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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乳源瑶族自治县地处广东省北部、韶关市西北、南岭山脉骑田岭

南麓，介于北纬 24°23′—25°33′，东经 112°52′—113°20′。乳源县境内

河流属珠江流域，北江水系，属降雨补给型，境内高山峡谷众多，河

流密布，全县集雨面积 100km2以上的河流有武江、南水河、杨溪河、

大潭河、游溪河（新街水）、水源宫河；集雨面积在 100km2以下的

河流有五官庙河、柳坑河（汇入游溪河）、大布河。

2020年 1 月 1 日施行的《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将广东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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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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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韶关市河道管理办法》（2014年 8月 14日韶关市人民政

府令第 116号发布），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河道划分为省管河道、市管

河道、县管河道，明确了县管河道、市管河道具体起止河段，县管河

道的确定，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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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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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加快确定市、县主要河道名录的通知》，

为尽快建立完善我省河道分级管理制度，强化河道管理，请各市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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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立辖区内市、县主要河道名录。

因此根据省水利厅通知要求，亟待开展《乳源县主要河道名录论

证报告》的编制工作。受乳源县水务局委托，我公司于 2023年 8月

底即成立了专题工作组，开展《乳源瑶族自治县主要河道名录论证报

告》（以下简称《名录》）的编制工作。2023年 10月处，编制完成

《名录》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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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县主要河道名录论证的必要性

1、《名录》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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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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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韶关市河道管理办法》（2014年 8月 14日韶关市人民政

府令第 116号发布），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河道划分为省管河道、市管

河道、县管河道，明确了河道等级划分及管理权限。

《名录》对于乳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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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水文情势变异要求对县主要河道特征进一步分析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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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乳源县南水河段为例，南水河上游

南水水库的修建，改变了下游河道的水沙运动规律和分配，从而导致

河道水下地形及水位发生变化，水文情势变异问题导致河道演变与河

道的行洪能力发生变化，有必要对县主要河道特征进一步分析论证。

3、河道名称及范围发生了变化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乳源县社会经济、农村城市化和城市工业化

的发展十分迅猛。因经济高速发展对土地及岸线资源需求迅速增加，

对河道岸线竞相开发利用，部分河段行政区划做了调整，与当地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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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域规划、水利普查、河湖名录及相关成果等表述不一致，不利于

河道管理。

综上所述，乳源县主要河道名录是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管理

的重要依据，县主要河道名录的论证及编制工作，是适应新形势下管

理要求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开展乳源县主要河道名录的论证及编制

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1.2. 编制目的

明确乳源县主要河道的名录、范围和具体位置，为确定乳源县主

要河道提供依据，经批复后，将作为我省依法实施河道分级管理的重

要依据。

1.3. 编制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 7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年 7月 2日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8年 3月 19日修订

版)；

（四）《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2019 年 11月 29 日广东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2020年 1月 1日

实施；

（五）《韶关市河道管理办法》（（2014年 8月 14日韶关市人

民政府令第 116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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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广东省全面推行河长制河湖名录；

（七） 其他相关规划文件。

1.4. 论证范围

根据乳源县河湖名录划定成果，乳源县主要河道河道 1条，为南

水河乳源县段。

1.5. 编制依据

1. 保障行洪安全的原则

本《名录》在充分考虑防洪安全、河势稳定的基础上，遵循河道

演变的自然规律，根据河道自然条件，结合生态安全、供水安全、通

航安全等方面要求，兼顾上下游、左右岸及不同地区的保护与管理要

求，科学确定乳源县主要河道范围。

2. 依法依规，尊重历史的原则

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条例规定，

基于《韶关市河道管理办法》既有成果及乳源县其他相关规划要求，

综合分析，合理确定乳源县主要河道范围。

3. 统筹协调，关注重要界河原则

乳源县水流潮流条件复杂，形成和发育有其固有的自然规律。河

道两岸是人类活动频繁、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带

来了河道岸线资源过度开发利用、水环境水生态破坏等问题，尤其是

跨行政区的河道，其开发利用矛盾日益突出。因此，要兼顾河道上下



乳源瑶族自治县主要河道名录论证报告

游、左右岸的实际情况，统筹协调，《名录》的编制过程中，要关注

重要界河及重要节点河道。

4. 兼顾市县分级管理要求，贯彻河湖管理“放管服”精神

《名录》编制要结合河道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以及市县的河

道管理需求，充分体现“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放管服”

精神，合理分析确定县主要河道，完善县河湖管理体系，推进乳源县

河湖管理能力提升，保障河湖健康发展。

1.6. 工作内容与思路

（一）资料收集整理

收集并整理流域水文气象、地形地貌、河道堤防、水利普查、河

道名录及不同年代图册资料，县市区江河流域规划、河道治理规划、

岸线利用规划及河道划界确权等规划资料，以及有关研究成果资料。

（二）河道分析范围梳理

基于《韶关市河道管理办法》等既有成果，结合相关规划进行梳

理分析，确定河道分析范围，以此作为乳源县主要河道名录的研究基

础。

（三）行洪能力分析

调查研究河道行洪情况，乳源县主要河道进行行洪能力分析。

（四）综合确定县主要河道名录

综合考虑河道行洪能力、县市区河道管理要求等历史成果，确定

县主要河道名录。

本工作技术思路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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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述

2.1. 地理位置和经济概况

乳源瑶族自治县地处广东省北部、韶关市西北、南岭山脉骑田岭

南麓。介于北纬 24°23′—25°33′，东经 112°52′—113°20′。东临韶关市

浈江区、武江区，西接清远市阳山县，南连曲江区罗坑镇、英德市波

罗镇，北与乐昌市及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相接。行政区域总面积

2299km2。乳源瑶族自治县区域位置如图 2-1、2-2所示。

图 2-1 广东省乳源县区域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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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韶关市乳源县区域位置示意图

乳源瑶族自治县历史悠久，风光秀丽，资源丰富，交通便利，被

誉为“粤北瑶山的一颗明珠”。先后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

体、全国民族体育先进集体、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县、中国最佳民族

生态旅游名县、中国瑶绣之都、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目前正在创

建全国少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县、改革创新示范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示范县，

力争迈向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县前列。

（1）经济发展实现跃升

2022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为 114.70亿元，同比增长 3.2％（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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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全省、全县分别增长 3.0％、1.9％、0.2％）。其中：其中，第一

产业增加值完成 11.09亿元，同比增长 15.8％；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

58.82亿元，同比增长 7.4％；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 44.79亿元，同比

