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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背景

西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位于驻马店市西平县城南部，是由河南省

人民政府公布的 184个开发区之一。原规划面积为 14km2，后经调整，现

规划面积为 15.08km2，建成区面积为 10.5km2。该开发区经过长期的发展，

形成了智能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三大主导产业, 是西

平县域乃至豫南地区的重要产业基地，是西平振兴实体经济，联动一三

产发展的重要片区。现有规模以上企业 130家（其中规模上工业企业 81

家），从业人员 3.2万人；高新技术企业 19家，省级技术工程中心 7家，

博士工作站 4个，国家级绿色工厂 1个，省级智能车间 4个。先后被评

为国家智慧型纺织产业园区试点、中国纺织服装产业转移试点园区、中

国服装制造名城、河南最具发展战略产业集聚区等。

西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现状建成区的部分区域位于小洪河超标准

洪水分洪区范围内。分洪通道内有西平县城区、西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

区，区域是西平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居民人口众多，居民人口

众多，国道、省道、京港澳高速和京广铁路等重要交通设施贯穿南北。

按照河南省委开发区改革工作要求，近期西平县拟在开发区建设数

字化电力电气装备产业园、智能针织产业园、凯银特种线材、永强户外

休闲家具等 8个项目，占地总面积为 1.95km2。由于上述项目选址位于小

洪河超标准洪水分洪区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防洪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在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建设非防洪建设

项目，应当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并提出防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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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受西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委托，河南辰信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承担了西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涉及小洪

河超标准分洪区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编制工作。受托后我公司立即成立

项目小组，组织人员收集资料，实地查勘，分析计算项目区所在位置的

小洪河超标准分洪区分洪流量过程并采用二维水动力学模型计算分洪区

淹没特征；结合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就洪水对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影

响和建设项目对防洪可能产生的影响等进行了分析，最后根据《洪水影

响评价报告编制导则》（SL520-2014）的相关要求编制完成了《西平县先

进制造业开发区涉及小洪河超标准分洪区洪水影响评价报告》。

本报告高程系统除特别注明外，均为 1985国家高程基准。

1.2 评价依据

1.2.1 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 7月 2日修订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年 7月 2日修正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8年 3月 19日国务院令第

698号修订）；

4）水利部、原国家计委关于颁发《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

有关规定》的通知（1992 年 4 月 3 日水利部、国家计委水政［1992］7

号）；

5）《关于进一步加强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通知》（水建管

［2006］190号文件）；

6）《河南省水利厅关于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和洪

泛区、滞洪区内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查权限的通知》（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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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2014］163号）；

7）《河南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实施办法》（1992年 8

月 15日河南省人民政府令发布）。

1.2.2 规程、规范

1）《防洪标准》（GB50201－2014）；

2）《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导则》（SL520-2014）；

3）《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导则》（SL/T

808-2021）；

3）《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44－2006）；

4）《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SL/T 278-2020）；

5）《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

6）《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7）《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T 171-2020）；

8）《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 50805-2012）；

9）《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水利工程部分）（2020年版）；

10）《河道整治设计规范》（GB50707-2011）。

1.2.3 参考资料

1）《河南省防汛抗旱手册》（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2008年

5月）；

2）《河南省洪汝河防洪预案》（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2019

年 7月）；

3）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大型及重点中型水库 2022年汛

期调度运用计划》及《河南省主要河道 2022年防洪任务》的通知（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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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2022］19号）；

4）《洪汝河流域防洪规划》（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院，1999年 10月）；

5）《杨庄蓄滞洪区洪水风险图编制项目》（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

有限公司，2016年 12月）；

6）《老王坡蓄滞洪区洪水风险图编制项目》（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

究有限公司，2016年 12月）；

7）《杨庄滞洪工程水文分析报告》（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院，1992年）；

8）《西平县杨庄滞洪区超标准洪水应对方案》（西平县水利局、驻马

店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2022年 2月）；

9）《杨庄滞洪区汛期调度运用计划》（驻马店市水利局，2021年 5月）；

10）《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北柳堰河仪封至刘李庄段治理工程初步

设计报告》（驻马店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2014年）；

11）委托方提供的有关图纸、报告等其他相关资料。

1.3 评价范围

评价范围主要有项目建设可能影响的分洪区和洪水可能影响的建设

项目区域。

本次评价范围为处于小洪河杨庄乡政府东超标准分洪区范围内的 8

个项目园区，总面积为 1.95km2。

1.4 技术路线及主要评价内容

1.4.1 主要工作内容

西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洪水影响评价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基本资

料收集、设计洪水分析计算、行洪影响分析计算、淹没影响分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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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刷与淤积影响分析计算，进行建设项目对分洪区防洪的影响和洪水对

建设项目的影响评价，提出减轻或消除洪水影响的措施等。

1.4.1 采用的技术路线

本次洪水影响评价采用以下技术路线：搜集建设项目规划的最新资

料、区域基础资料，经对区域基本情况的调查了解，以建设项目规划设

计和小洪河杨庄乡政府东超标准分洪区防御洪水方案、洪水调度方案、

防洪预案为依据，构建二维水动力学地表漫流模型进行模拟计算，并选

择其他相关计算方法，满足评价工作的需要。分析建设项目与小洪河杨

庄乡政府东超标准分洪区的相互影响。

1.4.1.1 设计洪水分析计算

设计洪水计算主要参考《杨庄滞洪工程水文分析报告》中的成果，

考虑区域洪水历年情况、水文观测站资料等情况，区域设计洪水采用用

量间接推求；分洪过程计算，主要根据河南省洪水风险图编制项目成果，

结合洪水调度方案和小洪河断面过流情况综合计算确定。

1.4.1.2 分洪模拟计算

滞洪区水位计算采用采用MIKE 21 FM二维非恒定流水动力模拟模

块计算，进行洪水淹没演进计算求得分洪区水位、水深、流速、淹没历

时等洪水要素。

1.4.1.3 冲刷淤积分析计算

对分洪区可能因行洪产生的冲刷深度根据洪水演进过程中的最大流

速结合地质情况计算确定。

1.5 结论及建议

1.5.1 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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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洪水影响评价计算，进行建设项目对防洪影响评价及洪水对建

