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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保山市潞江灌区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技术咨询意见 

受云南省水利厅委托（函〔2021〕-494 号），2021 年 5 月

20～23 日，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在保山市组织召开会

议，对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云南省保山

市潞江灌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可研报告》）进行

了咨询。参加会议的有：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云南省水利厅，

保山市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务局，隆阳区人民政府、

水务局，施甸县人民政府、水务局，龙陵县人民政府、水务局，

保山市潞江灌区工程建设管理指挥部，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

限责任公司以及云南保山市万润水利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等

单位的领导、专家和代表。会前组织了现场查勘，会议听取了编

制单位关于《可研报告》主要内容的汇报，并进行了分组讨论。

主要技术咨询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保山市地处滇西各州市地理中心，位于我国通向缅甸中心城

市曼德勒和印度城市加尔各答的主要通道上，是通向缅甸和印度

最便捷可行的通道前沿，是滇缅公路、中印公路的交叉点，在历

史上是对外贸易的交通枢纽。潞江灌区位于保山市怒江干流区，

灌区涉及的保山市隆阳区、施甸县和龙陵县均属于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滇西边境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县，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任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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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江灌区自然条件优越，人均水资源及土地资源丰富，人口

密度低、光热条件好，不仅是云南省水稻、甘蔗、咖啡主产地，

更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国家级糖料基地、省级香料烟生

产基地、小粒咖啡生产基地、油料生产基地和芒果生产基地。但

灌区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丰枯变化大，干旱灾害频发，骨干渠

系老化失修，渠道衬砌率不足 1/3，缺乏田间配套工程，灌区主

要取水水源来自怒江两岸支流的中小型水库，缺乏骨干调蓄水

源，工程性缺水问题突出，农业灌溉保证率低。随着区域城镇的

快速发展，城镇用水挤占农业用水、农业用水挤占生态用水的现

象日益突出，水资源供需矛盾已严重制约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巩固拓展精准脱贫攻坚战成果仍然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潞江灌区是滇西边境扶贫灌溉工程中的重点灌区，是《全国

水利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发改农经〔2016〕2674 号）、《云

南省水利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云政办发〔2017〕25 号）、

《云南省供水安全保障网规划》（水规计〔2016〕236 号）中确

定的新建大型灌区工程。工程实施后，可提高灌区的灌溉保证率，

为灌区内粮食及特色农业种植、灌区沿线乡镇提供水资源保障，

优化灌区的水资源配置体系，对于保障区域粮食生产安全和乡镇

供水安全，提高当地农民收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维护边

疆稳定，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意

义。因此，建设潞江灌区是必要的。 

建议做好与《怒江流域综合规划》的衔接，完善本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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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划依据。 

二、水文 

（一）径流 

1．依据相关参证站，采用水文比拟法推算 49 座水库、28

处引水工程的年径流系列和成果是合适的。 

2．建议建立北庙水库与柯街站同步径流系列相关关系，对

北庙水库 1991～2019 年径流系列进行插补，经对比分析后推荐

采用的系列成果；复核北庙水库站径流年内分配成果。 

（二）年最大设计洪水 

1．根据《云南省暴雨洪水查算实用手册》中的方法由设计

暴雨推算 3 座拟建水库的设计洪水是合适的，设计洪水成果合

理。采用水文比拟法计算 3座水库的设计洪水时，选用了柯街站

作为参证站，建议增加朝阳站进行分析，计算时考虑 24 小时面

暴雨量的修正。 

2．骨干灌溉渠道与河沟 29 处交叉断面的设计洪水成果基本

合适，根据河道实测断面，采用曼宁公式计算交叉断面的设计洪

水位基本合适。 

3．建议复核骨干排水渠治理的数量和名称，可参考已经批

复的设计洪水成果，或采用设计暴雨推算设计洪水法和水文比拟

法分析计算。 

（三）分期设计洪水 

3 座水库和 29 处交叉建筑物的分期设计洪水基本合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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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补充骨干排水渠 10 年一遇分期设计洪水成果。 

（四）排涝模数 

水田和旱地排涝模数成果合理。水田排涝模数按 2 日暴雨 3

日排至耐淹水深，旱地排涝模数按 1 日暴雨 1日排干考虑。 

（五）泥沙 

3 座水库的多年平均悬移质和推移质年输沙量成果合理。为

满足计算倒虹吸交叉断面河道冲刷深度计算要求，建议补充计算

代表站多年平均最大月含沙量。 

（六）蒸发 

3 座水库的多年平均年水面蒸发量成果基本合适。 

（七）水位流量关系 

3 座水库坝址断面和 29 处交叉断面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成

果基本合适。建议补充骨干排水渠相关断面的水位流量关系成

果。 

（八）水文自动监测系统 

水文自动监测系统规划基本合适。建议对土建、设备投资等

进行适当调整；统一配置水文自动测报系统和水量调度控制系统

中的水库水位监测设备，避免重复建设。 

三、工程地质 

（一）区域构造稳定性与地震动参数 

1．工程区位于横断山脉南段，大地构造单元属于冈底斯—

念青唐古拉褶皱系内的舒伯拉岭—高黎贡山褶皱带及福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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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褶皱带，区内活动断裂发育，构造背景复杂，新构造运动强烈，