下降 4.0％。全县规上工业增加值 41.04亿元、同比增长 10.5％。固

定资产投资完成投资额 40.1 亿元、同比下降 20.6％，增速排名全县

第 5位。重点建设项目 74项，总投资 24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42亿

元，全年完成投资 25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24亿元，同比下降

14.4％，其中税收收入 3.73亿元，同比下降 7.1％。

（2）基础设施日趋完善

乳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明显加大，综合交通网络骨架基本形

成，交通枢纽地位不断增强，在全县交通发展速度的排名中处于前列。

完成韶关丹霞机场征拆任务，航站区、工作区工程完工。省道 250乳

桂线道路提升项目、红云至大坪旅游公路改建工程、侯公渡至江湾公

路改建工程、大布至钨英公路路面改造等工程顺利完成，国道 323线

乳源上围至沙坪段改建、省道 258 线鸭麻湖至大布段改造等扎实推

进。治理中小河流 69公里，完成灌区改造工程 23公里，改造渠系建

筑物 80座。南水水库供水工程乳源段、潜江－韶关输气管道工程全

部完工。实现行政村村村通自来水覆盖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农村

生活饮用水水质合格率均达到 90%以上的目标。

（3）新发展理念得到落实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打造经济发展

新引擎。精致绿色现代农业蓬勃发展，成功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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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三品一标”认证农产品 24个，农业品牌更加响亮。农业产业化

经营组织 734家，建成省级蔬菜现代农业产业园。特色工业提质增效，

县经济开发区成功创建省级高新区，东阳光公司率先建成全县县域首

个产值超百亿元的特色产业集群。引进胜蓝电子、怡隆光学、曼陀罗

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旅游业快速发展，“十三五”期间累计接待游客

约 2332万人次。成功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建成云门山景区、

蓝山源温泉度假区等生态旅游景点，西京古道等文化资源活化利用，

乌石岭云门印象民宿建成营业。商贸业取得新突破。争取省委省政府

出台民族地区税收优惠政策，步步高公司开设代理商贸易公司，全县

以批发销售为主的功能性总部企业累计达 116家，总部经济基础不断

夯实。

2.2. 地形地貌

乳源瑶族自治县地质结构以石灰岩、砂岩、页岩等沉积岩为主，

火成岩仅在西部洛阳区一带有所分布。由于岩石断裂构造等原因，在

今天的瑶山西部边缘，北起红云区的歧石观音山，南经南水河以及大

布区一带，地壳又下沉，原来风化残留的石块，经泥、砂等物质胶结

而形成砾岩。后来在砾岩之上又堆积了厚达八百多米的砂岩和页岩。

现在辖区东部桂头圩的西面山坡上，还留着这些一层层没有被地壳运

动搞乱的岩石，地质工作者在这里测量了一条地质剖面，定名为“下-

中泥盆统桂头群”，成为地质岩石的一个分类。现在的县辖区西面及

西南面，在洛阳镇以及龙南、大桥、大坪镇的西侧，地下岩浆沿着构

造活动地带，侵入到地表面，形成大东山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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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源瑶族自治县位于南岭山脉中段南麓，贯穿弧形山系，地势由

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部、西部峰峦环峙，属中山山地地貌，溶蚀高

原地貌显著，是韶关市主要石灰岩地区之一。乳源中部为海拔 300m

以下的低洼窄长地带；西北部多为 800m以上的中山山区，溶蚀高原

地貌显著；全省最高峰石坑崆海拔 1902m也坐落于此；东部是丘陵

平原，海拔在 70～150m之间，南部为丘陵山区，海拔在 300～600m

之间。全县山地面积占 85%；丘陵盆地占 15%。地貌切割强烈，峡谷

多，河床落差大，地形地貌复杂。如图 2-3所示。

图 2-3 乳源县地形地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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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河流水系

乳源县境内河流属珠江流域，北江水系，属降雨补给型。境内高

山峡谷众多，河流密布，全县主要河流有 9条，主河道长约 309.65km，

境内集水面积 100km2以上的河流有武江、南水河、杨溪河、大潭河、

游溪河（新街水）、水源宫河；集雨面积在 100km2以下的河流有五

官庙河、柳坑河（汇入游溪河）、大布河。其中，南水河流入北江；

杨溪河、五官庙河、游溪河、水源宫河均流入武江，经武江流入北江；

大潭河流入连江再流入北江；大布河流入黄洞水再流入连江。

表 2-1 乳源瑶族自治县主要河流概况表
序

号
河流名称 发源地 河口 长度（km）

流域面积

（km2）

上一级河流

名称

1 武江 湖南临武三峰岭 韶关市沙洲尾
16.25

（260）
749（7097） 北江

2 杨溪河 老蓬顶 入武江口 64 498 武江

3 五官庙河 方洞大瑶山 桂头黄惊坝 20.5 41.6 武江

4 游溪河 乳源牛角岭 武江沙园 32.29（46） 154.3（339） 武江

5 水源宫河 乳源茶坪上 武江黄土坛 32.1（41） 101（153） 武江

6 南水河 乳源安墩头 武江孟洲坝
80.41

（104）
869（1489） 北江

7 大潭河 乳源天井口 入连江口 46.1（75） 460（991） 连江

8 大布河 大布镇英明村 浛洸镇白米庄村 19.1（54） 82（403） 连江

（1）南水河

南水河发源于五指山的安头墩，由西向东流经龙南、乳源、龙归，

与龙归水汇合，于孟洲坝流入北江。全流域面积 1489km2，在乳源境

内为 869km2，全长 104km，坡降为 4.83‰，在乳源境内 80.41km，河

床坡降 8.64‰，天然落差 1510m。流域内县境年降雨量 1840mm，年

径流深 1120mm，年径流量 9.733亿 m3。据乳源水文站资料，多年平

均流量 33.067m3/s，查测最大洪峰流量 3980m3/s（清道光四年，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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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824年农历四月十三日），实测最小流量 0.149m3/s(1963年 12月

8日）。

（2）杨溪河

杨溪河发源于乳源瑶族自治县五指山的老鹏顶山，经大桥、横溪、

必背在杨溪口汇入武江。全河集雨面积 498km2，河长 64km，坡降

11.9‰，总落差 1637m。多年平均降雨量 1600mm，年径流深

840~1000mm，年径流量 4.183亿 m3。杨溪水文站实测最大洪峰流量

1750m3/s(1973 年)，最枯流量 1.93m3/s(1979 年），多年平均流量

17.4m3/s。杨溪河河床地质复杂，上游为花岗岩，中游为石灰岩，下

游以砂岩为主。主要震旦系乐昌峡群砂岩出露于下游现引杨拦河坝址

附近；中下泥盆系桂头群砂岩出露于黄龙电站以下地段。由于地形、

地貌复杂，许多中上游工程漏水严重。

（3）五官庙河

五官庙河属于珠江流域北江水系上游武江一级支流，发源于必背

镇方洞大瑶山，河流自西向东流，沿途流经大竹斜、草田坪村南坑口、

东坑口，于乳源县桂头镇黄惊坝汇入武江，流经必背、桂头和游溪三

镇。五官庙河主要支流有大竹斜坑、方洞坑、南坑、洋坑、苦竹坑、

板坑和中心坑等。流域集雨面积 41.6km2，总河道长 20.5km，河床平

均坡降 39.45‰，河道天然落差 1090m，河流曲折。

（4）游溪河（新街水）

游溪河，位于乳源瑶族自治县境北部，沿途流经游溪镇和桂头镇。

干流主要在游溪镇境内，故又称游溪河。发源于大瑶山牛角岭，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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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溪、子背、油公坑、上狮庙、新街，在烈村河口与另一支流柳坑河