设项目的影响评价得出主要结论有：

1）拟建项目对分洪区或地区有关防洪和建设规划及实施没有影响，

对洪水调度安排与方案、防御洪水方案无影响，采用的设计防洪标准满

足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但拟建项目位于超标准分洪区中，在应对超标

准洪水时需考虑必要的防洪措施；

2）拟建项目对河道行洪、河势稳定、防洪工程、灌排设施等均无影

响；

3）拟建项目对分洪区分洪、滞洪和退洪基本无影响，对行洪有影响

但影响较小，通过采取措施可以进一步减小。

4）拟建项目形成人员密集、人口众多的产业园区，对防汛抢险中的

人员安置方案有影响，通过编制避洪安置方案可消除影响。

5）拟建项目区内淹没水深整体较浅，对拟建项目总体淹没影响较小，

但需对项目区北部尤其是仙女河沿线园区临河侧围墙等建筑物采取措

施，防止受淹失稳；同时各园区应有保护重要对象的防洪措施；且需考

虑洪水浸泡改变土壤含水量导致的失稳影响。

6）洪水对京广铁路仙女河桥以东右岸沿线约 400m范围内临河建筑

物有较小的冲刷影响，需考虑应对措施。

1.5.2 减轻或消除洪水影响的工程措施

1）对仙女河进行清淤疏挖，增加仙女河行洪能力，减少河道外的地

表漫流洪水，既可以减轻拟建项目对行洪的影响，也能减轻洪水对拟建

项目的淹没影响；

2）应考虑分洪区行洪需要，在园区间和园区内留有贯穿的硬化道路

利于行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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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园区围墙可考虑铁艺围墙且下部砖砌结构高度低于 0.5m，便于大

洪水时漫过行洪；

4）园区内地面起伏应遵循原地势的南高北低、西高东低，并在园区

顺地势两侧分别设置进出大门，利于洪水通过园区；

5）对仙女河沿线园区临河侧围墙等建筑物的基础做加固处理并设置

散水，防止受淹没或冲刷失稳；

6）对各园区内重点保护建筑物可适当垫高建基面高程并在周围采取

混凝土护砌防冲。

1.5.3 建议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在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建设非

防洪建设项目，应当就洪水对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建设项目对防

洪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提出防御措施。

工程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先征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并把施工方案

提交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充分考虑水利部门的意见。

2）工程施工、物料存放及工程弃渣等，对跨河进出口周边将造成不

利影响，施工单位应加强施工管理，施工中生产、生活废水和污水不得

向河道内排放。

3）根据施工期安排，工程若跨汛期施工，遇小洪河杨庄乡政府东超

标准洪水分洪时，会影响施工期的安全。因此，建设单位应编制施工度

汛方案，报防汛部门审批。施工方要加强与当地河道防汛部门联系，根

据河道上游来水情况做出预报，当超标准洪水分洪时，人员可从对外道

路及时撤离，保证人员安全。

4）由于项目园区人员密集、人口众多，拟建项目应配合小洪河杨庄

乡政府东超标准分洪区运用的组织实施部门编制超标准洪水避洪安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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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并报请其审批。设置“园区统一安置”和“员工按属地安置”两套避洪安

置方案，视紧急程度、分洪时间等因素选择合适的方案。安排园区内工

作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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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2.1 建设项目概况

2.1.1 概述

西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以下简称为“开发区”）位于西平县城南，

东西向最远距离 7.8km，南北向最远距离 3.7km，规划面积 15.08km2，建

成区面积 10.5km2。

本次拟建的 8 个项目园区（以下合称为“拟建项目”）位于开发区南

部，东至启航路、西到京广线、南至张堂村东的村道、北到仙女河，占

地面积为 1.95km2，见图 2.1-1。

图 2.1-1 西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和本次拟建项目园区位置示意图

2.1.2 建设项目规划方案

本次拟建 8个项目园区占地面积共为 1.95km2（2925亩），拟建项目

开发区边界

拟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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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向宽度约为 1.25~1.30km，东西向宽度约为 1.27~1.82km，设计防洪

标准为 50年一遇。拟建项目规划方案分别为：

（1）河南金凤牧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占地 520 亩，厂房面积 28

万 m2，厂房以单层为主，部分 3层，职工宿舍 6层。

（2）河南万华畜牧养殖设备有限公司，占地 150亩，厂房面积 8万

m2，配套附属设施 2万 m2。

（3）河南永强户外休闲家具用品有限公司，占地 230亩，厂房面积

13万 m2，配套附属设施 1.6万 m2。

（4）西平凯银特种线材有限公司，占地 150亩，新建厂房与配套附

属设施 10万 m2。

（5）智能电气装备产业园，占地 500亩，建设标准化厂房和配套附

属设施 40万 m2。

（6）智能针织产业园，占地 610亩，建设标准化厂房与配套附属设

施 46万 m2。

（7）华鼎 5G智慧杆塔高新技术产业园，占地 510亩，建设标准化

厂房与配套附属设施 38万 m2。

（8）机械装备产业园，占地 255亩，建设标准化厂房与配套附属设

施 14.8万 m2。

2.1.3 建设项目与小洪河杨庄乡政府东超标准分洪区的关系

按照《河南省洪汝河防洪预案》，遭遇 50年一遇以上洪水时，杨庄

泄洪闸全开下泄 1500m3/s，视洪水情况相机在小洪河杨庄乡政府东（杨

庄泄洪闸下游 600米处）爆破右堤向南分洪，分洪洪水沿北柳堰河和红

澍河（仙女河）之间洼地向东行洪，过京广铁路和京珠高速公路后入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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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湖洼地，再沿北汝河下泄，防洪预案中分洪淹没情况见图 2.1-2。