地震活动频度大，强度高，区域构造稳定性较差～差。 

2．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灌区

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15g～0.30g，相应地震基本烈度 7～

8 度。 

（二）水源工程地质 

1．羊沟河水库工程地质 

（1）水库区山体雄厚，无单薄分水岭，水库区不存在渗漏

问题。库岸总体稳定，不存在规模较大的滑坡体。库区无耕地，

不存在浸没问题。初步分析水库区诱发地震的可能性小。 

（2）比选的上、下坝址工程地质条件相近，均具备修建当

地材料坝的地形地质条件。经综合比较，推荐上坝址是合适的。 

（3）上坝址坝基岩性以灰岩为主，局部夹砂岩。清除两岸

覆盖层和表部松动岩体，全、强风化岩体作为堆石体坝基可基本

满足要求。河床覆盖层厚度较大，清除上部松散层，下部较密实

的土层可基本满足建基要求。建议本阶段进一步研究强风化岩体

的渗透性和可灌性，必要时将心墙坐落在弱风化岩体上。 

（4）溢洪道地层主要为全、强风化岩体，岩体抗冲性差，

存在开挖边坡稳定问题，建议考虑必要的工程措施。 

（5）导流洞围岩以灰岩为主，局部夹砂岩，围岩类别以Ⅲ、

Ⅳ类为主，进、出口围岩为Ⅴ类。针对围岩稳定性差的Ⅳ、Ⅴ围

岩，建议加强支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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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八萝田水库工程地质 

（1）水库区封闭条件较好，不存在渗漏问题。库岸总体稳

定，水库蓄水后局部存在库岸再造问题。水库区不存在浸没问题。

初步分析水库区诱发地震的可能性小。 

（2）上、下坝址出露的地层岩性均为粉砂岩，上坝址河谷

较宽。相对而言，下坝址工程地质条件略优于上坝址，从工程地

质条件考虑，推荐下坝址是合适的。 

（3）下坝址岩性为粉砂岩，覆盖层和强风化层均较厚，工

程地质条件适合修建当地材料坝。对于粘土心墙堆石坝，左岸表

部低液限粉土呈松散状，建议清除是合适的，强风化岩体作为堆

石体坝基可基本满足要求。河床冲洪积卵石混合土，大多呈中

密～密实状态，作为堆石体坝基可基本满足要求，对局部存在的

架空现象，建议采取必要的工程处理措施。坝基卵石混合土属弱

透水～中等透水层，坝基存在渗漏和渗透稳定问题，建议采取防

渗措施。 

（4）溢洪道地基主要为卵石混合土，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

问题是渠基和边坡抗冲性差，需采取必要的工程防护措施。 

（5）导流洞围岩为较坚硬的粉砂岩，围岩类别主要为Ⅲ类，

进出口段为Ⅳ类。对稳定性差的进出口段建议考虑必要的工程措

施。 

3．赛格水库工程地质 

（1）水库区山体雄厚，基本不存在渗漏问题。库岸总体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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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水库区不存在浸没问题。初步分析水库诱发地震的可能性小。 

（2）上、下坝址出露的地层岩性基本相同，工程地质条件

无本质差别，均具备修建当地材料坝的地形地质条件。相对而言，

上坝址覆盖层厚度较薄，工程地质条件略优于下坝址。从工程地

质条件考虑，推荐上坝址是合适的。 

（3）上坝址岩性为砂岩、页岩，清除两岸覆盖层，全强风

化岩体作为堆石体坝基可基本满足要求。建议本阶段进一步分析

强风化岩体的渗透性和灌浆效果，为防渗帷幕设计提供依据。 

（4）溢洪道表部覆盖层为含砾砂质粘土，下部为全、强风

化页岩夹砂岩，地基和侧槽边坡为全、强风化岩体，存在岩体强

度低、抗冲刷性差和边坡稳定等问题，建议考虑必要的工程处理

措施。 

（三）泵站工程地质 

杨三寨泵站地基为中密～密实状砾质土，承载力满足要求。

建议注意地基的不均匀变形和开挖边坡稳定问题，并考虑必要的

工程措施。 

（四）滚水坝工程地质 

新建和重建滚水坝地基主要为河床冲积的卵石混合土和卵

石，承载力可基本满足要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坝基渗漏和渗透

稳定问题，建议考虑必要的工程措施。 

（五）渠道工程地质 

1．报告对新建渠道的工程地质评价结论基本合适。渠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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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傍山布置，渠基主要以风化基岩为主，部分为卵石混合土，

大部分渠基存在渗漏问题，建议采取防渗措施。对于局部挖深较

大的渠道，建议考虑必要的工程处理措施。 

2．报告对管线的工程地质评价结论基本合适。管基主要为

冲积砂卵石、粉质粘土、残坡积碎石土，地基承载力可基本满足

要求。 

3．报告对渡槽、涵管的工程地质评价结论基本合适。 

4．通过现场调查，已建渠道存在边坡滑落、渠道淤堵等问

题，建议对已建渠道采取必要的工程处理措施。 

（六）天然建筑材料 

1．羊沟河、八萝田、赛格三个水库的防渗土料、坝体填筑

料储量和质量基本满足要求。 

2．渠道需要的砌（块）石料可从就近的石料场采购。 

3．混凝土骨料可从当地的商品料场采购。 

四、工程任务和规模 

（一）开发任务 

工程的开发任务为以农业灌溉为主，结合乡镇供水，为巩固

拓展区域脱贫攻坚成果创造条件基本合适。 

（二）规划水平年及设计标准 

1．现状基准年为 2019 年，设计水平年为 2035 年基本合适。 

2．城镇生活、农村生活及工业供水设计保证率为 95%，农

业常规灌溉设计保证率为 75%，高效节水灌溉设计保证率为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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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合适。 