（流域面积 53.7km2，总河长 19.98km，河床平均坡降 30.6‰）汇合，

到曲江市沙园与重阳水（水源宫河）汇合后，在重阳镇黄土坛汇入武

水。全河集雨面积 339km2，在乳源境内 154.3km2，河长 46km，在乳

源境内 32.29km，平均坡降 13.5‰，总落差 1250m。

（5）水源宫河（重阳水）

水源宫河，又名重阳水，发源于瑶山的茶坪的计竹园，沿途经过

东坪镇、游溪镇、一六镇及曲江县重阳镇。由西向东流经大寮坑、水

源宫、一六，从一六出境流向曲江重阳镇，汇入武江。总集雨面积

343km2，干流河长45km，平均坡降13.9‰，乳源境内集雨面积101km2，

河流长度 32.1km，平均坡降 29.7‰，总落差 1180m。

（6）大潭河（波罗河）

大潭河属北江的二级支流，主流发源于乳源瑶族自治县的天塘

顶，流经月坪、漏菜、坝美，与坝美水汇合后为大潭河。大潭河东流

经柑子潭至大泵暗河，出暗河后流至小泵与洛阳水汇合，折向南流，

经鸭麻湖、桥甫、大潭、牛婆洞于兰村流入英德市，经波罗镇的罗湾

洞于大湾注入连江。全流域河道长 75km，河道平均坡降为 5.8‰，集

雨面积为 991km2。其中乳源瑶族自治县境内河道长 46.7km，河道平

均坡降为 6.72‰，雨面积为 460km2。

（7）大布河（黄洞河）

大布河发源于乳源瑶族自治县境南部的三磨芨，经大布、英明，

至埕头出境流到英德县永安寮汇入连江。集雨面积 394km2，其中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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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瑶族自治县境内 82km2。河长 19.4km，河床平均坡降 30.93‰，总

落差 600m。流域内人口 1.24万人，耕地 1.39万亩，灌溉面积 1.3万

亩。埕头大峡谷就在大布河的下游，瀑布落差 220m，气势镑薄，山

形险要，是广东省最大的瀑布。

图 2-3 乳源县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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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水文气象

乳源县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盛行西南季风和东南信风，

干湿冷暖分明，雨量丰沛，常有洪水；冬至处于冷高压的前缘，盛吹

北风和东北风，雨水稀少、常见东旱。多年平均气温 19.8℃，最高气

温年变化出现在 6月～8月，最低气温年变化出现在 12月～2月间，

历年最高气温 38.6℃；历年最低气温-4℃。平均霜期为 59天，霜日

最长达 10 天，多年平均日照数为 1680 小时。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

1069.2mm。流域地表植被较好，森林覆盖率较高，上游属中高山区，

为暴雨中心，是雨量高区，故径流和浅层地下水较为充沛。南水河

1956～2005年同步期平均年径流量 20.80亿 m3，径流深 1396.9mm，

年平均流量 66.0m3/s，多年平均年降水量 1898mm。

2.5. 主要水利工程

2.5.1. 水库、水电站工程

建国以来，全县水利投资加快，水利工程建设稳步发展，水利基

础设施也不断完善，详细的水利工程信息如下：

1）水库

乳源瑶族自治县现有已建主要水库 51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利部发布的《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

的规定，其中有 1座大（一）型水库、4座中型水库、12座小（一）

型水库、34座小（二）型水库，详情见表 2-2。

表 2-2 乳源瑶族自治县大（一）型水库主要特征表

名称 河流 F Q V 总 V 兴 主要功能

南水水库 南水 608 10.5 12.8 7.14
防洪、发电、供

水、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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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F表示坝址控制流域面积，单位：km2；Q表示多年平均年径流量，单位：

亿 m3；V总表示总库容，单位：亿 m3；V兴表示兴利库容，单位：亿 m3。

表 2-3 乳源瑶族自治县 4座中型水库主要特征表

名称 河流 F Q V 总 V 兴 主要功能

大潭水库 大潭河 430 5.24 0.19 0.048 防洪、发电

泉水水库 南水 189 3.56 0.22 0.163 防洪、发电

坝美水库 大潭河 175 2.42 0.26 0.193 防洪、发电

横溪水库 杨溪河 498 4.8 0.995 0.578 防洪、发电

注：F表示坝址控制流域面积，单位：km2；Q表示多年平均年径流量，单位：

亿 m3；V 总表示总库容，单位：亿 m3；V 兴表示兴利库容，单位：亿 m3。

表 2-4 乳源瑶族自治县小（一）型水库主要特征表

名称 河流 F Q V 总 V 兴 主要功能

国公岩水库 南水 3.74 317.95 104 84.44
防洪、供水、灌

溉

横冲水库 重阳水 1.13 97.18 104 88.47
防洪、供水、灌

溉

白露塘水库 武江 0.83 68.06 105 88.61
防洪、供水、灌

溉

高涧水库 南水 3.6 275.62 106 82.8
防洪、供水、灌

溉

船塘水库 黄洞河 2.8 257.6 112 83.73
防洪、供水、灌

溉

桥甫水库 大潭河 275.5 25000 113.78 34 发电

东坪白竹水库 南水 13 1289.6 125.93 73.8
发电、供水、灌

溉

大桥榔水库 黄洞河 1.80 165.6 126 98.57
防洪、供水、灌

溉

寨头水库 大潭河 4.3 452.79 157 105.65
防洪、供水、灌

溉

石寨背水库 重阳水 4.47 426.765 166 113.73
防洪、供水、灌

溉

旱岩水库 长溪河 8.25 752.3 249 185.5
防洪、供水、灌

溉

瓮笃水库 杨溪河 10.5 1076.25 455 362.8
防洪、发电、供

水、灌溉

注：F表示坝址控制流域面积，单位：km2；Q表示多年平均年径流量，单位：

万 m3；V总表示总库容，单位：万 m3；V兴表示兴利库容，单位：万 m3。（同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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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乳源瑶族自治县小（二）型水库主要特征表