西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部分区域位于小洪河杨庄乡政府东分洪区

（以下简称“杨庄东分洪区”）内，距离小洪河杨庄乡政府东超标准分洪

口（以下简称“杨庄东超标准分洪口”）最短直线距离为 14.8km；本次拟

建项目园区均位于小洪河杨庄东分洪区内，距离小洪河杨庄东超标准分

洪口最短直线距离为 18.3km，见图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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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小洪河杨庄东超标准分洪区淹没情况及拟建项目位置示意图

拟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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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拟建项目与小洪河杨庄东超标准分洪口关系图

杨
庄
滞
洪
区

老王坡滞洪区

14.8km

18.3km

杨庄东分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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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程地质

工程区地处淮河冲积平原，地层为第四系全新统及上更新统冲积成

因的轻粉质壤土和中粉质壤土及重粉质壤土，局部分布有细中砂及淤泥

质轻粉壤土，地层厚度分布较稳定，岩性较均一，属中等压缩性，工程

地质条件一般。部分险工区地下水为第四系松散层孔隙潜水，受大气降

水明显，丰水期河水补给地下水，枯水期地下水补给河水。由于该区土

层粘性较差，水冲易流失、费塌，需采取护岸处理措施。

场区所揭示地层为第四系冲洪积土层，表层覆盖层为 Q4al+pl粉土，厚

12.25m，层底夹有粗砂薄层；下伏 Q3al+pl粉土，层厚 13.1m，其下部为约

4m厚的中、细砂层；其下未揭穿土层为 Q2al+pl粉土及粉质粘土，厚约 21m，

局部夹有中砂薄层。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本工程区地震动

峰值加速度值为 0.05g，地震动反 if应周期为 0.3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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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域防洪基本情况

3.1 自然地理与水文气象

3.1.1 地形与水系

3.1.1.1 自然地理

西平县位于东径 113°30′至 114°15′，北纬 33°10′至 33°25′之间，处于

淮北平原的西部，东毗上蔡，北邻漯河市，西连舞钢，南接遂平。全县

地形整体上由西向东倾斜，西部为低山丘陵区，南部、北部有少量长条

状平岗突露，其余为广阔的平原。整体地貌特征为地面宽广坦荡，微地

形波浪起伏，岗洼相间。

西平地势西高东低，西部浅山丘陵区属伏牛山余脉，面积 96.4km2，

占全县总面积的 8.85%，有大小山峰 10余座，最高海拔 553m；中部、南

部有缓岗，面积 60km2，占全县总面积的 5.5%；东部平原面积 933.37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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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县总面积的 85.65%。

3.1.1.2 河流水系

境内河流分别属于淮河流域的洪河和汝河两大水系，其中洪河水系

土地面积 717km2，占全县总面积的 56％，汝河水系土地面积 323km2，

占全县总面积的 30％。洪河横贯东西，由于洪河沿岸地势较高，成为洪、

汝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

骨干河道流域面积 100km2以上的有 6条：洪河干流及其支流洪溪河、

淤泥河、塘江河、柳堰河干流及其支流洪澍河；流域面积大于 30 km2且

小于 100km2沟河有 12条：其中属洪河水系的有青铜河、棠溪河、吉斗

河、西万泉河、西草河、运粮河、关桥河、叶大沟、黑沟共 9条，属汝

河水系的有西遂界沟、南万泉河、九龙沟共 3 条；流域面积大于 5 km2

且小于 30km2的沟河有 51条。

区域范围内水系见附图 2所示，主要河流包括小洪河、淤泥河、桂

河、柳堰河及界河等。

（1）小洪河

小洪河干流石漫滩以上为山区河流，洪水陡涨陡落；石漫滩至杨庄

为丘陵区河流，小水走主槽，大水漫坡行洪，对洪水有一定的滞蓄能力；

杨庄以下为平原河道，开始有堤防，河道异常弯曲，素有“九里十八弯”

之称。五沟营以上直接入小洪河干流的较大支流有苇河、洪溪河、淤泥

河。小洪河洪河河道总长 266km，流域面积 4287km2。上游为山丘区，洪

水受水利工程调节控制，下游由于地处平原和洼地，河道比降很小

(1/6000)，河道狭窄，洪水涨落缓慢。小洪河是河南省防洪标准较低的河

流，历史上曾多次决口漫溢，西平县境内基本上为地上河，历来是防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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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地段，多年来，国家多次投资大规模治理该流域水患，在上游先

后修建了石漫滩水库，老王坡滞洪区和杨庄滞洪区，对河道进行了栽弯

取直和两岸堤防加高培厚等治理措施，使洪河的防洪标准有了明显提高。

2000年以来，国家又投资治理小洪河，2005年该河段治理工程完工，治

理后五沟营以下的防洪标准达到了 10 年一遇。小洪河基本情况见表

3.1-1。

洪河五沟营以上河道修建有石漫滩水库和杨庄、老王坡滞洪区，杨

庄以下河道两岸筑有堤防，河道现有防洪标准 20年一遇，相应流量 650

m3/s。

表 3.1-1 小洪河河道特征值表

河段
河长（km） 流域面积（km2）

区间 累计 区间 累计

河源 0 0 0 0

石漫滩 25 25 230 230

杨庄 43 68 796 1026

桂李 15.6 83.6 24 1050

五沟营 21.6 105.2 505 1555

（2）淤泥河

西平县淤泥河发源于漯河市舞阳县吴城镇，自权寨镇吴村入西平县

境内，流经西平县权寨、宋集、环城、老王坡农场、五沟营 5 个乡镇场，

至丁桥泄洪库汇入小洪河，该河自西向东穿越 107 国道、京广铁路、京

港澳高速公路以及老王坡滞洪区，河道全长 41.3km（其中西平县境内长

度 30.5km），流域面积 529km2，（其中西平县境内 401km2），涉及漯河、

驻马店两市。

（3）柳堰河

北柳堰河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南部，于红澍河交汇处以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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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面积 233.7 km2，其中西平县以外流域面积 72.2 km2。柳堰河跨西平、