3．灌区排水标准的设计暴雨重现期为 10 年一遇，水田 2日

暴雨 3日排至耐淹水深，水浇地 1日降雨 24 小时排除基本合适。 

（三）灌溉供水范围 

1．灌区范围与规模 

（1）《可研报告》提出潞江灌区研究范围为怒江干流区，西

部以高黎贡山分水岭为界，东部为怒山分水岭，北部和南部分别

为保山市的北部及南部市域界，涉及保山市隆阳区、龙陵县和施

甸县的 1 区 2 县 13 乡镇基本合适。 

（2）《可研报告》提出潞江灌区设计灌溉面积为 65.42 万亩，

其中新增灌溉面积 12.13 万亩，改善灌溉面积 25.51 万亩，恢复

灌溉面积 4.07 万亩，保灌面积 23.71 万亩。考虑到羊沟河水库

建设条件较差以及羊沟河灌片经济性差，建议羊沟河灌片不纳入

灌区设计灌溉面积；结合保山市用水总量控制性指标调整的可行

性分析，按照以供定需的原则，进一步复核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2．供水范围 

《可研报告》提出的工程供水范围为潞江镇、镇安镇、芒宽

乡、蒲缥镇、杨柳乡等 13 个乡镇。建议结合八萝田水库和赛格

水库供水对象的复核，进一步复核工程向乡镇供水的供水范围。 

（四）需水预测 

1．建议进一步完善灌区现状水资源开发利用评价成果。 

2．《可研报告》提出的灌区设计水平年的农业种植结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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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物灌溉定额和灌溉制度设计成果基本合适。建议进一步复核

高效节水灌溉情况下的蔬菜净定额。 

3．建议结合灌区设计灌溉面积的复核，进一步复核灌区设

计水平年需水预测成果。 

4．灌区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以及城镇生活及工业需水预测成

果基本合适。 

（五）水资源供需分析及配置 

1．建议结合已建水利设施下泄生态基流的复核，进一步复

核现状基准年和设计水平年当地水利设施可供水量预测成果。 

2．建议结合灌区设计水平年需水量和可供水量预测成果的

复核，进一步复核设计水平年灌区工程建设前的多年平均、P=75%

水资源供需分析成果。 

3．经初步分析，保山市的保山灌区、腾冲灌区和潞江灌区

等三大灌区建成后，保山市的用水指标已超过 2030 年用水总量

控制指标；保山灌区和潞江灌区建成后，隆阳区用水指标已超过

2030 年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因此，建议保山市与云南省水利厅

沟通，进一步分析保山市用水总量控制性指标调整的可行性，并

结合设计水平年灌区工程建成前水资源供需分析成果的复核，进

一步复核灌区工程建成后的水资源配置方案。 

（六）工程总体布局 

1．《可研报告》根据各灌片水源及地形等条件，提出分散供

水的灌区工程总体布局，即通过新建八萝田、赛格、羊沟河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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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小型水库，新建、重建、加固 19 座拦河滚水坝和新建 1 座提

水泵站，以及相关灌溉支渠（管）、小海坝单元和羊沟河单元的

连通工程，并利用灌区现有灌溉体系向灌区供水。建议取消小海

坝单元与羊沟河单元的连通工程和羊沟河水库，并结合灌区设计

灌溉面积的复核，进一步完善灌区工程总体布局。 

2．《可研报告》提出灌区充分利用已建水利设施的供水能力，

通过渠系配套与节水改造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基本合适。 

3．建议结合工程总体布局和规模的复核，进一步复核骨干

工程建设内容。 

（七）工程规模 

1．水库工程 

（1）八萝田水库的死水位为 917.0 米基本合适。建议结合

水库供水范围和需水库补水过程线的复核，进一步复核水库正常

蓄水位，相应复核水库特征洪水位。 

（2）赛格水库的死水位为 954.0 米基本合适。建议结合水

库供水范围和需水库补水过程线的复核，进一步复核水库正常蓄

水位，相应复核水库特征洪水位。 

（3）建议结合八萝田水库和赛格水库特征水位的复核，进

一步复核八萝田水库和赛格水库回水计算成果。 

2．建议结合灌区设计灌溉面积的复核，进一步复核各灌片

干支渠的设计流量。 

3．杨三寨泵站的设计流量为 0.18 立方米每秒基本合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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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进一步复核泵站出水池最低运行水位。 

（八）灌区工程调度运行 

建议进一步完善灌区工程调度运行方式的有关内容。 

五、节水评价 

（一）《可研报告》对灌区的现状节水水平和潜力、节水目

标和指标、水资源配置方案节水符合性、工程节水符合性等方面

进行了评价，提出了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节水目标和指标以及相

应的节水保障措施，评价内容符合水利部办公厅印发的《大中型

水资源开发利用建设项目节水评价篇章编制指南(试行)》（办规

计函〔2018〕1691 号）和《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技术要求》

（办节约〔2019〕206 号）的相关要求，评价结论基本合适。 

（二）节水评价范围为潞江灌区的灌溉供水范围基本合适。 

（三）根据国家和云南省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及行业用水

定额相关要求,《可研报告》提出的灌区主要灌溉作物的净定额、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城镇管网漏损率等节水指标基本合理。 

（四）建议结合本工程实施，健全完善节水制度，加强节水

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落实灌区全面节水行动计划，强化用水监

控管理，以保障节水效果。 

六、工程布置及建筑物 

（一）工程等级和标准 

1．潞江灌区工程确定为Ⅱ等工程是合适的。 

2．羊沟河水库大坝、溢洪道、输水放空建筑物级别为 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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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建筑物级别为 5 级；八萝田水库、赛格水库溢洪道、输水放

