理收集并整理流域水文气象、地形地貌、涉河

建筑物、水环境与水生态，市县江河流域规划、河道治理规划、水资

源规划、治涝规划、河道采砂规划、碧道规划以及水利发展“十四五”

规划等水利规划资料以及有关研究成果资料。  

（2）基于河流的流域特性、社会经济价值，结合《墨江河道管

理范围划定技术报告》《始兴县 2020 年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技术报告》

等既有成果和相关规划进行梳理分析，确定始兴县主要河道名录和起

止范围。  



 
 

7 

 

（3）系统梳理县主要河道管理依据，包括防洪标准、水面线、

河道管理范围、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等河道规划、河道保护、河道治

理和利用方面，为始兴县的主要河道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持。本报告

的技术路线图见图 1.6-1。 

 
图 1.6-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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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情况 

2.1 地理位置 

始兴县位于广东北部，南岭山脉南麓，居北江上游、浈江中游地

带，地跨东经 113°54′~114°22′，北纬 24°31′~25°60′，峰峦起伏，溪流

密布，是个“八山一水一分地”的山区。始兴县东与江西全南县接壤，

南与翁源县毗邻，西与曲江县相连，北与南雄县交界，扼粤赣公路要

冲，总面积 2131.94 km2，距韶关 60 km、广州 198km、深圳 147km。 

 

图 2.1-1  始兴县地理位置示意图 

2.2 地形地貌 

始兴县境内四面环山，县城一带为平原。地势四周高中间低，呈

盆地状，依次为山地、丘陵、平原。全县地面高程在 100m~150m，之

间的平原丘陵区，只占县总面积的 27%；高程在 350m 以上的中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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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占县面积的 70%，县内主要山峰海拔都在 1000m 以上，故始兴

县河流深切多跌水。 

墨江处于第二构造层（地台沉积盖层），包含泥盆系至石炭系地

层。本区处于北东向华夏式构造体系内，受华夏式构造体系控制，区

内主要的断裂构造有位于工程区东侧的北东向学堂前断裂带，以及位

于工程区西北侧的北东向南雄硅化断裂带，相距均较远。区域地质构

造不发育，进入第四纪以后，本区没有发现活动性断裂，构造上属于

相对稳定阶段。 

墨江主要有第四系冲洪积层、石炭系中上统、石炭系下统地层。

本区地层及岩性由新到老具体包括：1）第四系冲洪积层（Qal），砂

质粘土、砂砾、含泥砂砾，厚度 3~12m。分布在两岸冲积平原；2）

石炭系中上统（C2+3），隐晶质灰岩、白云岩、白云质角砾岩，分布

在流域东北面；3）石炭系下统（C1），石灰岩、砂岩、粉砂岩、炭质

页岩，为区内下伏地层。 

2.3 河流水系 

始兴县境内流域面积 100km2 以上的河流有浈江、墨江、清化河、

罗坝河、沈所河和都安水。其中，清化河属于墨江上游，罗坝河、沈

所河为墨江的一级支流，墨江、都安水为浈江的一级支流。全县流域

面积 50~100km2 的河流有 8 条，流域面积 50km2 以下的河流有 20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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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始兴县流域面积 50km2以上的河流特征表 

序号 河流名称 河流长度（km） 流域面积（km2） 

1 北江（含浈江）始兴县段 211/41.47 7554（全流域） 

2 墨江（含清化河） 88.15 1367 

3 沈所河 30.58 129 

4 罗坝河 56.15 339 

5 都安水 61.64 256 

6 千家镇水 24.80 54.9 

7 沿溪河 23.38 55.7 

8 良源水 21.76 88 

9 黄沙圩水 17.50 77.4 

10 严屋水 17.43 54.5 

11 南坑水 13.32 50.2 

12 湖湾水 12.98 55.8 

（1）墨江 

墨江位于粤北东部始兴平原，属北江水系，为北江干流浈江的一

级支流，发源于始兴县隘子镇棉地坑顶，海拔 721m，全流域面积

1367km2，占全县面积 62.4%，全河长 88.15km，总落差 633.5m，平

均坡降 2.38‰，流域属高山丘陵并兼以冲积盆地组成，上游以山地丘

陵为主，其间有山间小盆地，下游为冲积小平原（称始兴平原）。地

势东南高西北低。地质主要有砂岩、页岩、花岗岩、石灰岩等。上游

河道弯曲坡降大，林木繁茂，是木材重点产区之一；中下游河床平缓，

是主要粮产区。因河床上陡下缓，涨水水势凶猛，集流快，故始兴县

城一带的小平原汛期常受洪水威胁。解放后查测最大洪峰流量

3030m3/s（1976 年 6 月 9 日），最小流量为 2.26m3/s（1977 年 3 月 19

日）。 



 
 

11 

 

以始兴县城墨江桥为控制，墨江多年平均河川径流量为 12.7 亿

m3，最小年径流量 2.94 亿 m3，保证率 P=90%时径流量为 6.77 亿 m3，

浅层地下水为 2.46 亿 m3。墨江先由南向北流经始兴县县城后，再从

东向西汇入浈江。 

（2）罗坝河 

罗坝河为墨江的一级支流，发源于始兴县中部山区主峰天平架，

流经始兴县的车八岭、都亨乡、小安、小台、罗坝镇、顿岗镇等地后，

在瑶村与清化河汇合后称墨江；流域面积为 339km2，河长 56.15km、

平均比降 5.9‰。 

（3）都安水 

都安水为浈江的一级支流，主流发源于澄江镇，流经顿岗镇、马

市镇，汇入浈江；流域面积为 256km2，河长为 61.64km，平均坡降

5.56‰。 

（4）沈所河 

沈所河（又名横水）为墨江的一级支流，发源于花山乡中拔与曲

江县交界的海拔为 1050m 的高山，流经沈所、城南两镇，流域面积为

129km2，占墨江流域面积的 9.4%，河长 30.58km，河床平均比降为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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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始兴县水系图 