遂平、上蔡三县部分地域。地形上属华北平原的南缘部分，杨庄仪封以

东地势低平，地面由西向东倾斜，地面坡降在 1／1000～1／5000之间。

北柳堰河发源于西平县杨庄乡仪封村东南，流经西平杨庄、专探、

二郎、焦庄、重渠五乡镇及上蔡县部分乡村，汇入北汝河，主干全长 35.76

km，属于北汝河上游支流。

北柳堰河于 1966年、2009年进行了治理，2013 年进行了治理。河

道顺址规整，107国道以上无堤防，以下有堤防。

根据《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北柳堰河仪封至刘李庄段治理工程初

步设计报告》（2014年，驻马店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治理范围 17.46km

（k0+000～k17+460), 防洪标准为 10年一遇，除涝标准为 5年一遇。按

堤顶高程高出地面 1.0m左右开挖河槽，开挖河槽土方堆砌两岸即可满足

堤防要求。二期治理工程于 2015年完成。

（4）西遂界沟

界河位于河南省西平县与遂平县交界处，是两县的界河。界河是北

柳堰河的支流，地形上属华北平原的南缘部分，地势低平，地面由西向

东倾斜，地面坡降在 1／2000～1／5000之间。

界河河发源于遂平县槐树乡霍庄村，流经遂平沈寨、西平专探乡汇

入北柳堰河，主河道长 21km，流域面积 83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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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水文与气象

（1）气候特征

洪汝河流域属温带季风气候区，夏秋两季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

多东南风，炎热多雨；冬春两季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压控制，盛行西北

风，干燥少雨。流域内多年平均气温 14.8℃，绝对最低气温-15.3℃，绝

对最高气温 43.1℃，全年无霜期 220~230天，多年平均降雨量约 910mm，

降水年际变幅大，年内分配不均，汛期雨量较为集中，7～9月降雨量占

全年的 60%，降水多以暴雨型式出现。流域上游伏牛山是主要暴雨中心。

降水年际差异很大，年最大降雨量为最小降雨量的 5倍。多年平均水面

蒸发量约为 960mm，陆面蒸发量约为 670mm，年平均径流深 240mm。

冬春季多东南风和西北风，最大风力 8～9级。

（2）暴雨特性

小洪河流域内暴雨成因主要取决于天气系统，地理位置和地形的影

响也很大。本区产生暴雨的天气系统主要是东西向切变线带低涡，其次

为南北向切变线带低涡，台风深入本区域形成大暴雨为数虽少，但强度

极大。流域西部为伏牛山余脉，西南部为桐柏山余脉，两山余脉形成向

东开口的弧状地形，偏东气流进入，在山前地带产生大范围抬升，加强

了气流的辐合上升，增大了暴雨强度，加大了雨量。流域内大暴雨持续

时间多为 1～3天，也有持续 3～7天的。上游的板桥、石漫滩水库一带

是本流域的暴雨中心区。

1975年 8月，台风由伏牛山和桐柏山余脉之间深入本流域山前地带，

停滞少动，形成了“75.8”特大暴雨，洪汝河上游附近林庄站 6小时最大暴

雨 830mm，24 小时最大暴雨 1060mm，3 天最大暴雨 1605mm，为我国



20

大陆暴雨最高纪录。小洪河流域内“75.8”暴雨柏庄站 24 小时最大暴雨

628mm，尚店站 3天最大暴雨 1265mm，上蔡站 24小时最大暴雨 748mm，

这种强度大、雨量集中、持续时间长的暴雨，造成了该流域非常严重的

洪涝灾害。

（3）洪水特性

洪水由暴雨形成，并受流域形状、地形和河道特性的影响。流域上

游山丘区坡陡，集流快，局部暴雨造成的洪水，在下游往往形成峰高量

小的孤峰，而全流域在连续暴雨的袭击下，洪峰一个接一个，在下游形

成峰高量大，持续时间长的交式洪峰。小洪河杨庄以下洪水，主要来自

上游山丘区，进入平原区地势陡然变缓，河槽下泄能力小，洪水积滞难

下，容易形成大面积洪涝灾害。由于暴雨年际变幅大且不均衡，这一地

区中小洪水频频发生，并具有连续性，特枯年份往往造成河道断流，大

洪水出现几率较小，造成的洪涝灾害却十分严重。

流域内洪水由暴雨形成，其变化受暴雨和地形等因素影响。小洪河

发源于上游山区，坡度陡峭，暴雨形成径流后，坡面流迅速汇集入槽，

上游河道坡度陡，流程短，洪水下泄快，直冲中下游河道。当发生大洪

水时，易形成峰高量大的洪水，给中下游地区造成十分严重的洪水灾害。

如“75.8”特大暴雨在洪汝河水系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

洪水发生时间与暴雨一致，多发生在 7、8月份，但也有少数年份发

生在 5月和 6月份。洪水和暴雨一样年变幅很大，一些水文站实测最大

洪水和最小洪水流量可相差百倍以上。小洪河干流石漫滩以上位于山区，

洪水以坡面汇流为主，汇集快，流速急，峰值高，流程短；石漫滩至杨

庄为丘陵河流，小水走主槽，大水时漫坡行洪；杨庄以下河道地处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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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河道断面窄小，比降缓，河道蜿蜒曲折，河道过流能力低，洪水

历时延长。小洪河洪水历时一般在 3天之内，个别历时 3~7天。杨庄滞

洪区修建后，起到削减洪峰作用，洪水过程延长。

3.2 水利工程与其他设施

到目前为止，小洪河干支流上已建大型水库 1座，中型水库 2座，

小型Ⅰ类水库 5 座，滞洪区 2处。小洪河杨庄乡政府东超标准分洪还涉

及到误宋湖滞洪区。

3.2.1 水库

（1）石漫滩大型水库

该水库位于小洪河上游山区，始建于 1951年，控制流域面积 230km2，

在“75.8”洪水中失事。水库工程于 1992年 11月复建，1998年 1月建成，

复建的石漫滩水库设计标准 100年一遇，校核标准 1000年一遇，总库容

1.2亿 m3，坝顶高程 112.50m。

（2）田岗、谭山中型水库

田岗中型水库位于石漫滩下游，区间面积 75km2，主要控制支流小东

河洪水，该水库在“75.8”洪水中垮坝。2001年水库复建，设计标准 50年

一遇，校核标准 1000年一遇，总库容 3176万 m3，水库以灌溉为主。

谭山水库为中型水库，位于小洪河支流吉斗河上，1958年建成，控

制流域面积 21.5km2，水库设计标准 50年一遇，校核标准 2000年一遇，

总库容 1420万 m3。

（3）任三楼、康山、黄湾、同心寨、竹园小型Ⅰ类水库

5座小型Ⅰ类水库均为 1958年建成，水库基本情况见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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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小洪河小型Ⅰ类水库基本情况表