名称 河流 F Q V 总 V 兴 主要功能

虎冲水库 重阳水 0.24 19.68 10.85 7.95
防洪、供水、

灌溉

红岭水库 武江 0.2 17.63 11 9.35
防洪、供水、

灌溉

老鼠尾水库 武江 0.23 23 11 8.95
防洪、供水、

灌溉

蛇颈水库 重阳水 1.5 144.4500 11.2 8.40
防洪、供水、

灌溉

合口砬水库 杨溪河 2.1 192.53 11.25 6.99
防洪、供水、

灌溉

后冲水库 重阳水 0.2 17.23 12 9.27
防洪、供水、

灌溉

庙背水库 南水 0.43 35.26 12 8.55
防洪、供水、

灌溉

鹅颈水库 武江 1.06 91.16 12 7.91
防洪、供水、

灌溉

黄埔水库 武江 0.26 22.36 12 9.45
防洪、供水、

灌溉

东粉龙水库 南水 0.42 40.32 13 9.65
防洪、供水、

灌溉

简屋水库 重阳水 0.41 34.03 13 9.95
防洪、供水、

灌溉

茶山塘水库 杨溪河 0.7 56.12 13 9.95
防洪、供水、

灌溉

长冲水库 杨溪河 1.05 87.15 13 8
防洪、供水、

灌溉

红云水库 杨溪河 0.67 61.64 14 9.32
防洪、供水、

灌溉

炎庙水库 武江 0.58 123.976 15 12.5
防洪、供水、

灌溉

雷打桥水库 杨溪河 5 492.63 16 10.93
防洪、供水、

灌溉

冲后水库 重阳水 0.1 15.41 17 15.9
防洪、供水、

灌溉

尖尾角水库 南水 0.53 63.56 18 14
防洪、发电、

供水、灌溉

石头冲水库 武江 0.59 56.23 18 11.16
防洪、供水、

灌溉

莲花心水库 南水 0.24 20.42 19 15.85
防洪、供水、

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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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河流 F Q V 总 V 兴 主要功能

长塘水库 武江 0.38 31.54 20 11.16
防洪、供水、

灌溉

武丰二库水库 龙溪洞水 0.74 80.749 21 14.50
防洪、供水、

灌溉

武丰一库水库 龙溪洞水 0.73 69.569 27 21
防洪、供水、

灌溉

后冲社水库 重阳水 0.20 16.59 28 20.2
防洪、供水、

灌溉

扁山长塘水库 南水 0.27 21.6 34 30.89
防洪、供水、

灌溉

埕子坑水库 大潭河 2.53 240.35 37 25.05
防洪、供水、

灌溉

湖椒塘水库 大潭河 0.98 90.1600 37 27.79
防洪、供水、

灌溉

横坑水库 南水 2.75 228.25 40 17.05
防洪、供水、

灌溉

田冲水库 大潭河 0.51 75.8880 48 40.43
防洪、供水、

灌溉

月街水库 月坪水 1.13 118.989 5 36.62
防洪、供水、

灌溉

高头濑水库 南水 0.92 72.15 51 44.49
防洪、供水、

灌溉

瑶岭水库 武江 0.63 59.496 66 58
防洪、供水、

灌溉

清源水库 横溪 1 95.32 67 58.2
防洪、供水、

灌溉

红明水库 龙溪洞水 1.76 161.93 68 52
防洪、供水、

灌溉

（2）水电站

根据广东省韶关市水利普查资料可知，现有 400多座已建的主要

水电站，其中 3座多年平均发电量超过 1亿 kW•h的水电站，16座多

年平均发电量超过 1千万 kW•h的水电站，详情见表 2-6、表 2-7。

表 2-6 乳源县多年平均发电量超过 1亿 kw•h的水电站主要特征表

水电站名称 乡（镇） 所在河流名称 水电站类型
多年平均发电

量(万 kW•h)
横溪水电站 必背镇 杨溪河 闸坝式 11526.54
泉水水电站 东坪镇 南水 引水式 12365.17
南水水电站 乳城镇 南水 引水式 25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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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乳源县多年平均发电量超过 1千万 kw•h的水电站主要特征表

水电站名称 乡（镇） 所在河流名称 水电站类型
多年平均发电量

(万 kW•h)
龙四电站 乳阳林业局 龙溪洞水 混合式水电站 1089.04

埕头水电站 大布镇 黄洞河 引水式水电站 1111.8
龙谷电站 游溪镇 新街水 引水式水电站 1176.67

天三水电站 天井山林场 大潭河 引水式水电站 1260
信联三级水电站 游溪镇 重阳水 引水式水电站 1273.49

深洞水电站 天井山林场 南水 引水式水电站 1350
官溪水电站 乳城镇 南水 闸坝式水电站 1475.67

合江口一级水电站 洛阳镇 南水 引水式水电站 2150
合江口水电站 洛阳镇 南水 引水式水电站 2150
南源水电站 乳城镇 南水 引水式水电站 2248.67
桥甫水电站 洛阳镇 大潭河 引水式水电站 2403.7
坝美水电站 洛阳镇 大潭河 引水式水电站 2581.28

七星墩水电站 桂头镇 武江 闸坝式水电站 3800
杨溪银溪水电站 桂头镇 武江 引水式水电站 4701.62

大潭水电站 洛阳镇 大潭河 引水式水电站 6154.4
钓鱼台水电站 必背镇 杨溪河 闸坝式水电站 7006.56

2.5.2. 堤防工程

根据水利普查资料，乳源县已建堤防共 7段，合计 19.03km，各

堤段信息见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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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乳源县已建堤防主要情况

序号 堤防名称 乡（镇） 街（村）

所在河流

(湖泊、海

岸)名称

河流岸别 堤防型式 工程任务 堤防级别

规划防洪

(潮)标准

［重现期］

（年）

堤防长度

(m)

堤防工程

管理单位

名称

1 必背河堤 必背镇
必背村委

会
杨溪河 右岸 砌石堤 防洪 5级 10 200

乳源瑶族

自治县必

背镇水利

水电管理

所

2 桂头河堤 桂头镇
莫家村村

委会
武江 右岸 砌石堤 防洪 3级 20 492

乳源瑶族

自治县桂

头镇水利

水电管理

所

3
乳源县城

防洪工程

（右岸）

乳城镇
大联村委

会
南水 右岸

土堤,砌石

堤
防洪 3级 50 6151.87

乳源瑶族

自治县县

城堤防排

涝管理所

4
乳源县城

防洪工程

（左岸）

乳城镇
河北村委

会
南水 左岸

土堤,砌石

堤
防洪 3级 50 7232.28

乳源瑶族

自治县县

城堤防排

涝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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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堤防名称 乡（镇） 街（村）

所在河流

(湖泊、海

岸)名称

河流岸别 堤防型式 工程任务 堤防级别

规划防洪

(潮)标准

［重现期］

（年）

堤防长度

(m)

堤防工程

管理单位

名称

5

乳源瑶族

自治县县

城二期防

洪工程（右

岸）

乳城镇
河北村委

会
南水 右岸

土堤,砌石

堤
防洪 3级 50 3565

乳源瑶族

自治县县

城堤防排

涝管理所

6

乳源瑶族

自治县县

城二期防

洪工程（左

岸）

乳城镇
健民村委

会
南水 左岸 砌石堤 防洪 3级 50 470

乳源瑶族

自治县县

城堤防排

涝管理所

7 杨溪河堤 桂头镇
杨溪村委

会
武江 右岸

土堤,砌石

堤
防洪 5级 10 920

乳源瑶族

自治县县

城堤防排

涝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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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水闸、泵站