2.4 水文气象 

2.4.1 气象特征 

始兴县地处粤北山区，气候温和，属亚热带季风型气候区，具有

山区气候特征。始兴境内年平均气温 19.6℃，月平均最高气温 31.5℃，

月平均最低气温 9℃；年均最高气温 31.5℃，年均最低气温 9.9℃；

年平均日照 1582.7 小时；太阳辐射总量 102.1 kcal/cm2，年有霜日平

均 15 天，无霜期 298 天；年降雨量 1468mm，春末夏初雨量集中，

4~6 月总雨量平均 680mm，占全年总雨量的 46.3%，11~1 月降雨量

少，为 156.2mm，占全年降雨量的 11%；年内风的频率以东风居首，

东北风次之，年平均风速为 1.6m/s。 

根据始兴气象站实测资料统计，墨江流域气象特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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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降雨量：年平均降雨量为 1534.5mm，降雨量年际变化较大，

径流年内分布亦不均匀，多集中于 3~8 月，约占全年的 75%，容易形

成洪涝灾害；秋季后期常常出现干旱，丰水年与枯水年雨量相差一倍

多，最大年降雨量 2157.1mm，最小年降雨量 1092.4mm。 

（2）气温：多年平均气温为 19.6℃，极端最高气温为 38.4℃（1968

年 7 月 29 日），极端最低温度为-5.5℃（1967 年 1 月 17 日）。 

（3）湿度和日照：年均日照时数 1582.7 小时；太阳辐射总量

102.14kcal/cm2，年均有霜日 15 天，无霜期 250 天。 

（4）蒸发量：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1092mm，最大年蒸发量为

1237mm，最小年蒸发量为 892mm。 

（5）风向、风速：年平均风速为 1.6m/s，年最大风速为 26m/s

（1995 年 4 月 26 日），年内风的频率以东风居首，东北风次之，多

年平均 10 分钟最大平均风速为 15m/s。 

由始兴气象站统计资料，流域极端最高气温 38.4℃，极端最低气

温-5.5℃，多年平均气温 19.6℃，多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79.4%，极小

相对湿度为 11%。风向以东风为主，最大风速为 26m/s（1995 年 4 月

6 日），每年有短霜期。流域内多年平均降雨 1534.5mm，年平均水面

蒸发量为 1150mm。年降雨分配极不均匀，主要集中在 3~8 月，约占

全年的 72.9%，尤以 5~6 月雨量最多，约占全年降雨量的 40%左右。 

2.4.2 水文特性 

（1）径流 

始兴县径流主要来源于降雨，并与蒸散发能力和下垫面条件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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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关系，属降雨补给型，故年径流地区分布和年内时空分配均与年降

雨趋势大体一致，也具有年际变化较大和年内分配不均的特点。多年

平均径流深在 800mm 以下，径流系数在 0.40~0.45 之间。 

韶关市多年平均年径流深为 987.7mm，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

179.9 亿 m3；始兴县多年平均径流深为 889.6mm，多年平均年径流量

为 19.14 亿 m3。 

（2）洪水 

墨江流域暴雨主要受亚热带地区季风影响，全年暴雨主要集中在

3 月~8 月，上游山区比降大，受山区地形地势影响，洪水陡涨陡落，

变化急剧，下游区间虽比降稍缓，但区间入流汇入干流快，洪水涨落

过程时间短。墨江流域地势高，河床陡，洪水传播快，属陡涨陡落的

山区性河流，洪水过程一般为 1 天~3 天。 

（3）泥沙 

根据韶关市水资源综合规划成果，韶关市森林覆盖率较高，流域

植被较好，难以风化侵蚀的石灰岩分布较广，大多数河流含沙量都较

小。墨江流域内水土保持良好，无较大的水土侵蚀区。土壤侵蚀以水

力侵蚀为主，侵蚀方式为面状侵蚀和沟状侵蚀，区域内水土流失程度

差异不大。因流域内无实测泥沙资料，通过查《广东省水资源》中多

年平均年输沙模数分区图，流域内悬移质多年平均年输沙模数为

100~200t/km2，取中值计算，推移质按悬移质的 15%计，则墨江天元

桥以上流域年总输沙量在 19.62 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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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水利工程 

截至 2021 年，全县共有水库 46 座，其中中型水库 3 座，分别是

花山水库（县城饮用水源）、尖背水库、山口三级水库，小（一）型

水库 12 座，小（二）型水库 31 座；1 万 m3 以上山塘 157 座；中型灌

区 3 座（凉口、尖背、花山）；正常发电运行小水电站 219 座，总装

机容量 17.721 万 kW。 

2.6 社会经济情况 

始兴县位于广东省北部，韶关市东部，总面积 2131.94 km²，现辖

太平、马市、顿岗、罗坝、城南、沈所、司前、隘子、澄江等 9 个镇

和深渡水瑶族乡，以及 14 个居委会、113 个村民委员会。 

根据始兴县人民政府网站发布的《2022 年始兴县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 年始兴县地区生产总值 101.89 亿元，同比

增长 2.1%；三次产业结构为 27.9:30.4:41.7。 

 

图 2.6-1  2017-2022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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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2  2017-2022 年全县三次产业占比 

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45.90 亿元，同比增长 8.7%，其中农

业产值 29.74 亿元，同比增长 10.6%；林业产值 4.72 亿元，同比增长

11.5%；牧业产值 9.98 亿元，同比增长 3.2%；渔业产值 1.15 亿元，

增长 1.3%。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 25.66 亿元，比上年下降 5.7%。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下降 8.6%，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下降 5.6%，外商及

港澳台投资企业下降 11.1%，股份制企业增长 0.6%。分轻重工业看，

轻工业增长 3.8%，重工业下降 12.9%。按支柱产业分，玩具工业增长

5.4%，电机工业下降 19.3%，电子工业下降 30.5%。 

全县年末户籍总人口为 26.28 万人，乡村人口 18.96 万人，户籍

人口城镇化率 27.86%，其中女性 12.75 万人，占 48.5%，65 岁以上人

口 4.71 万人，0 至 17 岁人口 5.68 万人。分乡镇户籍人口计，太平镇

6.54 万人，马市镇 4.17 万人，顿岗镇 2.6 万人，城南镇 2.25 万人，沈

所镇 2.02 万人，澄江镇 1.78 万人，罗坝镇 2.21 万人，深渡水乡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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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司前镇 1.71 万人，隘子镇 2.23 万人。年内出生人口 2147 人，

死亡人口 1907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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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县主要河道名录与范围确定 