名称 所在县
所在

支流

建成

时间

控制面积

（km2）

设计标准

（年一遇）

校核标准

（年一遇）

总库容

（万 m3）

任三楼 西平 吉斗河 1958.6 5.9 50 500 1090

康山 西平 青铜河 1958.5 19.0 50 500 900

黄湾 西平
棠溪河

1958.5 16.1 50 500 790

竹园 西平 1958.3 2.45(区间) 50 500 280

同心寨 西平 吉斗河 1958.6 7.1 50 500 440

3.2.2 蓄滞洪区

（1）杨庄蓄滞洪区

杨庄蓄滞洪区位于西平县城西 20km的小洪河干流上，由东部和南部

的大坝、西部及北部的自然高地合围而成，区域总面积 82km2，设计蓄洪

水位 71.54m（56黄海高程，以下涉及到杨庄蓄滞洪区高程系均为 56黄

海高程），设计蓄洪量 2.03亿 m3。该区域均在驻马店西平县境内，杨庄

蓄滞洪区编制范围见图 3.2-1。

杨庄蓄滞洪区内主要河道有小洪河干流及其主要支流洪溪河和吉斗

河。蓄滞洪区范围内小洪河长 15.86km、洪溪河长 7.6km、吉斗河长

7.19km。

杨庄滞洪区内的防洪工程包括大坝、拦河闸（泄洪闸）、万泉河涵闸。

1）大坝

杨庄蓄滞洪区大坝北起师灵镇阎岗村向南转西至芦庙乡田庄村委焦

庄村东，堤防类型为围堤，属均质土坝，级别为 3级，50年一遇洪水设

计，相应水位 71.54m，滞洪库容 2.03亿 m3，300年一遇洪水校核，相应

水位 72.15m，滞洪库容 2.55亿 m3。大坝全长 12.83km，坝顶高程 73.50m，



23

坝顶宽 6～8m，上游坝坡 1:3，下游坝坡 1:2.5，滞洪区主体工程于 1992

年 11月正式开工，1998年 12月完成。

图 3.2-1 杨庄蓄滞洪区区域图

2）泄洪闸

杨庄滞洪区泄洪闸位于大坝桩号 3+185m处，1992年 10月开工，1995

年 12月完工，为 4孔开敞式泄水闸，闸孔高 7.0m，宽 10.0m，闸底高程

59.0m，设计流量 650m3/s，最大泄流量 1500m3/s。

3）万泉河涵闸

该涵闸位于仪封中学北万泉河上，1995年 12月建成，工程等级为Ⅳ

级，闸门为两孔 3×3m2平板钢闸门，闸底板高程 65.0m，设计最大进洪流

泄洪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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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74m3/s，设计标准为 10年一遇。

（2）老王坡蓄滞洪区

老王坡蓄滞洪区位于驻马店市西平县境内东北部，紧靠西平县城。

由东部的东大坝、北部的干河堤、南部的小洪河左堤及西部自然高地合

围而成，总面积 121km2，设计蓄洪水位 57.65m（废黄高程，以下涉及到

老王坡蓄滞洪区高程系均为废黄高程），设计蓄洪量 1.71亿 m3。该区域

均在驻马店市西平县境内，老王坡蓄滞洪区编制范围见图 3.2-2。

图 3.2-2 老王坡蓄滞洪区区域图

老王坡蓄滞洪区主要防洪工程有：东大堤、干河堤、小洪河左堤、

桂李进洪闸、引洪道、丁桥南泄洪闸、丁桥北泄洪闸等。

1）东大堤

东大堤为均质土坝，全长 2.8km，堤顶高程 60m，顶宽 6m，最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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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4m，内外坝坡 1:2.5，内坡有砼护坡长 2.2km。防洪标准 50年一遇。