根据广东省韶关市水利普查资料可知，乳源瑶族自治县共有水闸

22座，其中分洪闸 5座，排水闸 15座，引水闸 1座，节制闸 1座，

详情见表 2-8。

表 2-8 乳源瑶族自治县水闸主要特征表

水闸名称 乡（镇） 所在河流 水闸类型 过闸流量（m3/s）

刘屋线水闸 乳城镇 南水 分(泄)洪闸 5.5

县城河堤 10号闸 乳城镇 南水 排(退)水闸 24

县城河堤 11号闸 乳城镇 南水 排(退)水闸 24

县城河堤 12号闸 乳城镇 南水 排(退)水闸 24

县城河堤 13号闸 乳城镇 南水 排(退)水闸 24

县城河堤 14号闸 乳城镇 南水 排(退)水闸 24

县城河堤 15号闸 乳城镇 南水 排(退)水闸 24

县城河堤 16号闸 乳城镇 南水 排(退)水闸 24

县城河堤 1号闸 乳城镇 南水 排(退)水闸 24

县城河堤 2号闸 乳城镇 南水 排(退)水闸 24

县城河堤 3号闸 乳城镇 南水 分(泄)洪闸 24

县城河堤 4号闸 乳城镇 南水 排(退)水闸 24

县城河堤 5号闸 乳城镇 南水 排(退)水闸 24

县城河堤 6号闸 乳城镇 南水 排(退)水闸 24

县城河堤 7号闸 乳城镇 南水 排(退)水闸 24

县城河堤 8号闸 乳城镇 南水 排(退)水闸 24

县城河堤 9号闸 乳城镇 南水 排(退)水闸 24

双口水闸 乳城镇 南水 节制闸 80.77

干坑水闸 乳城镇 南水 分(泄)洪闸 5.1

旱塘岭水闸 乳城镇 南水 分(泄)洪闸 5

杨溪口前池闸 桂头镇 武江 引(进)水闸 9

民窖水闸 乳城镇 南水 分(泄)洪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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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河道名录确定

3.1. 防洪规划

南水：南水上游已建有 1宗中型水库泉水水库、1宗大型水库南

水水库(原设计泄洪洞最大下泄流量为 436m3/s，南水水库泄洪洞加固

后将增加至 780m3/s。台水轮发电机最大过水能力为 63.9m3/s)拦蓄上

游洪水，结合下游己建、规划续、扩、新建的堤防共同组成堤库结合

的防洪体系，其防洪重点是乳源县城。

乳源县城位于南水中游，南水流经城区，县城主要受南水洪水威

胁。县城防洪标准规划为将原来的堤防 20年一遇改为堤库（泉水、

南水水库）结合 50年一遇洪水标准。

乳源县城防洪堤工程基本沿原河道走向布置，左岸防洪堤始于南

水河上坝电站游上游家私厂附近，终于下游新民河口，堤线总长

8.68km；右岸防洪堤自南水河上附城镇新桥桥台处始，至下游鹰咀石

电站南前止，堤线总长 4.25km，左右岸堤线总长 12.93km。一期工程

已完成，二期工程规划堤长 4.05km。

3.2. 河流功能区区划

根据《广东省韶关市江河流域综合规划修编报告》，对指导韶关

市水利防灾减灾工程建设、流域开发、治理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

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涉及南水河河流水功能区规划内容有：

根据河流水资源条件、水资源承载力和水环境承载力，考虑河流

的资源环境条件与开发潜力、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资源环境保

护要求、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等主要因素，合理确定不同河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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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治理、开发和保护的功能定位及其目标、任务，划定流域各类河流

和河段的功能区划。涉及南水河干流的水功能区划如下：

表 3-1 韶关市重点河流水功能区划情况

河流名称 功能区划
河段范围

长度（km）
起始断面 终止断面

南水
保护区 乳源安墩头 南水水库库尾 64

治理开发区 南水水库库尾 武江孟洲坝 40

3.3. 河道划界情况

根据《乳源瑶族自治县 2019年度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实施方案》

南水河（乳源县段）河道管理范围线的划定标准如下：

根据《韶关市江河流域规划修编报告（韶关市水务局）》《南水

河乳城镇河段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报告》（中山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

询有限公司）等相关资料，南水河乳源县段的设计洪水频率是 50 年

一遇。

有堤防河段：

（1）捍卫重要城镇或五万亩以上农田的堤防，从背水侧堤脚线

起算三十至五十米；

（2）捍卫一万亩至五万亩农田的堤防，从背水侧堤脚线起算二

十至三十米；

（3）其他堤防，由县级人民政府参照上述标准和《堤防工程设

计规划》，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划定；

（4）城市规划区，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等部门根据

实际情况划定。与北江衔接的规划堤防背坡堤脚线偏移 30m划定管

理范围，已建达标堤防偏移 20m划定管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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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堤防河段：

无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围根据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

确定。通过断面测量计算设计水面线，设计水面线与河岸的相交线为

起算线。

（1）无规划要求的，山区河道按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

位确定管理范围线；平原网河区河道按起算线外延一定距离确定河道

管理范围。

（2）有规划要求的，且有经批复的河道治理规划，设计断面明

确的，按规划要求划定河道管理范围。

主要划界成果详见附图。

3.4. 河道岸线利用规划

根据《乳源瑶族自治县南水河乳源段(含南水水库)水域岸线保护

与利用规划报告》，南水河乳源段共划分功能区 14个，其中保护区

6个，长度 207.02km，占比 80.46%；保留区 6个，长度 15.44km，占

比 6.0%；控制利用区 2个，长度 34.84km，占比 13.54%；保护区及

保留区岸线长度约占总岸线长度 86.46%，南水河乳源县境内内共划

分岸线保护区 6个，总长度 207.01km，占岸线总长度 80.46%。划分

岸线保留区 6个，总长度 15.44 km，占岸线总长度 6.0%。

表 3-2 南水河乳源段功能区长度及占比

功能区 保护区 保留区 控制利用区

个

数

长度

（km)
个

数

长度

（km)
占比

（%）

个

数

长度

（km)
占比

（%）

个

数

长度

（km)
占比

（%）

14 257.3 6 207.2 80.46 6 15.44 6 2 34.84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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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河道主要范围确定

3.5.1. 相关规划文件

根据韶关市水务局 2018年关于印发《韶关市河道采砂规范化管

理工作方案》的通知，通知中指出县主要河道范围为：南水河从乳源

县南水电厂至与北江汇合口。

3.5.2. 河道范围确定

根据乳源县河湖名录划定及其他相关规划成果资料，乳源县主要

河道河道 1条，为南水河乳源县段，由乳源县南水电厂至与武江区交

界处，河道长 16.43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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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河势演变分析