3.1 县主要河道名录确定 

始兴县主要河道名录论证围绕墨江、沈所河、罗坝河和都安水共

4 条县级河流展开。本报告将结合河流的流域面积、河流长度等流域

特性、社会和经济价值以及河道管理工作开展情况等方面进行县主要

河道名录的确定。 

3.1.1 流域特性 

始兴县的 4 条县级河流中，罗坝河、沈所河为墨江的一级支流，

墨江、都安水为浈江的一级支流。流域面积方面，墨江的流域面积为

1367 km2，达 1000km2 以上，占始兴县行政面积的 64.0%；沈所河、

罗坝河和都安水的流域面积分别为 129km2、339km2 和 256km2，其中

罗坝河和都安水属于 200~1000km2 级别的河流，沈所河属于

50~200km2 级别的河流。河流长度方面，墨江、沈所河、罗坝河和都

安水的河流长度依次为 88.15km、30.58km、56.15km 和 61.64km，墨

江的河流长度是 4 条县级河流中最长的。水资源量方面，根据《韶关

市水资源综合规划》（珠江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2010 年），墨江多

年平均径流量为 12.41 亿 m3，占始兴县多年平均年径流量的 64.8% 

表 3.1-1  墨江、沈所河、罗坝河、都安水河流特征对比表 

序号 河流名称 河流长度（km） 流域面积（km2） 

1 墨江（含清化河） 88.15 1367 

2 沈所河 30.58 129 

3 罗坝河 56.15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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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河流名称 河流长度（km） 流域面积（km2） 

4 都安水 61.64 256 

从流域面积、河流长度等流域特性角度来看，墨江是始兴县的 4

条县级河流中流域面积最大、河长最长、水资源量最多的河流，同时

河流流经范围大，能为沿途多个镇区提供水源；其次罗坝河、沈所河

为墨江的主要支流。因此，墨江的河流级别是 4 条县级河流中最高的。 

3.1.2 社会和经济情况 

始兴县的 4 条县级河流中，墨江干流主要流经隘子镇等 7 个乡

镇，分别为太平镇、顿岗镇、城南镇、沈所镇、司前镇、隘子镇、深

渡水瑶族乡镇，其中墨江下游为始兴县县城，该河段两岸多开发为住

宅用地、商业用地和农田，人口密集、经济较为发达。沈所河主要流

经沈所镇，罗坝河主要流经罗坝镇、顿岗镇；都安水主要流经澄江镇

及马市镇。 

根据《始兴年鉴 2022》统计，2021 年末全县户籍人口 26.67 万

人，其中墨江干流流经的 7 个乡镇人口 18.434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

的 69.1%。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98.2 亿元，其中墨江干流流经的 7

个乡镇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84.09 亿元，占全县生产总值的 85.6%。 

同时，墨江干流上已修建长达 18.32 km 的堤防、已建成 4 宗水

电站、在建 1 宗水电站；河道外设有 17 个取水口，河道内设有 24 个

取水口；建有 67 座跨河桥梁（包括韶赣铁路桥、墨江大桥、天元大

桥等重要桥梁）和长约 8km 的城镇型碧道。这些水利设施具有显著

的防洪、供水、灌溉、农渔业资源和旅游观光等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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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和经济价值情况来看，墨江是始兴县的 4 条县级河流中流

经镇乡多，在人口和经济方面占比最高，同时具有显著的防洪、供水、

灌溉、农渔业资源和旅游观光等经济价值。因此，墨江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是 4 条县级河流中最高的。 

3.1.3 河道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韶关市或始兴县已开展的江河流域规划、水资源规划、水资源保

护规划、治涝规划、河道采砂规划、碧道规划以及水利发展“十四五”

规划等水利规划中均有提及墨江，并对墨江进行介绍或提出规划措施

与方案。同时，始兴县墨江已开展了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水功能区划

划分、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等相关工作。具体如下： 

（1）已有水利规划成果 

《广东省韶关市江河流域综合规划修编报告》（韶关市水务局，

珠江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2012 年）对始兴县墨江的河流特征、河流

水文气象及水资源特征展开介绍，并针对墨江进行了水功能区划、防

洪、岸线利用、治涝、水资源保护等规划。 

《韶关市水资源综合规划》（珠江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2010年）

对始兴县墨江的河流特征展开介绍，计算了墨江的水资源可利用量，

对墨江的水质现状、水功能区达标情况进行了评价，并针对墨江的水

功能区划进行水资源保护规划。 

《广东省韶关市水资源保护规划》（韶关市水务局，广东粤源水

利水电工程咨询有限公司，2014 年）对始兴县墨江的河流特征、水质

现状、入河排污口等进行了介绍，并针对墨江的重点监测断面和主要



 
 

21 

 

水库进行水质监测站网规划。 

《韶关市治涝规划（2012-2030 年）》（韶关市水务局，韶关市

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2015 年）中提到：墨江为韶关市境

内主要江河，并将始兴县划分为 1 个涝区（6 个涝片），涝区总面积

6.01km2，即 0.90 万亩。 

《关于印发〈韶关市河道采砂规范化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韶

市水〔2018〕63 号）提到，墨江为县主要河道，其河道范围为从始兴

县凉口拦河坝至与浈江汇合口。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重点管理县

主要河道，市水务局应当重点监督检查和抽查。 

《韶关市碧道建设总体规划（2020~2035 年）》（韶关市水利水

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2019 年）对始兴县墨江共有 2 处近期碧

道规划建设项目，均为城镇型碧道。其中，始兴碧道城南镇段起点为

富村湾电站，终点为墨江闸坝，建设长度为 5km；始兴碧道太平镇段

起点为天元大桥，终点为金润大桥，建设长度为 2.6km。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韶关市水利建设发展“十四五”

规划的通知》（韶府办〔2022〕6 号）提到，始兴县墨江为韶关市八

大主要河道之一，对墨江的河流特征展开介绍规划，并对墨江进行水

环境综合治理以及拟建墨江流域生态保护工程。 

（2）墨江已开展相关工作成果 

《墨江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技术报告》（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2019 年）针对墨江进行了防洪标准的确定、水面线计算与河道管

理范围划定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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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兴县墨江水域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报告》（广东省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2021 年）针对墨江进行了水文分析、河势稳定分析、岸

线功能区划分、岸线控制线划定和环境影响评价等工作。 

从河道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来看，市县级江河流域规划、水资源规

划、水资源保护规划、治涝规划、河道采砂规划、碧道规划以及水利

发展“十四五”规划等水利规划都将墨江作为始兴县的重点河流进行

介绍和规划；同时，始兴县墨江已开展了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水功能

区划划分、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等相关工作，说明在始兴县对墨江的

重视程度很高，有关墨江的河道规划、河道保护、河道治理和利用方

面的工作落实到位且全面。 

综上，从流域特性、社会和经济价值以及河道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等方面综合考虑，选定墨江作为始兴县的主要河道名录。 