2）干河堤

干河堤为均质土堤，全长 11.7km，堤顶高程 58.7～59m，顶宽约 3m，

最大堤高 3m。内外边坡 1:2.5，防洪标准 50年一遇。

3）小洪河左堤

小洪河左堤为均质土堤，自环城乡薛庄东至老王坡蓄滞洪区南泄洪

闸全段堤长 9km，堤顶高程 59.5～60m，顶宽 6～8m，最大堤高 3.6m，

内外边坡在 1:2.5～1:3.5，防洪标准 50年一遇。

4）桂李进洪闸

桂李进洪闸原为开敞式自然漫溢进洪口门，1966年改建为 3孔进洪

闸，闸孔高 4m，宽 10m，闸底高程 56.96m，设计进洪流量 300m3/s，2010

年改建为 4孔进洪闸，闸孔高 6.5m，宽 7.5m，闸底高程 56.84m，设计进

洪流量 300m3/s。

5）引洪道

老王坡蓄滞洪区引洪道自桂李进洪闸至淤泥河罗成坟全段长

11.2km，堤防顶宽 3.5～5m，边坡 1:2～1:4，最大堤高约 3m，设计分洪

流量 300m3/s。

6）丁桥南泄洪闸

该闸位于老王坡蓄滞洪区管理所南侧，1951年建成，为三孔（3×3m）

箱涵，闸门原为木制结构，2000 年 12 月改造为平面钢闸门，闸底高程

51.15m，闸门顶高程 54.15m，上游水位 57.65m，设计泄洪流量 120m3/s。

7）丁桥北泄洪闸

该闸位于老王坡蓄滞洪区管理所北侧，1967年建成，为三孔（5.5×6m）



26

带胸墙开敞式闸，钢筋砼框架钢丝网面板闸门，闸底高程 50.5m，闸门顶

高程 56.5m，上游水位 57.65m，设计泄洪流量 240m3/s。

（3）吴宋湖滞洪区

该滞洪区位于上蔡县北汝河高湾以上，北柳堰河以南，最大滞洪量

1.0亿 m3。1950年底开工修建，1951年建成以后，1952年、1954年进洪

1.0亿 m3，1956年、1963年、1964年分别进洪 0.40、0.55、0.19亿 m3，

5次进洪发挥了一定的效益。1966年治理北汝河缩小了滞洪区面积，滞

洪能力仅为 0.2亿 m3，加之南柳堰河也进行了治理，以后未再使用已报

废。

3.2.3 河道堤防

小洪河杨庄至桂李段治理已于 2001 年完成，桂李以下河道

2003~2005年治理。

小洪河杨庄左岸堤顶高程 70.48m，右岸堤顶高程 70.20m；桂李左岸

堤顶高程 65.04m，右岸堤顶高程 64.53m；五沟营左岸堤顶高程 57.65m，

右岸堤顶高程 60.05m。

3.3 规划布局与实施安排

小洪河历史上洪涝灾害十分严重，建国后遵照“蓄泄兼筹”的治淮原

则，分不同时期对小洪河进行治理。小洪河杨庄～桂李河段，1975年进

行了河道整治，部分弯道裁弯取直；1982年又进行了堤防加高培厚，局

部裁弯取直，河道过流能力显著提高，防洪标准提高到 20年一遇，保证

流量为 650m3/s。

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院于 1999年 10月编制了《洪汝河流域防洪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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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提出对小洪河杨庄至班台河段按 3年一遇除涝、20年一遇防洪标准

进行治理，其中杨庄至桂李设计流量 650m3/s，桂李至五沟营为 350m3/s。

小洪河桂李以上河道治理于 2001年完成，桂李以下河道治理于 2003 年

完成。

2004 年又对桂李至五沟营段（本河段）进行了治理，设计流量

350m3/s。由于西平县城段治理标准较高，为减少向老王坡分洪，根据河

道实际行洪能力和桂李站分洪水位 63.00m，该河段保证流量由 350m3/s

提高到 420m3/s。

3.4 洪水调度与滞洪区运用

3.4.1 防御标准内洪水

根据《河南省蓄滞洪区运用预案》，杨庄蓄滞洪区与下游的老王坡蓄

滞洪区联合运用，使杨庄至五沟营河段防洪标准由 3年一遇提高到 20年

一遇，小洪河五沟营镇以下河段的除涝、防洪标准分别提高到 3年一遇

和 10年一遇，对保证京广铁路、107国道、京港澳高速公路、京广高速

铁路安全运行，控制上游洪水，减少下游洪涝灾害损失，起着重要作用。

1）杨庄启用条件为：小洪河杨庄水文站以上洪水流量超过 650m3/s

时，杨庄蓄滞洪区泄洪闸控制下泄流量 650m3/s，多余洪水滞于蓄滞洪区

内；当杨庄蓄滞洪区水位达到 50年一遇水位 71.54m时，杨庄蓄滞洪区

泄洪闸敞泄，多余洪水滞于杨庄蓄滞洪区内。

2）老王坡启用条件为：小洪河桂李水文站水位达到 63.00m，且继续

上涨，视雨、水、工情适时控制节制闸，开启分洪闸向老王坡蓄滞洪区

分洪；当小洪河桂李水文站流量超过 420m3/s，如果下游河道水位达到保

证水位，可相机开启分洪闸向老王坡蓄滞洪区分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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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防御超标准洪水

2022年，河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大型及重点中型水库 2022

年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及《河南省主要河道 2022年防洪任务》的通知（豫

水防［2022］19号），该文提出了小洪河和杨庄、老王坡滞洪区防御超标

准洪水措施，结合《河南省洪汝河防洪预案》，简述如下：

1）杨庄滞洪区水位超过 71.54米时，杨庄泄洪闸敞开泄洪，最大下

泄流量 1500立方米每秒。同时，在杨庄以下小洪河翟庄东、周庄西扒开

左堤向老王坡滞洪区分洪，分洪口门宽 120米，西端桩号 2+940，东端桩

号 3+060；并在小洪河杨庄乡政府东相机扒开右堤向小洪河以南分洪，分

洪口门宽 140 米，西端桩号 0+271，东端桩号 0+411，最大分洪流量

1000m3/s。

2）当老王坡蓄滞洪区水位达到 57.65m，全开丁桥南、北泄洪闸向小

洪河泄洪，若水位仍继续上涨并有可能危及蓄滞洪区工程安全时，请示

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批准，在小洪河龙泉寺涵闸附近破左右堤向南分泄

蓄滞洪区洪水（左右堤分洪口门均宽 170m，右堤口门西端桩号 33+100，

东端桩号 33+270；左堤口门西端桩号 33+100，东端桩号 33+270。最大

分洪流量 850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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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洪水影响分析计算

4.1 建设项目对防洪的影响分析计算

4.1.1 设计洪水分析计算

4.1.1.1 设计洪水分区

小洪河杨庄以上为山丘区，杨庄以下为平原地区，杨庄～五沟营河

段由杨庄和老王坡 2个滞洪区调节山丘区洪水，五沟营以上河道不但要

承受一部分山丘区洪水，而且还要排泄平原区来水，受河道排水能力低

的制约，稍遇大雨便排水不畅或支沟河道洪水漫溢，洪水流量受滞蓄影

响很大，实测洪峰流量难以反映河道治理后的设计要求和真实情况；杨

庄以上虽为山丘区，但水文测站时有变迁，资料有的不全且受上游水利

工程滞洪调蓄影响，以及溃坝漫溢等，因此，本地区设计洪水历来采用

雨量间接推求。

根据石漫滩水库、杨庄、老王坡滞洪工程联合运用对水文计算的要

求，计算区分为：石漫滩以上、石漫滩~杨庄区间、杨庄~五沟营区间、

杨庄以上、五沟营以上 5个分区。统计计算各区 24小时、3天、7天、

15天 4 个时段最大面雨量，系列中“75.8”暴雨作特大值处理，进行频率

分析。小洪河五沟营以上考虑洪水地区组成，即石漫滩~杨庄区间与五沟

营以上同频率，石漫滩以上及杨庄~五沟营区间相应。

4.1.1.2 杨庄设计洪水计算

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在洪汝河流域做了大量水文分析

计算和研究工作，1992年编制了《杨庄滞洪工程水文分析报告》，用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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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滞洪区枢纽主体工程初步设计中，并对杨庄、老王坡滞洪区进行了联