河道演变是挟沙水流与河床相互作用的结果，影响河道演变的主

要因素由来水来沙、河床比降、河道地形与地质等情况共同决定。就

其形式而言，河床演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沿流程的纵深方向变形，

称纵向变形；另一类沿垂直水流方向变化，称横向变形，体现了河床

在平面上的摆动特点。研究河床演变特性，就是从纵向变形和横向变

形两方面进行分析说明。

由于南水河的历史水下地形资料和多年径流、泥沙数据较少，本

报告通过河段影像对比和经验公式计算河床稳定性对拟采区附近河

道的演变进行定性分析。

4.1. 河床历史演变分析

根据《乳源瑶族自治县概况》（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

的一本，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描述，现乳源以北至乐

昌峡是一片近岸浅海，约四亿年前，在今天的瑶山西部边缘，北起红

云区的岐石观音山，南经南水河及大布区一带，地壳下沉，堆积了

800多米的砂岩和页岩。在三亿至二亿多年前，地壳继续下沉，海水

从广西方向经阳山县由西南面流入县境，碧水连天。距今两亿年前，

乳源县仍然是水天相连的古海浅滩。距今一亿七千万年左右，在燕山

期地壳运动影响下，现在的县辖区西面及西南面，在洛阳区及龙南、

大桥、大坪区西侧，地下岩浆沿着构造活动地带，侵入到地表面，形

成大东山花岗岩。自燕山期地壳运动后没有再发生较大地壳运动，今

天的乳源瑶族自治县辖区壮丽山河开始逐渐形成，南水河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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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南水河流域先后建设了众多水库及水电站。1958年在南水

河干流中游河段建设了大型水库——南水水库，1970年在支流盆汤

水上建设了中型水库——泉水水库。南水河上水电站主要为南水水库

以下的上坝、双口、鹰咀石、河头及龙船湾五个梯级电站。水库的修

建减轻了下游的防洪压力，但也降低了洪水期水流挟沙力，可能会使

河道产生淤积，而五个梯级电站的建设也近一步加剧了河道的淤积。

4.2. 河床近期演变分析

4.2.1. 平面形态对比

（1）2002年之前

2002年之前，乳源县城防洪工程（一期）未开工建设，南水河

两岸岸坡基本保持天然状态，仅双口电站（乳源排灌站）、鹰咀石水

闸前进行过护岸处理。两岸多有耕地、竹林，常受南水水库泄洪水流

与区间洪水的淹没与冲刷。未整治前，南水河蜿蜒曲折，江心洲发育，

两岸多竹林、耕地，无明显堤防，河道呈天然状态，整体河势呈凹岸

冲刷，凸岸淤积态势。

（2）2002年之后

一期堤防：于 2002年开工，至 2004年 10月底完工，堤防类型

为浆砌石；本次堤防筑建涉及与两岸，左岸堤防始于南水河上坝电站

上游家私厂附近，终于下游新民河口，堤线总长 8683m；右岸堤防始

于南水河上游新桥桥台处，至下游鹰咀石水电站坝址前，堤线总长

4247m；左右两岸堤防线总长 12930m。

一期工程实施后，南水河乳源县城区段中上游岸线、左岸岸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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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稳定。

二期堤防：乳源县南水河二期堤防工程于 2006年施工，堤防类

型为浆砌石重力堤、均质土堤与干砌石护岸结合；本次工程主要为完

善一期工程，本次工程只涉及右岸，从上坝电站至下游小棱角结束，

堤线总长为 4045m。

岸线变化：

1）1986年至 2004年 10月（一期工程实施后）：

A、山体段：经比对，山体段岸线基本不变。

B、城区段：较 1986年岸线来看，2004年岸线基本与原有岸线

走向一致，局部有削岸、平顺，河道中多处江心洲消失、清除。

C、农田段：鹰咀石电站下游左右岸线有所变化，其他河段基本

一致。

2）2004年至今：

A、山体段：2004年至今，山体段两岸多为山体，植被茂密，因

缺乏山体段历史实测资料，据 2014年至 2018年遥感影像图来看，山

体段两岸基本不变，呈天然岸坡状态。

B、城区段：一二期工程实施后，南水河城区段基本固化，两岸

较平顺，岸线基本不变。

C、农田段：一、二期工程实施范围不包括农田段，该段两侧仅

少量护岸，多呈天然状态，2014年-2018 年局部岸线向南水河河道突

出，主要位于木竹坝村支流与南水河汇合口附近。

4.2.2. 横断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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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1996年在南水河左岸开挖山坡修建坪乳公路期间，部分

施工弃渣倾倒在河道中，公路竣工后，边坡未采取护坡措施，在雨水

作用下，部分边坡失稳坍塌，随水流进入河道，造成河道淤积。1998

年 10月京珠高速公路粤境北段动工兴建，右岸部分边坡开挖和隧道

开挖弃渣均堆弃在南水河河道内，也致使南水河产生淤积。

近期工程段河宽、深泓线变化主要受河道治理工程影响。2001

年后，洲街桥以上，河道南侧滩地被占用修建堤防，河道宽度缩窄，

洲街桥以下河道宽度变化不大。河道在 2001年至 2018年间，洲街桥

以上河道因修堤，河床下切，洲街桥以下河道有冲有淤，变化不大；

2019年清淤工程的实施，使河床整体下切。洲街桥以下断面变化较

小，也侧面反映了人为因素影响较小的情况下，工程段河道基本处于

冲淤平衡状态。

4.3. 河床演变趋势分析

根据河道历史演变和近期演变分析可知：

①工程段南水河两岸已建设有堤防，受堤防约束，河道岸线将固

定不变；②工程段河床变化主要受水库、堤防、拦河闸堰、河道清淤

等人为活动影响；在无人为活动干扰下，受区间水流挟沙沉积影响，

河道整体将呈轻微淤积趋势。③上游自来水厂至上坝电站河段、下游

乳城镇前进村委会滩头村段，位于电站之间，在不受清淤活动的干扰

下，整体逐年轻微淤积，凹岸冲刷，为保护堤岸及农田堤岸需进行整

治。④结合已整治的河段及南水河整体淤积情况，建议今后定期测量

河道，滚动修编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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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河道行洪能力分析

5.1. 设计洪水

（1）历史洪水灾害

根据乳源县地方水利志记载：明嘉靖十四年（1535 年）夏的两

次洪水，冲毁县城民房数十间，以及农田地；清康熙二年四月（公元

1663年）大水，冲坏城屋 40余间，北角敌楼一座倒塌，直至城底；

清道光四年（1824年）四月十三日夜，忽雷电交作，大雨如注，山

洪爆发，县城西双峰寺后背山顶坠二巨石；民国 20年（1931年）5

月 10日，南水洪水淹上县城共和路（环城二路上街），南门木桥被

冲垮，冲毁水车 20架，陂头 3座，水塘 8口，磨粉厂 3间，受淹水

稻 830亩，杂粮作物 400亩，全县损失稻谷 216担，经济损失 2167.4

万国币（建国后，水利水文部门查测得南水乳源站洪峰水位 87.28m）；

民国 24年（1935年）7月 24日，乳源大雨，据《韶关市水利大事》

记载：“韶洲忽降临盆大雨，一夜之间浈、武两江水位突涨 7尺余……

乳源站分别除险第一、第三位洪水……南水乳源站 7月 31日洪峰水

位 84.98m，相应流量 2850m3/s”。

建国后的主要水灾有：1954年春，洪水为害，冲毁稻田 7867亩，

冲倒房屋 27间，5月 22日，降雨 147.5mm，山洪又爆发，南水河流

量为 1550m3/s，淹没稻田 1.4万亩，损失粮食 105t；1968年 6月 21

日，县城降雨 186.1mm，造成灾害；1972年 5月 3~7日，全县普降

暴雨，侯公渡损失严重；1973 年 6月 27~28日，暴雨，本河段侯公

渡洪涝严重；1977年 6月 8日~9日，一天降雨 119.4mm，附城、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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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渡洪涝严重；1977年 7月 8日~9日，一天降雨 119.4mm，附城、