3.2 县主要河道范围确定 

根据前文县主要河道名录确定分析成果，从流域特性、社会和经

济价值以及河道管理工作开展情况等方面综合考虑，选取墨江作为始

兴县主要河道名录。但考虑到墨江的流域面积较大（1367 km2）、河

流长度较长（88.15km），且主要流经范围大（涉及 7 个乡镇），为

确保县主要河道范围的科学性和全面性，本报告将结合相关成果及规

划、社会和经济情况等进行县主要河道起止范围的确定。 

3.2.1 县主要河道起止范围确定 

《始兴县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5）》（始兴县人民政府，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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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2015 年）、《始兴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

2035 年）》（始兴县自然资源局，2022 年）中提到始兴县中心城区

规划范围主要涵盖墨江良坝电站至与浈江汇合口段，河流长度约

12.8km；规划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 

《关于印发〈韶关市河道采砂规范化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韶

市水〔2018〕63 号，见附件 2）中明确墨江为始兴县主要河道，其河

道范围为从始兴县凉口拦河坝至与浈江汇合口，河流长度约18.4km。 

《墨江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技术报告》（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2019 年）中提到墨江干流始兴县县城段河道范围为从良坝电站至

与浈江汇合口，河流长度约 12.8km；防洪标准确定为堤库结合 50 年

一遇，其中堤防的防洪标准为 20 年一遇。 

《始兴县墨江水域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报告》（广东省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2021 年）中将墨江天菊电站至与浈江汇合口段确定为始

兴县县城段，河流长度约 20km；在岸线开发利用现状评价中描述为

“始兴县县城段河道两岸多开发为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和农田，岸线

开发利用程度较高”。 

对上述 4 个规划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墨江的规划重点河段主

要位于墨江下游始兴县县城附近。关于墨江主要河道的下边界均采用

墨江与浈江汇合口，但关于墨江主要河道的上边界确定原则不统一。

考虑到罗坝河、沈所河是墨江流域面积最大、河流长度最长的两条支

流且其汇入口都位于墨江凉口拦河坝至与浈江汇合口段，其次墨江凉

口拦河坝为重要水利工程控制断面与城南镇、顿岗镇以及深渡水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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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的交界处，因此，综合考虑建议选取凉口拦河坝作为主要河道的起

点，即选取凉口拦河坝至与浈江汇合口段（本《名录》定义为墨江下

游段）作为县主要河道范围，具体见图 3.2-1。 

 

图 3.2-1  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示意图 

3.2.2 合理性分析 

墨江干流主要流经隘子镇等 7 个乡镇，其中墨江凉口拦河坝~与

浈江汇合口段主要涉及城南镇、顿岗镇、沈所镇以及太平镇。 

根据《始兴年鉴 2022》统计，2021 年末墨江干流流经的 7 个乡

镇人口 18.434 万人，其中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人口 13.65

万人，占比 74.0%。墨江干流流经的 7 个乡镇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84.09

亿元，其中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73.68

亿元，占比 87.6%。同时，该河段两岸多开发为住宅用地、商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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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田，人口密集、经济较为发达。 

其次，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已修建有多处水利设施，

具体包括已修建长达 18.02km 的堤防、已建成 4 宗水电站、在建 1 宗

水电站；河道外设有 8 个取水口，河道内设有 4 个取水口；建有 15

座跨河桥梁（包括韶赣铁路桥、墨江大桥、天元大桥等重要桥梁）和

长约 8km 的城镇型碧道，具有显著的防洪、供水、灌溉、农渔业资源

和旅游观光等经济价值。 

表 3.2-1  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水电站特征表 

序

号 
电站名称 水电站位置 

装机容

量

（kW） 

开发方式 

坝址以上控制

集雨面积

（km2） 

1 
渔珠潭电站 

（在建） 

始兴县鱼珠桥上游

400 米 
2400 河床式 1359 

2 墨江闸坝水电站 
始兴县墨江大桥下游

600 米 
1650 河床式 1201 

3 富村湾水电站 
始兴县城南镇石桥头

村 
2520 河床式 1186 

4 良坝水电站 顿岗镇总村村委会 1200 河床式 808.03 

5 凉口坝后水电站 始兴县城南镇周前村 650 河床式 783.59 

因此，从社会和经济情况角度来看，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

合口段（即墨江下游段）的人口密集、经济较为发达，且沿岸多分布

有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和农田，同时具有显著的防洪、供水、灌溉、

农渔业资源和旅游观光等经济价值，说明选取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

合口段作为墨江的主要河道范围是科学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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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堤防分布情况表 

序号 堤防名称 起点位置 终点位置 

起点坐标 终点坐标 

长度 
左右岸 

关系 X（m） Y（m） X（m） Y（m） 

1 墨江良坝 1 号土石混合堤 仁深高速下游 450 处 富村湾电站 509464.576 2758746.066 508363.837 2759133.38 1.30 左岸 

2 墨江富村湾电站 1 号土堤 富村湾电站 南门路桥 508363.837 2759133.38 507108.379 2759571.17 1.39 左岸 

3 墨江富村湾电站 1 号埋石砼堤 富村湾电站 南门路桥 508377.199 2759308.341 507195.4008 2759678.001 1.27 右岸 

4 墨江城南镇 1 号砼直立式堤防 南门路桥 墨江水电站 507108.379 2759571.17 504869.497 2760601.333 2.50 左岸 

5 墨江城南镇 2 号砼直立式堤防 南门路桥 墨江水电站 507195.4008 2759678.001 505016.5047 2760756.711 2.47 右岸 

6 墨江沈所镇 1 号土堤 墨江水电站 
韶赣铁路桥上游

450m 
504869.497 2760601.333 502680.91 2761885.368 3.00 左岸 

7 墨江太平镇 2 号土堤 渔珠大桥 墨江与浈江交汇处 502229.946 2763844.096 501357.696 2764674.335 1.26 左岸 

8 墨江城南镇 1 号土堤 墨江水电站 渔珠大桥 505016.5047 2760756.711 502409.174 2763822.09 4.83 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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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县主要河道管理依据 