合调算，本次仍采用该设计洪水成果。

根据石漫滩水库、杨庄、老王坡滞洪工程联合运用对水文计算的要

求，计算区分为：石漫滩以上、石漫滩~杨庄区间、杨庄~五沟营区间、

杨庄以上、五沟营以上 5个分区。统计计算各区 24小时、3天、7天、

15天 4 个时段最大面雨量，系列中“75.8”暴雨作特大值处理，进行频率

分析。小洪河五沟营以上考虑洪水地区组成，即石漫滩~杨庄区间与五沟

营以上同频率，石漫滩以上及杨庄~五沟营区间相应。经产流、汇流计算

求得各分区设计洪水洪水，设计洪水成果见表 4.1-1。

表 4.1-1 五沟营以上各区设计洪水成果表 洪峰 m3/s 洪量亿 m3

分区 项目

各重现期洪峰及洪量

3年
一遇

5年
一遇

10年
一遇

20年
一遇

50年
一遇

100年
一遇

300年
一遇

石漫滩以上

Qm 465 637 985 1260 1650 1940 2570

W24h 0.18 0.25 0.36 0.46 0.6 0.71 0.89

W3d 0.21 0.31 0.45 0.59 0.78 0.93 1.18

W7d 0.24 0.35 0.54 0.69 0.9 1.07 1.33

W15d 0.32 0.45 0.65 0.82 1.06 1.24 1.53

石~杨区间

Qm 466 694 1200 1880 2480 2980 3770

W24h 0.31 0.46 0.72 1.03 1.36 1.64 2.08

W3d 0.51 0.75 1.14 1.52 2.02 2.44 3.14

W7d 0.67 0.95 1.38 1.8 2.36 2.81 3.56

W15d 0.9 1.22 1.7 2.18 2.81 3.31 4.14

杨庄以上

Qm 728 1050 1740 2420 3210 3840 4940

W24h 0.48 0.69 1.05 1.44 1.9 2.28 2.9

W3d 0.72 1.05 1.58 2.1 2.8 3.37 4.89

W7d 0.91 1.3 1.92 2.5 3.26 3.87 4.31

W15d 1.22 1.67 2.35 3 3.86 4.55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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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1 五沟营以上各区设计洪水成果表 洪峰 m3/s 洪量亿 m3

分区 项目

各重现期洪峰及洪量

3年
一遇

5年
一遇

10年
一遇

20年
一遇

50年
一遇

100年
一遇

300年
一遇

杨~五区间

Qm 373 507 651 888 1000 1270

W24h 0.19 0.28 0.38 0.5 0.69 0.79 0.98

W3d 0.33 0.48 0.7 0.95 1.3 1.52 1.92

W7d 0.5 0.71 1 1.3 1.71 2.03 2.51

W15d 0.69 0.93 1.28 1.64 2.13 2.5 3.09

五沟营以上

Qm 810 1170 1930 2720 3650 4360 5610

W24h 0.55 0.79 1.22 1.69 2.26 2.72 3.46

W3d 0.99 1.47 2.22 2.98 4.02 4.81 6.14

W7d 1.41 2 2.91 3.79 4.96 5.89 7.39

W15d 1.91 2.6 3.63 4.64 5.99 7.04 8.75

根据杨庄、老王坡滞洪工程联合运用，进行洪水调节计算，调节计

算成果见表 4.1-2。

表 4.1-2 小洪河杨庄滞洪区工程联合控制运用调算成果表

设计标准

杨庄滞洪区

来水流量
(m3/s)

15天洪量

(亿 m3)
拦蓄量

(亿 m3)
水位
(mm)

最大下泄流量
(m3/s)

3年一遇 563 1.22 0.0704 67.13 400

20年一遇 2050 3.00 0.7932 69.68 650

50年一遇 2790 3.86 2.0274 71.54 650

100年一遇 3470 4.55 2.1649 71.71 1500

300年一遇 4540 5.67 2.5505 72.15 1500

4.1.1.3 小洪河分洪流量计算

（1）杨庄下泄洪水

洪水经过杨庄滞洪区调蓄后，泄洪闸出流过程参考《杨庄蓄滞洪区

洪水风险图编制项目》（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2016.12）中

的成果，见表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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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杨庄泄洪闸出流过程

日期 时段（小时）
计算方案

20年一遇(m3/s) 50年一遇(m3/s) 100年一遇(m3/s)

2

0 0 0 0
3 0 0 0
6 0 0 0
9 0 0 0
12 0 0 0
15 0 0 0
18 33 6 20
21 45 17 35

3

0 63 35 72
3 104 76 139
6 141 108 173
9 142 123 180
12 142 128 182
15 147 132 189
18 177 140 215
21 286 151 252

4

0 293 165 275
3 326 177 290
6 331 187 308
9 318 198 319
12 297 207 325
15 273 214 327
18 265 218 326
21 265 222 324

5

0 265 225 321
3 261 228 318
6 240 230 312
9 220 231 304
12 196 231 291
15 170 229 271
18 139 224 242
21 107 217 203

6

0 86 209 155
3 70 199 113
6 61 189 91
9 37 179 71
12 17 167 56
15 10 154 45
18 7 139 37
21 5 12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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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3 杨庄泄洪闸出流过程

日期 时段（小时）
计算方案

20年一遇(m3/s) 50年一遇(m3/s) 100年一遇(m3/s)