侯公渡等地山洪爆发造成灾害；1982年 5月 10日~13日，全县普降

60年一遇大雨。

2013年“8•16”尤特台风的影响，乳源地方公路县道Ｘ325线桂头

至大桥路段约 50公里，遭受强降雨侵袭，造成山洪暴发、山体滑坡，

出现严重的路基坍塌，桥梁、涵洞、挡土墙等构造物被冲毁，公路遭

受严重破坏。

（2）设计洪水

本报告设计洪水采用《乳源县城防洪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水利

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勘测设计研究院，2000.9）和《乳源瑶族自治县县

城二期防洪工程初步设计报告》（韶关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

公司，2008.6）中洪水成果。

根据《乳源县城防洪工程初步设计》，县城上游的南水水库具有

多年调节能力，水库的设计标准为 1000年一遇，校核标准为 5000年

一遇，远高于县城的设计标准。因此防护河段个断面的设计洪水由南

水水库泄流过程、南水水库与护岸河段的各区间设计洪水所组成。其

中，南水水库下泄洪水采用广东省水电院修编成果（起调水位

220m），20年和 50年一遇最大下泄流量均为 426m3/s；南水水库发

电流量为 82.5 m3/s；区间设计暴雨采用《广东省水文图集》等值线图

成果，产、汇流采用综合单位线法进行计算。由于南水水库为多年调

节水库，对下游具有重大的防洪作用，因此，考虑最不利情况下的洪

水组合（坝下最大泄量+发电流量+区间洪峰流量）作为设计洪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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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表 5-1。

表 5-1 南水河设计洪水成果表

出口断面
各级频率洪峰流量设计值（m3/s）

2% 5%
南水电厂 897 836
双口水闸 1110 1010
鹰咀石水闸 1174 1029
河头溢流坝 1174 1029
龙船湾枢纽 1383 1230

5.2. 水面线计算

乳源瑶族自治县县境内南水河干流河段，根据梯级电站的位置，

分为以下河段进行计算：乳源瑶族自治县南水河南水水库坝址至上坝

水电站、上坝水电站至鹰咀石水电站、鹰咀石水电站至新河头水电站、

新河头水电站至龙船湾水电站、龙船湾至官溪水电站、官溪水电站至

南水河乳源县范围内终点，由于上坝电站至鹰咀石电站坝址前该段河

段现已建立堤防护岸，水面线计算采取根据《乳源县城防洪工程初步

设计报告》（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勘测设计研究院，2000.9）和《乳

源瑶族自治县县城二期防洪工程初步设计报告》（韶关市水利水电勘

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2008.6）中水面线数据，剩余 5个河段采用《南

水河乳源段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技术报告》（2019.12）中的设计洪水

成果。

（1）计算模型

本项目采用 mike通用模型进行设计洪水位计算。

（2）洪水遭遇分析及计算工况

①洪水遭遇分析



乳源瑶族自治县主要河道名录论证报告

南水河干流遭遇的支流（只考虑流域面积大于 50km2的河流）洪

水按中小河流治理时确定的支流防洪标准(10-20年一遇)考虑，由于

涉及水面线计算的河段并未出现大于 50km2以上的河流，因此本次模

型计算不考虑遭遇洪水时支流带来的影响。

②计算工况

乳源瑶族自治县县境内南水河干流河段，根据梯级电站的位置，

本次分乳源瑶族自治县南水河南水水库坝址至上坝水电站、上坝水电

站至鹰咀石水电站、鹰咀石水电站至新河头水电站、新河头水电站至

龙船湾水电站、龙船湾至官溪水电站、官溪水电站至南水河乳源县范

围内终点，由于上坝电站至鹰咀石电站坝址前该段河段现已建立堤防

护岸，本次水面线计算直接采取根据《乳源县城防洪工程初步设计报

告》（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勘测设计研究院，2000.9）和《乳源瑶

族自治县县城二期防洪工程初步设计报告》（韶关市水利水电勘测设

计咨询有限公司，2008.6）中水面线数据，本次除去该段河段外，只

对剩余 5个河段进行分段计算，各段计算工况如下。

表 5-2 设计洪水位计算工况一览表

序号 河段 工况

1 南水水库坝址至上坝水电站 工况：（P=2%）

2 鹰咀石水电站至新河头水电站 工况：（P=2%）

3 新河头水电站至龙船湾水电站 工况：（P=2%）

4 龙船湾至官溪水电站 工况：（P=2%）

5 官溪水电站至南水河乳源县范围内终点 工况：（P=2%）

（3）模型边界及参数设置

1）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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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水河南水水库坝址处至上坝水电站坝址前

① 下边界：

本段模型以上坝水电站作为下边界进行计算，下边界水位值采用

《乳源县上坝电站安全鉴定报告》（韶关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

限公司，2009）中的数值，50年一遇设计洪水时，上坝水电站坝址

处坝前水位为 90.028m；因此本次计算下边界采用 90.028m的水位值。

② 上边界：

模型计算的上边界采用流量数据，根据《广东省乳源县南水水库

泄洪河道整治工程实施方案》（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2017.3）南水水库坝址处 50年一遇的洪峰流量为 488.75m3/s，即上边

界洪峰流量定为 488.75m3/s。

表 5-3 南水河南水水库至上坝电站电站段模型边界

序号 河流 上边界流量（m3/s） 下边界水位(m)
1 南水水库坝址处至上坝水电站 488.75 90.028

二、上坝水电站至鹰咀石水电站

本段河段共测得大断面 14条，由于上坝电站至鹰咀石电站坝址

前该段河段两岸现已建立堤防护岸，水面线数据直接采取《乳源县城

防洪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0.9）和《乳源瑶族自治县县城二期防洪工程初步设计报告》（韶

关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2008.6）中数据，本次不在对

该段河段进行计算。

三、鹰咀石电站至新河头电站

① 下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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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模型的下边界为新河头水电站，下边界为新河头水电站坝址

处坝前 50年一遇的设计水位，根据《乳源瑶族自治县县城二期防洪

工程初步设计报告》（韶关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008.6），模型下边界水位为 80.74m。