空建筑物级别为 4 级，大坝提高一级为 3级，次要建筑物级别为

5 级；大坝、溢洪道设计洪水标准为 30 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

为 300 年一遇。上述建筑物级别和洪水标准基本合适。建议细化

各水库建筑物组成，复核输水放空建筑物级别和洪水标准。 

3．灌区灌溉渠（管）道和渠系建筑物、小海坝羊沟连通工

程、滚水坝级别为 5 级，设计洪水标准为 10 年一遇，渠系建筑

物校核洪水标准为 20 年一遇；排水渠排涝流量大于 10 立方米每

秒的建筑物级别为 4 级，小于 10 立方米每秒的建筑物级别为 5

级；杨三寨泵站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4 级，次要建筑物级别为 5 级，

主要建筑物设计洪水标准为 20 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为 50 年一

遇。上述建筑物级别和洪水标准基本合适。建议根据泵站建筑物

组成情况，细化说明各主、次要建筑物级别和洪水标准。 

4．二级公路涵按公路-Ⅰ级设计，三级、四级公路涵按照公

路-Ⅱ级设计，跨渠生产桥汽车荷载等级按照公路-Ⅱ级设计基本

合适。 

5．与铁路、公路等交叉建筑物除满足本行业标准外，尚需

满足相关行业标准要求。 

6．建议补充各部位建筑物边坡级别，补充说明各水库及灌

区内永久场内外交通道路设计标准。 

7．工程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15～0.30g，相应地震基

本烈度为Ⅶ～Ⅷ度，建筑物按地震基本烈度进行抗震设防基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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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 

8．工程合理使用年限为 50 年，4、5 级建筑物合理使用年

限为 30 年基本合适。建议复核灌溉渠道合理使用年限。 

（二）工程总布置 

潞江灌区由水源工程、渠（管）道工程、提水工程、连通工

程、排水工程及田间工程组成。水源工程包括 3座新建水库、19

座新建和改造滚水坝、1 座新建提水泵站。渠（管）道工程包括

维修、续建、重建、新建渠（管）道，合计 67 条，长度 581.34

公里。拟建骨干灌溉渠道工程 56 条，总长 513.44 公里。管道工

程新建 11 条支管，总长 67.9 公里。连通工程为维修加固连通小

海坝单元与羊沟单元的现状沟渠，长度约 15.88 公里。排水工程

为清淤疏浚及新建排水渠 26 条，其中干排 5条，支排 21 条，总

长 187.47 公里。建议结合灌区范围和布置的优化调整，复核工

程总布置。 

（三）新建水源工程 

1．坝址选择 

（1）羊沟河水库 

根据灌面分布、径流量和地形地质条件，羊沟河水库拟定了

上、下两个坝址进行比选。上坝址区位于瓦房乡二道桥村上游

500～1500 米，下坝址区位于瓦房乡栗坡村对应的山谷内羊沟河

段范围，两坝址间距离约 3公里；经综合比选，推荐上坝址基本

合适。鉴于两坝址控制的灌溉面积差别较大，建议在规划总体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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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确定的前提下，研究结合移民占地等因素，进一步论证推荐坝

址的合理性。 

（2）八萝田水库 

根据灌面分布、地形地势及河道情况，八萝田水库拟定了上、

下两个坝址进行比选。上坝址位于八萝田村北侧邦杨河上，下坝

址库区位于八萝田村下游侧，两坝址沿河道走向距离约 1.6 公

里。经综合比选，下坝址投资较省，距离受水区灌面更近，推荐

下坝址基本合适。建议进一步完善两坝址布置方案，结合移民占

地等因素，进一步论证推荐坝址的合理性。 

（3）赛格水库 

根据现场地形地质条件，赛格水库拟定了上、下两个坝址进

行比选。下坝址位于芒柳村上游约 0.3 公里，上坝址位于芒柳村

上游约 1.5 公里。经综合比选，推荐下坝址。上坝址地质条件较

优，库区不存在渗漏问题；下坝址地形条件较优，但左岸灰岩岩

组存在渗漏通道，正常蓄水后可能存在岩溶塌陷问题。建议完善

下坝址库区防渗方案，进一步比选两坝址。 

2．建筑物选型 

（1）羊沟河水库、八萝田水库、赛格水库推荐黏土心墙土

石坝技术上可行。鉴于黏土心墙土石坝汛期受降雨影响较大，黏

土料场占用耕地，不利于环境保护，建议进一步比选沥青心墙土

石坝；结合开挖料利用、料场和工程投资等因素，进一步比选坝

壳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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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羊沟河水库、八萝田水库和赛格水库均采用开敞式溢

洪道技术上可行。建议结合大坝和溢洪道工程投资、库区淹没补

偿、调度运用等因素进一步比选有闸控制溢洪道型式。 

（3）羊沟河水库、八萝田水库输水放空管采用岸边取水口、

导流洞内明敷钢管的型式基本合适；赛格水库采用竖井式、城门

洞型有压洞，建议输水放空建筑物型式与羊沟河水库、八萝田水

库相统一。 

3．枢纽布置 

（1）羊沟河水库工程布置基本合适。枢纽建筑物主要由黏

土心墙土石坝、左岸溢洪道、左岸输水放空管等组成，坝顶长

185 米，最大坝高 60 米。 

（2）八萝田水库主要建筑物由黏土心墙土石坝、溢洪道及

输水放空管组成，坝顶长 394 米，最大坝高 75.5 米。溢洪道布

置在大坝右岸覆盖层上，输水放空管布置在大坝左岸山体中。建

议补充比较左岸岩基布置溢洪道方案，优化输水放空管布置。 

（3）赛格水库主要建筑物由黏土心墙风化料坝、溢洪道及

输水放空洞组成，坝顶长 438 米，最大坝高 78.8 米。建议根据

坝址比选结论，进一步复核枢纽布置。 

4．主要建筑物设计 

（1）建议复核坝顶高程计算；结合渗流稳定分析，复核心

墙设计，优化调整坝体分区和基础防渗处理措施；补充完善坝料

设计及填筑标准，复核坝体渗流计算和坝坡稳定计算，补充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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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措施、应力和变形计算，完善坝坡设计。 