根据前文的县主要河道名录和起止范围分析成果，确定墨江下游

段为始兴县主要河道名录，其范围为凉口拦河坝至与浈江汇合口，河

流长度约 18.4km，包含墨江干流始兴县县城段（良坝电站~墨江与浈

江交汇处）和凉口拦河坝~良坝电站段。本报告将系统梳理墨江下游

段的防洪标准、水面线、河道管理范围、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等已有

水利工作成果，作为始兴县依法实施河道分级管理的依据。 

4.1 防洪标准 

根据《墨江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技术报告》（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2019 年），结合城市规划、流域综合规划、国家《防洪标准》、

已建与拟建堤防设计报告，墨江干流始兴县县城段（良坝电站~墨江

与浈江交汇处）防洪标准确定为堤库结合 50 年一遇，其中堤防的防

洪标准为20年一遇；凉口拦河坝~良坝电站段防洪标准为10年一遇。

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防洪标准示意见图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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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防洪标准示意图 

4.2 设计水面线 

《墨江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技术报告》对墨江进行了设计水面线的

推求，且成果已获得批准，本报告直接采用其设计水面线成果。设计

水面线采用的基准为国家 85 高程基准，采用地形为 2019 年实测地

形。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的水面线成果见表 4.2-1~表 4.2-

3。 

（1）凉口拦河坝~良坝电站段 

表 4.2-1  墨江凉口拦河坝~良坝电站段水面线          P=10% 

桩号 河底高程（m） 水位（m） 备注 

QH10+310.78 108.49 111.7 114.74 良坝电站（上） 

QH10+205.30 108.65 113.22 114.78  

P=5%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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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号 河底高程（m） 水位（m） 备注 

QH10+105.26 108.76 112.31 114.82  

QH10+004.39 108.65 112.83 114.85  

QH9+903.05 107.46 112.65 114.91  

QH9+804.69 107.28 113.05 114.92  

QH9+703.97 107.29 112.5 114.92  

QH9+605.47 107.4 113.24 114.98  

QH9+503.69 106.83 113.15 115.02  

QH9+393.0 108.39 114.87 115.02 洪痕 114.62m 

QH9+303.63 109.03 113.53 115.08  

QH9+205.72 109.98 112.83 115.09 桥 2（下） 

QH9+102.65 110.03 113.9 115.09  

QH9+002.64 105.27 113.37 115.32  

QH8+913.24 105.63 113.65 115.39  

QH8+801.65 106.14 114.68 115.43  

QH8+699.02 106.79 114.85 115.48  

QH8+602.23 108.33 113.77 115.48  

QH8+502.25 110.08 116.95 115.73  

QH8+401.56 110.1 115.1 115.77  

QH8+300.8 110.01 113.88 115.77 清塘水汇入 

QH8+200.26 110.41 113.94 116.13  

QH8+100.66 111.56 114.61 116.13  

QH8+000.75 111.99 115.1 116.13  

QH7+907.75 111.29 118.92 116.27 洪痕 117.42m 

QH7+797.48 112.33 118.31 116.3  

QH7+695.88 111.99 117.56 116.56  

QH7+595.88 112.02 117.98 116.84  

QH7+495.74 112.71 118.31 117.06  

QH7+398.10 112.87 118.2 117.08  

QH7+297.87 111.11 119.05 117.37  

QH7+197.52 111.34 122.43 117.64  

QH7+096.49 111.74 125.04 117.67 
前山水汇入 

QH6+995.98 112.9 118.02 117.73 

QH6+896.57 113.12 116.94 1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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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号 河底高程（m） 水位（m） 备注 

QH6+796.42 113.56 119.71 117.79 
洪痕 119.88m 

QH6+696.21 112.89 119.02 117.85 

QH6+599.60 113.31 119.11 117.85  

QH6+500.67 114.56 119.78 117.85  

QH6+400.65 115.07 119.83 117.85 

过流断面窄 

QH6+301.54 114.2 119.47 119.42 

QH6+201.54 114.49 121.23 119.72 

QH6+101.51 114.97 121.78 120.78 

QH6+001.60 115.09 122.36 121.02 

QH5+901.20 115.38 122.25 121.31 

QH5+800.76 115.41 122.51 121.82 桥 4 上 

QH5+698.35 116.21 128.09 122.28 凉口拦河坝（下） 

QH5+598.25 117.58 134.85 125.98 凉口拦河坝（上） 

（2）良坝电站~天元大桥段 

表 4.2-2  墨江良坝电站~天元大桥段水面线        P=5% 

断面 桩号（m） 水位（m） 备注 

1 K0+050.0 104.38 天元大桥 

2 K0+150.0 104.72  

3 K0+250.0 104.89  

4 K0+350.0 104.89  

5 K0+450.0 104.91  

6 K0+550.0 105.08  

7 K0+650.0 105.1  

8 K0+750.0 105.19  

9 K0+850.0 105.19  

10 K0+950.0 105.23  

11 K1+050.0 105.23  

12 K1+150.0 105.25  

13 K1+250.0 105.32  

14 K1+300.0 105.36 富村湾电站下游 

15 K1+350.0 107 富村湾电站上游 

16 K1+450.0 107.01  

17 K1+550.0 107.13  

18 K1+650.0 107.39  

19 K1+750.0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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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 桩号（m） 水位（m） 备注 

20 K1+850.0 107.53  

21 K1+950.0 107.6  

22 K2+050.0 107.62  

23 K2+150.0 107.8  

24 K2+250.0 107.83  

25 K2+350.0 107.85  

26 K2+450.0 107.89  

27 K2+550.0 107.98  

28 K2+650.0 108.52  

29 K2+750.0 108.52  

30 K2+850.0 108.55  

31 K2+950.0 108.66  

32 K3+050.0 108.88  

33 K3+150.0 108.99  

34 K3+250.0 108.99  

35 K3+350.0 109.52  

36 K3+450.0 109.71  

37 K3+550.0 109.71  

38 K3+650.0 109.8  

39 K3+750.0 109.8  

40 K3+850.0 110.22  

41 K3+950.0 110.39 良坝电站 

（3）天元大桥~墨江入浈江交汇口段 

表 4.2-3  天元大桥~墨江与浈江交汇河段水位线      P=5% 

序号 断面里程（m） 水位（m） 备注 

1 K0+000 106.587 富村湾水电站 

2 K1+330 104.386 天元大桥 

3 K2+180 103.263  

4 K3+032 101.917  

5 K3+782 100.326  

6 K4+372 99.498  

7 K5+338 98.246  

8 K5+958 97.408  

9 K6+884 96.939  

10 K7+727 96.511  

11 K8+431 96.238  

12 K9+083 9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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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断面里程（m） 水位（m） 备注 