②上边界：

鹰咀石电站至新河头水电站段模型计算的上边界采用流量数据，

根据《乳源县鹰咀石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项目初步设计报告》（浙江

中洲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有限公司，2015.9）中数据，鹰咀石电站 50

年一遇的洪峰流量位 1083m3/s。

表 5-4 鹰咀石水电站至新河头水电站模型边界

序号 河 流 上边界流量（m3/s） 下边界水位(m)
1 鹰咀石水电站至新河头水电站 1083 80.74

四、新河头水电站至龙船湾水电站

① 下边界：

本段模型的下边界为龙船湾水电站，下边界为龙船湾水电站坝址

处坝前 50年一遇的设计水位，根据《乳源瑶族自治县龙船湾水电站

可行性研究报告》（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9.12）中数据，模型下边界水位为 75.03m。

②上边界：

新河头电站至龙船湾电站段模型计算的上边界采用流量数据，根

据根据《乳源瑶族自治县县城二期防洪工程初步设计报告》（韶关市

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2008.6）新河头电站 50年一遇的

洪峰流量位 1174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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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新河头水电站至龙船湾水电站模型边界

序号 河 流 上边界流量（m3/s） 下边界水位(m)
1 新河头水电站至龙船湾电站 1174 75.03

五、龙船湾水电站至官溪水电站

① 下边界：

本段模型的下边界为官溪水电站，下边界为官溪水电站坝址处坝

前 50年一遇的设计水位，根据《乳源县官溪水电有限公司增效扩容

改造项目初步设计报告》（浙江中洲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2015.12）中数据，模型下边界水位为 71.554m。

②上边界：

龙船湾电站至官溪电站段模型计算的上边界采用流量数据，根据

根据《乳源瑶族自治县龙船湾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湘西土家苗

族自治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2009.12）龙船湾电站 50年一遇

的洪峰流量位 1383m3/s。

表 5-6 龙船湾水电站至官溪水电站模型边界

序号 河 流 上边界流量（m3/s） 下边界水位(m)
1 龙船湾水电站至官溪电站 1383 71.554

六、官溪水电站至终点

① 下边界：

本段模型的下边界采用为柴桑水电站数据，下边界为柴桑水电站

坝址处坝前 50年一遇的设计水位，根据《武江区柴桑电站工程安全

鉴定报告书》（韶关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2008.9），

模型下边界水位为 63.87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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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上边界：

官溪电站至南水河乳源段终点段模型计算的上边界采用流量数

据，根据《乳源县官溪水电有限公司增效扩容改造项目初步设计报告》

（浙江中洲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有限公司，2015.12）官溪电站 50年一

遇的洪峰流量位 1458m3/s。

表 5-7 官溪水电站至柴桑水电站模型边界

序号 河 流 上边界流量（m3/s） 下边界水位(m)
1 官溪电站至柴桑水电站 1458 63.874

2）初始条件

由于初始水位值不影响模型的计算精度，仅对模型的计算效率会

有影响，由于每次模型计算量并不太大，因此将模型初始水位值设置

为 0m。

3）糙率设置

根据《乳源县上坝水电站安全鉴定报告》《乳源瑶族自治县龙船

湾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乳源县鹰咀石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项目

初步设计报告》《武江区柴桑电站工程安全鉴定报告》，南水河（乳

源段）干流起点至上坝电站段的糙率为 0.035，鹰咀石电站至新河头

电站段的糙率为 0.030，新河头电站至龙船湾的糙率为 0.035，龙船湾

电站至官溪电站段的糙率为 0.035，官溪电站至终点糙率 0.030，对应

河段的模型本次计算时直接采用其糙率。

4）水面线计算成果

各断面计算结果值详见表 5-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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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南水河（乳源段）起点至上坝电站各断面设计洪水位结果表

断面编号 P=2%（85 高程） 里程距（m） 备注

断面 1 153.08 K0+000 南水水库坝址后

断面 2 142.2 K1+390
断面 3 137.23 K2+650
断面 4 131.54 K3+520
断面 5 125.74 K4+220
断面 6 119.74 K5+380
断面 7 110.14 K6+520
断面 8 102.58 K7+503
断面 9 94.38 K9+200
断面 10 92.26 K9+800

断面 11 90.46 K10+300 上坝坝址前

表 5-9 上坝电站至鹰咀石电站各断面设计洪水位结果表

断面编号 P=2%（85 高程） 里程距（m） 备注

断面 1 88.44 K0+000 上坝电站坝址后

断面 2 87.77
断面 3 87.1
断面 4 86.73
断面 5 86.34
断面 6 85.65
断面 7 84.47
断面 8 83.21
断面 9 82.94

断面 10 82.74

断面 11 82.43
断面 12 82.26
断面 13 82.22

断面 14 82.18 鹰咀石电站坝址前

表 5-10 鹰咀石电站至龙船湾电站各断面设计洪水位结果表

断面编号 P=2%（85 高程） 里程距（m） 备注

断面 1 81.11 K0+000 鹰咀石电站坝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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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编号 P=2%（85 高程） 里程距（m） 备注

断面 2 81.00 K0+320

断面 3 80.94 K0+500

断面 4 80.83 K0+715

断面 5 80.79 K1+015

断面 6 80.74 K1+323 新河头电站坝址前

断面 1 78.718 K0+000 新河头电站坝址后

断面 2 77.55 K0+335

断面 3 76.87 K0+750

断面 4 76.21 K1+230

断面 5 75.37 K2+110

断面 6 75.16 K2+450

断面 7 75.03 K2+640 龙船湾电站坝址前

表 5-11 龙船湾电站至柴桑电站各断面设计洪水位结果表

断面编号 P=2%（85 高程） 里程距（m） 备注

断面 1 74.337 K0+000 龙船湾坝址后

断面 2 72.742 K0+500
断面 3 72.405 K0+914
断面 4 72.294 K1+081
断面 5 72.083 K1+280
断面 6 71.977 K1+470
断面 7 71.976 K1+660
断面 8 71.939 K1+869
断面 9 71.745 K2+069
断面 10 71.74 K2+256
断面 11 71.709 K2+452
断面 12 71.681 K2+670
断面 13 71.64 K2+859
断面 14 71.606 K3+056
断面 15 71.573 K3+274

断面 16 71.554 K3+457 官溪电站坝址前

断面 1 69.515 K0+000 官溪电站坝址后

断面 2 69.068 K0+162
断面 3 68.949 K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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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编号 P=2%（85 高程） 里程距（m） 备注

断面 4 68.864 K0+500
断面 5 68.642 K0+750
断面 6 68.601 K1+040
断面 7 68.488 K1+380
断面 8 68.086 K1+670
断面 9 68.058 K1+930
断面 10 67.565 K2+228
断面 11 67.195 K2+552
断面 12 66.859 K2+890
断面 13 66.255 K3+190
断面 14 65.355 K3+578

断面 15 63.874 K4+367 柴桑电站坝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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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南水水库至上坝电站断面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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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上坝电站至鹰咀石电站断面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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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鹰咀石电站至新河头电站断面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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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新河头电站至龙船湾电站断面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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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龙船湾电站至官溪水电站断面分布图



乳源瑶族自治县主要河道名录论证报告

图 5-6 龙官溪水电站至柴桑水电站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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