（2）溢洪道采用岸边开敞式正槽溢洪道，消能方式采用底

流消能基本合适。建议结合大坝设计、淹没损失等进一步对闸式

溢洪道和无闸控制溢洪道方案进行对比分析；补充、完善泄槽地

基处理、稳定计算相关内容。 

（3）羊沟河水库、八萝田水库输水放空管布置在大坝左岸

山体中的导流洞内，主要由引渠段、岸塔式进水口段、隧洞敷管

段、调节阀室、出口泄槽段组成；岸塔式进水口采用叠梁门分层

取水。建议结合环境要求，进一步比选分层取水方式，补充稳定

计算相关内容。赛格水库输水放空建筑物设计与羊沟河水库、八

萝田水库相统一。 

（四）灌区工程 

1．工程选址及选线 

（1）《可研报告》对新建绕山、跨沟的羊沟西干、八萝田干

渠两条渠道选取了明渠方案、明渠+倒虹吸方案、倒虹吸+隧洞方

案、明渠+隧洞方案进行局部线路比选。建议结合线路比选补充

比较明渠和管道输水方式。 

（2）杨三寨泵站选址方案基本合适。 

2．建筑物设计 

（1）新建灌溉明渠采用矩型结构基本合适。建议进一步比

选结构型式，优化结构尺寸。 

（2）建议进一步分析部分落差较大段渠道采用调流调压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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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能的合理性。 

（3）根据压力等级选取钢管和球墨铸铁管的管材方案基本

合适。建议细化管道中管径与管材设计内容。 

（4）结合水机泵型选择，进一步比选杨三寨泵站布置和结

构型式。 

（5）补充新建和重建滚水坝水力计算内容；根据新建滚水

坝的地层岩性，复核坝基基础防渗方案。 

（6）建议对连通渠维修衬砌型式进行方案比选，优化结构

尺寸。 

（7）对已建排水渠采取清淤措施基本合适。建议复核新建

施甸坝干排的横断面结构和衬砌型式。 

（8）田间工程典型设计内容基本合适。建议补充典型灌区

设计图件。 

七、机电及金属结构 

（一）水力机械 

1．杨三寨泵站 

（1）按拟定的杨三寨泵站规模，泵站初选 2 台离心泵基本

合适。建议复核泵站最低扬程；对泵站选用长轴深井泵、潜水泵

及卧式离心泵及其泵房型式（相应泵房型式可为竖井/框架式、

缆车式、泵船）作进一步比选，并优选水泵结构型式和主要参数；

对于泵船取水方案，建议优化主要机电设备的布置（电气设备可

布置在岸上或泵船上部），以减小泵船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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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出的杨三寨泵站水力过渡过程出水管道的最大压力

上升率、水泵最大反转转速控制值基本合适；水泵出口采用多功

能水泵控制阀断流基本合适。建议根据杨三寨泵站出水管道设计

确定的管顶最小内水压力，复核泵站的水力过渡过程计算成果和

水锤防护措施。 

（3）提出的杨三寨泵站水力量测系统的设计及初选的主要

设备基本合适。建议优化水泵出口检修阀门的结构型式，取消出

水池的放空管及阀门；结合泵房型式简化起吊设备的配置，复核

设置出水管道充水、泵房排水系统的必要性；取消主泵机组的振

摆监测装置和机修设备；复核泵站出水管道空气阀的配置。 

2．压力输水管道 

（1）建议根据确定的输水工程布局，补充各压力自流输水

管道及其分水口的特性参数汇总表，包括管道名称、设计流量、

起点和末端及各分水口的高程、桩号、管道型式、管道公称直径、

管道长度、分水流量、分水静水头及设计流量下的水力损失等。 

（2）建议补充压力输水管道的分水阀、检修阀、空气阀、

放空阀和流量计的设置原则（检修阀间隔不宜小于 5～8 公里，

顺直管段的空气阀布置间距宜为 1 公里左右，放空阀的间距宜为

2～3公里）；根据压力管线布置的调整相应复核各类附属阀门的

配置，以及阀门的公称直径、压力等级；根据分水流量复核分水

阀的公称直径，优化小流量分水管末端的消能方式和设备配置。 

（3）建议根据长距离压力输水管道的水力过渡过程分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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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分析其设置水锤防护设施的必要性及其工程量。 

（4）建议结合供水渠道的布置，分析采用流量调节阀消能

的经济合理性和可靠性，并优化渠道的消能方式。 

3．新建水库 

（1）羊沟河、八萝田等新建水库放空工作阀选用锥形阀基

本合适。建议各水库的生态流量工作阀选用锥形阀；锥形阀前的

检修阀和供水管前端的检修阀宜选用电动半球阀；根据各水库的

供水管道布置复核在坝下设置灌溉供水工作阀的必要性；补充赛

格水库放空、生态流量泄放、供水等工作阀和检修阀的配置；复

核各类阀门的公称直径、压力等级。 

（2）羊沟河、八萝田、赛格等新建水库工程水力量测系统

的设计和初选的主要设备基本合适。 

4．建议补充灌区工程各闸（阀）室、电气设备室等建筑物

的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消防系统的设计和主要设备配置。 

（二）电气 

1．本阶段对泵站、水库坝区、输水管线沿线阀门的负荷统

计成果基本合理，灌溉用电设施供电负荷等级初步确定为三级基

本合适。 

2．本阶段杨三寨泵站初步拟定引接一回 10 千伏专用电源的

供电方案基本可行，八萝田、杨沟河水库坝区拟定采用 T接于附

近的 10 千伏线路的供电方案基本合适。建议水库配置柴油发电

机作为备用电源，补充赛格水库供电设计方案，补充供电线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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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原则。 