13 K9+583 95.748  

14 K10+043 95.6 墨江与浈江交汇处 

4.3 河道管理范围划定 

《墨江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技术报告》对墨江进行了河道管理范围

划定，且成果已获得批准，本报告直接采用其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成果，

并梳理出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的划定原则、划界成果控

制点坐标等成果。 

4.3.1 划定原则 

《墨江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技术报告》（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2019 年）中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采用的河道管理范

围划定原则具体如下： 

（1）对于堤防未达标但有规划要求的河段，按照规划堤防断面

的堤身结构外边线确定基准线，基准线外延 20m 作为河道管理范围

线。 

（2）对于堤防已达标加固的河段，按照堤身结构外边线确定基

准线，基准线外延 20m 作为河道管理范围线。其中对于现状背水侧

堤脚线不清晰但内侧堤肩线清晰的河道，从堤肩线外延 3m 作为基准

线。 

4.3.2 河道划界成果控制点 

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的划界成果控制点坐标见表

4.3-1，河道管理范围线平面图见附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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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的划界成果控制点 

河道 

名称 

河道（段）编

号 
岸别 

防洪标准

（年一

遇） 

控制点坐标 
河道管理范围线 

（有堤防） 

河道管理范围线 

（无堤防） 

划定标准类别编号 

x y 

基准线

外延

（m） 

其他标

准 

设计洪

水位

（m） 

最高洪

水位

（m） 

墨江 KZD 右 114 右岸 10 512374.985 2754503.530   117.85  B-1 

墨江 KZD 右 115 右岸 10 512627.443 2756188.693   115.77  B-1 

墨江 KZD 右 116 右岸 10 512129.262 2756902.657   115.32  B-1 

墨江 KZD 右 117 右岸 10 511049.952 2757573.180   114.74  B-1 

墨江 KZD 右 118 右岸 20 510327.156 2757878.482   114.56  B-1 

墨江 KZD 右 119 右岸 20 509422.505 2759097.295 10    A-2 

墨江 KZD 右 120 右岸 20 508644.433 2759305.549 10    A-2 

墨江 KZD 右 121 右岸 20 507298.459 2759596.724 10    A-2 

墨江 KZD 右 122 右岸 20 505462.023 2760509.523 10    A-1 

墨江 KZD 右 123 右岸 20 504756.198 2760916.785 10    A-1 

墨江 KZD 右 124 右岸 20 503294.371 2760960.174 10    A-1 

墨江 KZD 右 125 右岸 20 502429.331 2763827.329 10    A-1 

墨江 KZD 右 126 右岸 20 502290.395 2764138.005   95.831  B-1 

墨江 KZD 右 127 右岸 20 502149.692 2764322.929 10    A-4 

墨江 KZD 右 128 右岸 20 501842.650 2764762.830 10    A-4 

墨江 KZD 左 088 左岸 10 512112.591 2756580.269   115.4  B-1 

墨江 KZD 左 089 左岸 10 511829.111 2756038.303   115.4  B-1 



 
 

34 

 

河道 

名称 

河道（段）编

号 
岸别 

防洪标准

（年一

遇） 

控制点坐标 
河道管理范围线 

（有堤防） 

河道管理范围线 

（无堤防） 

划定标准类别编号 

x y 

基准线

外延

（m） 

其他标

准 

设计洪

水位

（m） 

最高洪

水位

（m） 

墨江 KZD 左 090 左岸 10 509712.123 2757065.042   110.39  B-1 

墨江 KZD 左 091 左岸 20 509457.085 2758734.348 10    A-2 

墨江 KZD 左 092 左岸 20 508326.373 2759094.711 10    A-1 

墨江 KZD 左 093 左岸 20 507090.697 2759554.516 10    A-2 

墨江 KZD 左 094 左岸 20 503877.666 2760694.589 10    A-1 

墨江 KZD 左 095 左岸 20 502673.250 2761883.295 10    B-1 

墨江 KZD 左 096 左岸 20 502213.638 2763838.867 10    A-1 

墨江 KZD 左 097 左岸 20 501343.196 2764657.767 10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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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始兴县墨江水域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报告》（广东省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2021 年）制定了墨江岸线利用管理规划，在保障行洪安

全、兼顾排涝、通航和水环境需求、维持河势稳定、保障供水安全、

保护水生态环境和其他公众利益活动的前提下，按照保护优先、开发

有序、合理控制的要求，提出河道岸线资源合理开发、有效利用、科

学保护、强化管理的布局和方案。 

墨江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成果已获得批准，本报告直接采用其岸

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成果，并梳理出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

的岸线保护与利用现状分析评价、河势稳定性分析、岸线功能区划分

以及岸线控制线划定等成果。 

4.4.1 岸线保护与利用现状分析评价 

（1）岸线开发利用现状分析评价 

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河长约 18.4km，其间建设有前

山电站桥、周所古桥等 15 座桥梁工程；开发有渔珠潭电站、墨江闸

坝水电站、富村湾水电站、良坝水电站、凉口坝后水电站共 5 宗水电

站；沿岸设有凉口东、西灌区、白石坪水厂、联兴食品药品造纸（韶

关）有限公司等 8 处取水口；沿岸设有始兴县建滔积层板（韶关）有

限公司工业入河排污等 5 处排污口。 

该河段主要为始兴县城区段，河道两岸多开发为住宅用地、商业

用地和农田，岸线开发利用程度较高。 



 
 

36 

 

 
图 4.4-1  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现状开发利用影像图 

（2）岸线管理保护现状分析评价 

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未涉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

保护区以及生态控制红线。 

（3）岸线利用与保护需求分析 

随着人口增长及城镇化进程，岸线利用需求增大，为避免进一步

开发可能对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供水安全、航道稳定等带来不利影

响，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需要控制开发利用方式，具体

包括： 

①涉河建设项目尽量避开现有和规划的水利工程设施的管理和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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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岸线开发利用不能影响水文（水质）测站测报设施正常运行和