3．本阶段沿线各调流阀初步拟定采用就近引接 10 千伏电源

供电，另配置移动柴油发电机作为备用电源的供电方案。本阶段

建议进一步通过技术经济比选后初步确定沿线各阀门电源引接

方案，建议考虑施工用电永临结合作为永久供电电源的可行性。 

4．本阶段对泵站、水库、沿线阀门配电系统初步确定的接

线设计方案基本合适，建议补充泵站主变压器容量选择依据，完

善泵站厂用电负荷统计，复核水库闸门启闭机的起动方式，明确

水库箱式变电站的位置。 

5．本阶段拟定的过电压保护及接地设计方案基本合适。 

6．建议进一步优化泵站现地监控系统设备配置，复核泵站

继电保护设计方案，完善直流系统的设计方案。 

7．建议明确水库闸门监控、监视信息内容及继电保护配置

原则。 

8．建议复核电气设备工程量，进一步梳理材料清单，避免

重复计列。 

（三）工程信息化 

1．本阶段拟定的以工程建设管理、工程运维管理、水量计

量与水费计收、水量调配、防汛抗旱预警、办公自动化、移动应

用、基于 BIM+GIS 的运维管理平台等业务功能为基础构建工程信

息系统，建设方案基本可行。 

2．本阶段拟定的信息系统总体框架基本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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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工程信息系统部署方式及远程集控系统总体方案基本

可行，建议复核调度中心部署计算机监控系统设备的必要性。 

4．建议进一步明确信息采集范围及通信传输方案。补充水

库水位监测数据的信息采集，宜商相关专业复核生态流量监测、

水质监测、水温监测等数据的采集。 

5．建议完善通信系统组网设计方案，优化保山市调度中心

及各调度分中心通信网络系统设备配置，核减语音通信系统规

模。 

6．本阶段对信息系统的网络安全系统设计原则基本合适。

建议优化网络安全管理系统设备配置。 

7．本阶段对数据资源管理平台和应用支撑平台的设计方案

基本合适。 

8．本阶段各应用系统功能设计方案基本合适，建议合并重

复功能模块。 

9．建议补充信息资源共享方案设计，初步确定共享对象、

共享内容及共享技术方案。 

10．建议复核信息系统工程量清单。 

11．建议结合现有腾冲市大型灌区工程的推进及相关运行管

理方案，研究建设统一的信息化调度管理的可行性。 

（四）金属结构 

1．水库工程 

（1）八萝田水库和羊沟河水库导流兼取水洞进口拦污栅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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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滑动栅、采用固定卷扬式启闭机配拉杆操作，导流事故闸门采

用定轮闸门、启闭机采用固定卷扬式启闭机基本合适。本阶段建

议研究钢管和隧洞检修及事故工况下的闸门充水平压方式，结合

环保要求补充取水设备布置及选型。 

（2）本阶段建议复核赛格水库导流兼取水洞设备布置及选

型，可与八萝田水库和羊沟河水库统一设备布置及选型。 

2．滚水坝工程 

引水闸工作闸门采用一体化闸门，冲砂闸工作闸门采用铸铁

闸门、启闭机采用螺杆式启闭机，以及闸门和启闭机主要设计参

数、典型布置基本合适。 

3．渠道工程 

各节制闸、退水闸及斗门采用铸铁闸门、启闭机采用螺杆式

启闭机，各分水闸采用一体化闸门，以及闸门和启闭机主要设计

参数、典型布置基本合适。 

4．钢闸门采用喷锌加封闭漆，铸铁闸门采用涂料防腐的设

计方案合适。 

5．本阶段建议根据水工布置调整相应调整金属结构设备设

计。 

八、施工组织设计 

（一）料场的选择与开采 

水库工程、输水线路工程所需砂砾石料、混凝土骨料及赛格

水库块石料采用外购商品料方式解决基本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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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工程黏土心墙填筑料从各料场开采获得，料源选择基本

合适，包括：羊沟河水库粘土料来源于二道桥库区土料场、桂花

村土料场，平均运距 6 公里；八萝田黏土料场位于大坝右岸山坡，

平均运距 4公里；赛格水库黏土料来源于 1、2、3 号土料场，平

均运距 12 公里。建议进一步开展如下工作：（1）落实羊沟河水

库、八萝田水库、赛格水库黏土料场是否占压基本农田、是否在

生态红线范围内；（2）进一步复核羊沟河水库的二道桥库区土料

场、桂花村土料场的储量、质量，在储量、质量满足要求的前提

下，建议优先选用二道桥库区土料场。 

水库工程坝壳填筑料从各料场开采获得，料源选择基本合

适，包括：赛格水库坝壳填筑料为风化料，料场位于芒柳村西北

侧，平均运距 1.6 公里；羊沟河水库堆石料料场（含该工程所需

块石料）位于库区南侧，运距平均 1.0 公里；八萝田水库堆石料

场（含该工程所需块石料）位于芒宽乡西侧芒宽河左岸，平均运

距 14 公里。建议联合地质、水保、环保、移民等相关专业进一

步落实羊沟河水库、八萝田水库堆石料料场是否在生态红线范围

内。 

（二）施工导流 

羊沟河水库、八萝田水库、赛格水库等 3 座新建水库工程施

工导流建筑物级别为 5 级，导流标准为全年 10 年一遇洪水，采

取围堰一次拦断河床、隧洞导流的导流方式，土石围堰结构型式

基本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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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进一步补充完善如下工作：（1）3座水库工程导流洞进

口高程普遍偏高，不利截流及导流洞过流，宜研究尽量降低导流

洞进口高程的可行性；（2）按照围堰尽量高（在一个枯期能完工

的前提下）、导流洞洞径尽量小（不小于最小施工断面要求）的

原则优化导流洞径；（3）结合河床地形、地质条件，优化羊沟河

水库、八萝田水库、赛格水库上游围堰布置方案及堰基、堰身防

渗方案。 

（三）主体工程施工 

主体工程的施工程序、方法、进度和主要施工机械设备选型

基本合适。建议补充完善穿越建筑物的施工方案；下阶段进一步

分析雨季施工停工标准，优化坝体填筑单项进度。 

（四）施工交通及施工总布置 

工程对外交通运输利用当地现有交通道路的运输方案，场内

临时道路布置基本合适；混凝土拌和站、施工供水、施工供电及

其它附属工厂设施的规模、主要设备配套选型和布置方案基本合

适；土石方调运平衡及堆弃渣规划方案基本合适。建议进一步复

核场内道路标准、水库工程施工供水规模。 

（五）施工总进度 

1．施工总进度的编制依据、原则及施工分期基本合适。 

2．工程施工总进度安排基本合适。建议复核赛格水库单体

工程施工进度，补充工程关键线路，复核工程总工期。 

九、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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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征地范围 

1．水库淹没影响耕（园）地的征收采用 5 年一遇设计洪水

标准基本合适；林地、草地及其他土地按正常蓄水位征收基本合

适。建议复核农村居民点、农村道路、10 千伏输电线路和通讯

线路等专业项目的设计洪水标准。 

2．建议根据地勘成果，复核滑坡、塌岸及浸没等水库影响

区处理范围。 

3．建议补充说明枢纽工程区的永久进场道路、渣场和料场

等占地范围；补充说明水库淹没区与枢纽工程区重叠部分的处理

及渣场、料场等占地的永临结合范围。 

4．建议根据工程规划、工程布置、施工组织设计和工程管

理范围的调整，复核永久征收和临时征用土地的范围和面积。 

（二）实物调查 

1．实物调查的依据和内容基本合适。 

2．建议可研阶段请云南省政府尽快颁布“停建通告”，“停

建通告”后，设计单位、涉及地方政府和项目业主等联合开展实

物全面调查工作并履行相关公示、确认程序，涉及县（区）地方

政府出具实物调查成果的书面确认意见。建议人口全面调查、房

屋逐栋丈量、土地调查采用实测 1:2000 地类地形图量图计算面

积并现场核对地类和权属。建议补充说明涉及基本农田及公益林

地情况。 

3．建议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压覆文物古迹及矿产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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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评估。并出具有关主管部门对压覆文物古迹及矿产资源的书

面意见。 

（三）农村移民安置规划 

1．建议根据开展实物调查时间及施工工期安排，复核设计

基准年及规划设计水平年。 

2．根据涉及县（区）近三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及“十四五”

规划等相关资料，复核人口自然增长率。 

3．建议在征求农村移民意愿和地方政府意见的基础上，根

据当地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农村移民安置方案。建议生产

安置采用调剂耕地及一次性货币补偿相结合的方式，搬迁安置采

用分散后靠及一次性货币补偿相结合的方式。 

4．建议补充云南省后期扶助相关内容。 

（四）临时用地复垦规划 

建议根据不同土地占用类型，补充临时用地复垦规划设计并

复核复垦投资。 

（五）专业项目处理 

1．建议补充农村公路恢复改建方案并复核补偿投资。 

2．建议补充 35 千伏及 10 千伏输电线路、通讯线路恢复改

建设计并复核补偿投资。 

（六）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投资估算 

1．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投资估算编制的原则和方法是基

本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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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永久征收各类土地补偿补助标准按云南省最新颁布的综

合地价文件的有关规定计列基本合适。 

3．建议补充典型房屋单价测算分析内容，复核房屋补偿标

准。 

4．建议进一步复核基础设施补偿标准。复核坟墓补偿单价。 

5．根据水利部发布的《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

（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水总〔2014〕429 号）确定的其他费用

和基本预备费费率基本合适。 

6．根据国家和云南省有关规定确定的耕地占用税、耕地开

垦费、森林植被恢复费和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费等税费标准

基本合适。 

（七）其他 

建议按同等精度补充三个水源水库坝址比选方案的实物调

查成果及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投资估算。 

十、环境影响评价 

（一）环境影响总体评价结论基本合适。工程实施后，将显

著提高灌区农业供水保障能力，改善农业灌溉条件，提高灌区抗

旱减灾能力，同时为灌区城乡生活供水安全提供保障。工程建设

对环境的主要不利影响是新建水库大坝阻隔、水文情势和水温变

化对河流生态的影响，受水区新增污染负荷对河流水环境的影响

等。在加强水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落实各项保护修复措施后，

不利环境影响可以得到减缓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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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议抓紧沟通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编制相关规划环评

文件，作为本工程规划环评准入依据。 

（三）环境保护目标及环境制约因素分析基本合适。部分渠

系维修加固工程涉及饮用水水源一级或二级保护区，建议取得当

地政府部门同意工程建设的意见。 

（四）八萝田、赛格、羊沟河水库工程非汛期生态流量按引

水断面多年平均流量的 10%和 90%保证率最枯月平均流量取外包

确定，汛期生态流量按引水断面多年平均流量的 30%确定基本合

适。建议进一步明确拦河滚水坝、已建水库等的生态流量泄放要

求，补充完善生态流量计算成果。 

（五）建议结合当地已建同类型水库水温调查资料，复核新

建水库水温预测成果，进一步分析论证低温水减缓措施。 

（六）建议补充完善新建水库初期蓄水期、运行期生态流量

泄放措施及生态流量监控方案。 

（七）建议补充完善陆生、水生生态调查成果以及预测评价

内容，进一步优化完善生态保护措施。 

（八）建议根据调整后的环保措施及环境监测方案，复核环

境保护投资估算。 

十一、水土保持 

（一）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评价内容和结论基本合适。建

议从扰动地表面积和弃渣量、水土流失量、保护生态等方面完善

对主体工程方案比选的评价内容，补充主体工程中具有水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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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分析与评价等相关内容。 

（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界定原则基本合适。本项目水

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包括新增征地占、改扩建工程扰动原有工程

占地，建议根据工程征占地面积和扰动范围进一步复核水土流失

防治责任范围。 

（三）水土流失预测时段、内容和方法原则可行。建议进一

步补充完善相关内容，复核水土流失预测成果。 

（四）项目区位于西南诸河高山峡谷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

理区，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西南岩溶区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