测报工作的正常开展，且宜布置在水文（水质）监测环境保护范围以

外。 

③桥梁、码头、管线、渡口、取水、排水等基础设施需超越临水

控制线的应采取架空、贴地或下沉等方式，尽量减小占用河道过流断

面。 

④在两岸临水控制线之间的区域内整治河道、航道以及兴建桥梁、

码头等建设项目，应当符合河道行洪所需要的河宽，选用的建筑结构

应当减少对行洪的影响。 

4.4.2 河势稳定性分析 

（1）河床历史演变分析 

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位于墨江下游，对比墨江凉口

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附近河段 2014 年至 2021 年的影像图（详见

图 4.4-2），得出近年来河道走向基本稳定，没有明显的摆动或走势变

化；新修了 4 座跨河桥梁工程（红框）。 

 
2014 



 
 

38 

 

图 4.4-2a  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影像图（2014 年） 

 

图 4.4-2b  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影像图（2015 年） 

 

图 4.4-2c  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影像图（2018 年） 

 

图 4.4-2d  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影像图（2021 年） 

2015 

201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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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验公式河床稳定性分析计算 

根据《韶关市河道采砂规划报告（2021~2025 年）》（广东省水

利水电科学研究院，2020 年），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的

纵向稳定性指标、横向稳定性指标以及综合稳定性指标分别为 2.77、

1.43 和 5.66，说明该河段纵向、横向稳定性较好，河道岸线较稳定，

河床不存在明显左右摆动现象。 

（3）河床演变趋势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墨江干流堤围建设工程、河道整治工程等

增强了两岸的抗冲性，稳定了河道主流的走向，增加了河道的稳定性；

随着岸线规划的实施，将进一步保证河道稳定，保障行洪、供水、航

运等综合利用的安全。 

4.4.3 岸线功能区划分 

岸线功能区是根据河湖岸线的自然属性、经济社会功能属性以及

保护和利用要求划定的不同功能定位的区段，分为岸线保护区、岸线

保留区和岸线控制利用区。 

根据《始兴县墨江水域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报告》相关成果，墨

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右岸均划定为控制利用区；凉口拦河

坝至韶赣铁路上游段、渔珠潭大桥-墨江与浈江交汇口段左岸划定为

控制利用区，韶赣铁路上游-渔珠潭大桥段左岸划定为保留区。墨江河

流岸线功能分区规划成果见表 4.4-1 和附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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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岸线功能分区规划成果表 

序

号 

市（地）

级行政区 

县级行

政区 
岸别 起止位置 

功能区

类型 

岸线长度

（m） 

临水控制线 外缘边界线 

主要划分依据 
备

注 
长度

（m） 

坐标 

长度

（m） 

坐标 

起点 终点 起点 终点 

X（m） Y（m） X（m） Y（m） X（m） Y（m） X（m） Y（m） 

1 

韶关市 始兴县 

左岸 深渡水桥-韶赣铁路上游 
控制利

用区 
27634.7977 27634.798 506317.931 2747356.283 502664.398 2761878.242 27654.3052 506308.308 2747353.482 502682.592 2761886.290 

碧道规划，有岸线利

用需求 
 

2 左岸 韶赣铁路上游-渔珠潭大桥 保留区 2434.144 2434.144 502664.398 2761878.242 502233.76 2763841.882 2440.747 502682.592 2761886.290 502213.154 2763840.055 
有生态建设需要预留

用地 
 

3 左岸 
渔珠潭大桥-墨江与浈江交汇

口 

控制利

用区 
1265.95 1265.95 502233.76 2763841.882 501359.366 2764676.827 1251.98 502213.154 2763840.055 501343.196 2764657.767 

中心城区，有碧道规

划，有岸线利用需求 
 

4 右岸 深渡水桥-墨江与浈江交汇处 
控制利

用区 
29381.2319 29381.232 506397.892 2747379.257 501765.492 2764821.66 29372.1581 506409.28 2747382.48 501848.637 2764769.066 

中心城区，有碧道规

划，有岸线利用需求 
 

注：深渡水桥位于凉口拦河坝上游约 11.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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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岸线控制线划定 

岸线控制线是指为加强岸线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在沿河

道水流方向或湖泊沿岸周边划定的管理和保护的控制线。岸线控制线

分为临水控制线、堤顶控制线和外缘边界线。 

（1）临水控制线划定 

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均为设防河段，采用防洪设计

水位与陆域的交线作为临水控制线，具体见表 4.4-2。墨江凉口拦河

坝~与浈江汇合口段临水控制线划定成果见附图 4。 

表 4.4-2  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临水控制线划定原则 

序

号 
河段 

河长

（km） 
临水控制线划定原则 防洪标准 

1 凉口拦河坝~良坝电站 5.32 
按 10 年一遇设计洪水

位与岸边交界线划定 
10 年一遇 

2 
良坝电站~墨江汇入浈

江 
13.08 

按 20 年一遇设计洪水

位与岸边交界线划定 
20 年一遇 

（2）堤顶控制线划定 

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两岸堤防总长 18.02km。其中，

左岸堤防总长 9.45km，右岸堤防总长 8.57km。有堤防河段堤顶控制

线为堤防临水侧堤顶线，其他段不需要划定堤顶控制线。墨江凉口拦

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堤顶控制线划定成果见附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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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堤防分布情况表 

序号 堤防名称 起点位置 终点位置 

起点坐标 终点坐标 

长度 
左右岸 

关系 X（m） Y（m） X（m） Y（m） 

1 墨江良坝 1 号土石混合堤 仁深高速下游 450 处 富村湾电站 509464.576 2758746.066 508363.837 2759133.38 1.30 左岸 

2 墨江富村湾电站 1 号土堤 富村湾电站 南门路桥 508363.837 2759133.38 507108.379 2759571.17 1.39 左岸 

3 墨江富村湾电站 1 号埋石砼堤 富村湾电站 南门路桥 508377.199 2759308.341 507195.4008 2759678.001 1.27 右岸 

4 墨江城南镇 1 号砼直立式堤防 南门路桥 墨江水电站 507108.379 2759571.17 504869.497 2760601.333 2.50 左岸 

5 墨江城南镇 2 号砼直立式堤防 南门路桥 墨江水电站 507195.4008 2759678.001 505016.5047 2760756.711 2.47 右岸 

6 墨江沈所镇 1 号土堤 墨江水电站 
韶赣铁路桥上游

450m 
504869.497 2760601.333 502680.91 2761885.368 3.00 左岸 

7 墨江太平镇 2 号土堤 渔珠大桥 墨江与浈江交汇处 502229.946 2763844.096 501357.696 2764674.335 1.26 左岸 