和相应的防治指标值是合适的。 

（五）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基本合适。建议进一步补充完善弃

渣场选址的原则、位置、级别、设计标准和防治措施，补充水土

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图；并根据防治分区进一步复核植被恢复与建

设工程级别。 

（六）根据项目区的土地利用情况，说明可剥离表土区域、

面积、厚度和表土量；根据后期覆土需求，补充表土需求与利用

分析，复核表土临时堆存区占地和临时防护措施。 

（七）建议进一步完善水土保持施工组织设计和水土保持监

测方案。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办水保〔2020〕161 号文，复核水土

保持监测设计内容。 

（八）水土保持工程投资估算编制依据和方法基本合适。应

补充分年度投资，并根据主体工程变化复核水土保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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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补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防治分区措施总体布局

图、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分布图、水土保持措施典型设计图。 

十二、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 

对主要危险有害因素的分析，以及劳动安全防范措施及工业

卫生防护方案基本合适。建议根据调整的工程布局及主要建筑物

设计，复核报告相应内容。 

十三、节能评价 

（一）灌区工程利用水库调蓄、采用自流为主的供水方式，

局部视需要设置提水泵站，工程综合能耗指标低，灌区总体布局

基本符合节能要求。 

（二）提出的主要节能降耗措施基本合适。建议根据设计调

整，并在补充各供电线路、工程管理车船设备等能耗量的基础上，

复核工程建设期和运行期的能耗量以及工程的综合能耗指标；补

充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的节能设计措施。 

十四、工程管理 

（一）《可研报告》提出，拟成立潞江灌区工程管理局作为

项目法人，负责工程运行管理，初拟管理人员 91 人。建议补充

说明现有灌区管理机构、人员编制、管理设施等情况；梳理优化

管理体制、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尽快落实工程管理机构的批复

文件。 

（二）建议结合现有灌区管理设施情况，复核管理用房、交

通工具等管理设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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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基本合适。建议根据工程布置，

复核工程管理范围。 

（四）工程运行期管理费用来源基本合适。工程运行期管理

费用主要来源于水费收入，不足部分由财政补贴。 

十五、投资估算 

（一）根据工程特点及规模，工程投资估算的编制原则、依

据采用水利部《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水总〔2014〕

429 号）、《水利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办法》（办

水总〔2016〕132 号）、《关于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

标准的通知》（办财务函〔2019〕448 号）等有关文件及相关配

套定额基本合适。其中，水库工程按引水工程取费标准，灌区工

程按灌溉工程（2）取费标准是合适的。 

（二）水库、灌区工程人工工资、施工用电、水、风等基础

单价计算基本合理，建议按 2021 年最新季度价格水平，复核自

采（购买）砂石料价格及工程主要材料预算价格。 

（三）工程项目及单价 

1．水库工程：建议复核土方开挖（运距）、黏土（沥青）心

墙（运距）、坝壳（堆石等）料填筑（运距）、防渗墙（成槽/浇

筑）单价；建议修改部分溢洪道混凝土、防浪墙混凝土、钢模板

（工程量）、钢支撑、下游排水棱体碾压堆石、石渣（土石）回

填、草皮护坡等单价；建议复核永久及临时交通工程（道路、桥

梁）、供电设施工程（等级、工程量）、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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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灌区工程：建议复核球墨铸铁管、钢管、管座基础回填、

聚硫密封胶、钢栏杆等单价；建议复核检修阀井、空气阀井、排

水阀井、减压调流阀井、流量计井等项目工程量、单价及投资；

建议复核各处工程穿公路等顶管工程量、估列单价；建议复核杨

三寨泵站（泵船）项目工程量、单价及投资；建议复核渠道清淤

工程量、单价及投资。 

3．建议复核水库、灌溉渠（管）道工程中，水力机械、电

气设备、厂坝区馈电设备、工程管理信息化系统设备（水情测报

设备等）数量、单价。 

4．建议复核水库、灌溉渠（管）道工程中，闸门（铸铁门）、

启闭机、拦污栅等金属结构设备数量（重量）、单价及投资。 

5．建议复核施工临时工程中，高喷灌浆工程量、单价及投

资。 

6．建议根据工程投资的调整、变化，复核工程建设管理费、

工程建设监理费、生产准备费、科研勘测设计费等各项费用。 

7．建议根据工程生产管理要求（确定的管理单位定员等），

复核永久管理房屋建筑工程中，仓库、防洪（生产）调度（信息

化）、办公用房（面积）单价及投资，交通设备数量、单价等。 

（四）建议根据工程各专业咨询意见及设计方案的比选、优

化，复核并调整各部分工程项目、工程量、单价及投资；进一步

完善工程投资估算。 

十六、经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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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民经济评价 

国民经济评价采用的依据和方法基本合适。潞江灌区建成

后，可有效改善灌区灌溉条件，发挥灌溉、供水效益，对边疆少

数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均具有

重要作用。经初步测算，经济内部收益率大于 6%，建设本项目

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建议进一步复核灌区的灌溉效益和供水效

益。 

（二）财务分析 

1．建议结合灌区设计水平年水资源配置方案的复核，进一

步复核灌区灌溉和城乡供水的单位运行成本和单位供水成本。 

2．建议结合灌溉和城乡供水的单位运行成本和单位供水成

本的复核，进一步复核骨干工程末端的农业灌溉水价和城乡供水

水价。 

3．建议对工程的财务生存能力进行分析，提出保障工程良

性运行的政策建议。 

十七、社会稳定风险评价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的通知》（发改投资

〔2012〕2492 号）和水利部《重大水利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暂行办法》（水规计〔2012〕474 号）的要求，本工程项目

编写了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篇章。建议补充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并由地方政府对评估结论出具确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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