8 墨江城南镇 1 号土堤 墨江水电站 渔珠大桥 505016.5047 2760756.711 502409.174 2763822.09 4.83 右岸 

表 4.4-4  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堤顶控制线坐标表 

序号 市（地）级行政区 县级行政区 岸别 堤防名称 

控制点坐标 

备注 起点 终点 

X（m） Y（m） X（m） Y（m） 

1 

韶关市 始兴县 

左岸 墨江良坝 1 号土石混合堤 509464.576 2758746.066 508363.164 2759116.373  

2 左岸 墨江富村湾电站 1 号土堤 508363.164 2759116.373 507131.054 2759555.602  

3 左岸 墨江城南镇 1 号砼直立式堤防 507131.054 2759555.602 504866.938 2760596.877  

4 左岸 墨江沈所镇 1 号土堤 504866.938 2760596.877 502680.910 276188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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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地）级行政区 县级行政区 岸别 堤防名称 

控制点坐标 

备注 起点 终点 

X（m） Y（m） X（m） Y（m） 

5 左岸 墨江太平镇 2 号土堤 502229.946 2763844.096 501357.696 2764674.335  

6 右岸 墨江富村湾电站 1 号埋石砼堤 508377.199 2759308.341 507287.562 2759589.140  

7 右岸 墨江城南镇 2 号砼直立式堤防 507287.562 2759589.140 505016.505 2760756.711  

8 右岸 墨江城南镇 1 号土堤 505016.505 2760756.711 502409.174 2763822.090  

注：坐标为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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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缘边界线划定 

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的外缘边界线划定原则包括：

①对于堤防未达标但有规划要求的河段，按照规划堤防断面的堤身结

构外边线确定基准线，基准线外延 20m 作为河道管理范围线；②对

于堤防已达标加固的河段，按照堤身结构外边线确定基准线，基准线

外延 20m 作为河道管理范围线，其中对于现状背水侧堤脚线不清晰

但内侧堤肩线清晰的河道，从堤肩线外延 3m 作为基准线，按照基准

线外移 20m 作为管理范围线。因此，堤防段的外缘边界线根据河道

管理范围线确定；无堤防段中设防河段的外缘边界线在河道管理范围

线基础上外延 10m。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外缘边界线划

定成果见附图 4。 

表 4.4-5  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外缘边界线划定原则 

序号 河段 
河长

（km） 
外缘边界线划定原则 防洪标准 

1 凉口拦河坝~良坝电站 5.32 
无堤防段：河道管理范围

线（临水线）外延 10m 
10 年一遇 

2 良坝电站~墨江汇入浈江 13.08 

有堤防河段：现有河道管

理线；无堤防段：河道管

理范围线（临水线）外延

10m 

20 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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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县主要河道名录 

根据前文分析论证成果，始兴县主要河道名录为墨江下游段，范

围为凉口拦河坝至与浈江汇合口，河流长度约 18.4km。始兴县主要河

道范围特性表见附表 1，始兴县主要河道范围示意图见附图 1 和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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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果应用与建议 

6.1 成果应用 

（1）明确县主要河道 

《名录》在《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和《韶关市河道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基础上，对县主要河道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和细化；同时，

《名录》考虑了始兴县境内墨江的一级支流多、水量大等因素，明确

规定了始兴县主要河道名录、起止位置范围，有利于河道的分级管理

与整体统筹规划。 

（2）作为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管理的重要依据 

根据《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县主要河道名录的确定和调整由

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拟定，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并

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河道沿线的县级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主要河道实施日常检查监督，依

法实施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的行政许可，查处违法行为。 

《名录》作为《河道条例》的重要配套文件，将作为水行政主管

部门依法实施河道管理的重要依据。同时，确定县主要河道名录对于

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河道管理及涉河建设项目审批具有重要

意义。 

6.2 建议 

（1）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每五年至少组织开展一

次县主要河道水域及其岸线地形测量等调查工作，完善河道管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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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2）县主要河道管理应当将河道整治规划、河道管理范围划定、

河道岸线规划等专业规划作为河道保护、治理和利用的依据。 

（3）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县主要河道监督检

查制度，各镇人民政府要对所辖区域县主要河道保护、河道治理和利

用承担主体责任，加强日常巡查和现场监管。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

协调联动，形成覆盖河道分级管理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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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附图 1 始兴县水系图及主要河道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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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始兴县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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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始兴县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河道管理范围线示意图 

附图 3.1 墨江凉口拦河坝~良坝电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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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2 墨江良坝电站-天元大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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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3 墨江天元大桥-与浈江交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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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始兴县墨江凉口拦河坝~与浈江汇合口段岸线示意图 

附图 4.1 墨江凉口拦河坝~良坝电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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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2 墨江良坝电站-天元大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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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3 墨江天元大桥-与浈江交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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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 始兴县主要河道范围特性表 

序

号 

市（地）

级行政区 

县级行

政区 

河道名

称 

起止位置 坐标（左岸） 坐标（右岸） 

起点 终点 

起点 终点 起点 终点 

X Y X Y X Y X Y 

1 韶关市 始兴县 
墨江下

游段 

凉口

拦河

坝 

墨江与

浈江汇

合口 

512110.537 2753739.346 501343.196 2764657.767 512235.922 2753751.227 501842.650 276476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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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 《关于更新始兴县县、镇、村三级河长名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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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印发〈韶关市河道采砂规范化管理工作方案〉

的通知》（韶市水〔2018〕6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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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加快确定市、县主要河道名录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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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相关部门反馈意见 

附件 4.1 太平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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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 顿岗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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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3 城南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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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4 沈所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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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5 司前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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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6 隘子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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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7 深渡水瑶族乡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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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征求各单位意见反馈情况及修改说明 

序号 单位 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 

1 太平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 采纳 

2 顿岗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 采纳 

3 城南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 采纳 

4 沈所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 采纳 

5 司前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 采纳 

6 隘子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 采纳 

7 深渡水瑶族乡人民政府 无意见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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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专家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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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专家评审会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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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专家评审意见对照修改表 

序号 意见 修改 

1 加强与相关规划对接。 已加强与相关规划的衔接。 

2 复核相关数据并完善图表。 已复核报告相关数据并完善图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