7

0 3 102 25
3 2 78 17
6 1 57 4
9 0 47 3
12 0 38 3
15 0 30 3
18 0 23 3
21 0 20 3

8

0 0 16 3
3 0 15 3
6 0 13 3
9 0 11 3
12 0 8 3
15 0 5 3
18 0 2 3
21 0 2 3

9

0 0 2 3
3 0 2 3
6 0 2 3
9 1 2 4
12 6 3 15
15 30 12 25
18 44 18 44
21 70 54 180

10

0 183 122 249
3 251 145 280
6 284 160 303
9 323 176 327
12 390 191 353
15 451 212 387
18 566 235 493
21 650 305 615

11

0 650 407 650
3 650 502 650
6 650 558 650
9 650 588 650
12 650 609 1500
15 650 626 1500
18 650 639 1500
21 650 65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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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3 杨庄泄洪闸出流过程

日期 时段（小时）
计算方案

20年一遇(m3/s) 50年一遇(m3/s) 100年一遇(m3/s)

12

0 650 650 1500
3 650 650 1500
6 650 650 1500
9 650 650 1500
12 650 650 1500
15 650 649 1371
18 650 640 1218
21 650 630 1099

13

0 650 621 1007
3 650 611 928
6 650 601 838
9 650 591 757
12 650 582 681
15 650 573 629
18 650 565 572
21 383 557 522

14

0 268 549 484
3 263 541 361
6 264 533 358
9 260 525 352
12 244 517 342
15 229 509 329
18 206 501 318
21 190 491 310

14

0 268 549 484
3 263 541 361
6 264 533 358
9 260 525 352
12 244 517 342
15 229 509 329
18 206 501 318
21 190 491 310

15

0 174 480 306
3 159 470 302
6 148 460 296
9 138 449 286
12 127 438 262
15 103 427 226
18 88 416 172
21 79 403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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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3 杨庄泄洪闸出流过程

日期 时段（小时）
计算方案

20年一遇(m3/s) 50年一遇(m3/s) 100年一遇(m3/s)

16

0 72 391 92
3 66 377 71
6 61 363 56
9 55 346 45
12 36 326 39
15 6 306 32
18 0 285 27
21 0 265 21

17

0 0 245 12
3 0 235 4
6 0 224 4
9 0 212 3
12 0 200 2
15 0 189 1
18 0 177 0
21 0 165 0

18

0 0 151 0
3 134
6 117
9 95
12 76
15 51
18 39
21 26

最大下泄流量（m3/s） 650 650 1500
下泄总洪量（亿 m3） 2.951 3.773 4.468

（2）超标准洪水分洪过程

根据洪水调度方案：杨庄滞洪区水位超过 71.54m时，杨庄泄洪闸敞

开泄洪，最大下泄流量 1500m3/s。同时，在杨庄以下小洪河翟庄东、周

庄西扒开左堤向老王坡滞洪区分洪，分洪口门宽 120m，西端桩号 2+940，

东端桩号 3+060，最大分洪流量 850m3/s；并在小洪河杨庄乡政府东相机

扒开右堤向小洪河以南分洪，分洪口门宽 140m，西端桩号 0+271，东端

桩号 0+411，最大分洪流量 1000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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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选用 100年一遇超标准洪水进行影响分析。由于小洪河杨庄~桂

李段河道的安全泄量为 650m3/s，100年一遇时最大下泄流量 1500m3/s，

超泄洪水为 850m3/s。杨庄东超标准分洪口位于翟庄东周庄西分洪口的上

游且口门宽度更大，共同启用时杨庄东分洪口分洪流量更大；考虑到洪

水可控、成灾更小的原则，使洪水尽可能进入老王坡滞洪区蓄洪，结合

小洪河断面水位流量关系及小洪河左右岸堤防高度，杨庄与翟庄之间的

河道可以利用堤防超高通过 900m3/s洪水，多余洪水从杨庄东口门向小洪

河右岸分洪，最大分泄流量 600m3/s，下泄洪水超过河道安全泄量的部分

（250 m3/s）从翟庄东周庄西口门左岸分泄。拟定洪水分流过程见表 4.1-4。

表 4.1-4 小洪河 100年一遇洪水分流过程

日期 时段 杨庄东右岸分洪（m3/s） 翟庄东、周庄西左岸分洪（m3/s） 备注

11

12 600 250

15 600 250

18 600 250

21 600 250

12

0 600 250

3 600 250

6 600 250

9 600 250

12 600 250

15 600 121

当分洪流量小

于 850m3/s时，

按 右 岸 分 洪

600m3/s；当分

洪 流 量 小 于

600m3/s时，考

虑右岸分洪，

左岸不再分洪

18 568 0

21 449 0

13

0 357 0

3 278 0

6 188 0

9 107 0

12 31 0

最大流量（m3/s） 600 250

总洪量（亿 m3） 0.86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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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 老王坡分洪流量计算

老王坡滞洪区分洪流量成果采用 2016年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

限公司编制的《老王坡蓄滞洪区洪水风险图编制成果报告》中分析成果。

摘录见表 4.1-5。

表 4.1-5 小洪河 100年一遇洪水分流过程

日期 时段 桂李分洪 淤泥河来水 日期 时段 桂李分洪 淤泥河来水

10

1 0 297

12

1 300 358

2 0 402 2 300 348

3 0 507 3 300 339

4 0 611 4 300 330

5 0 716 5 300 320

6 0 821 6 300 311

7 0 894 7 300 300

8 0 967 8 300 289

9 0 1040 9 300 278

10 0 1113 10 300 267

11 0 1186 11 300 256

12 0 1260 12 300 245

13 0 1235 13 300 236

14 0 1211 14 300 227

15 0 1187 15 300 218

16 0 1163 16 300 208

17 0 1139 17 300 199

18 0 1115 18 300 190

19 0 1088 19 300 183

20 0 1061 20 300 176

21 0 1034 21 300 169

22 0 1007 22 300 162

23 0 980 23 56 155

24 0 953 24 0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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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5 小洪河 100年一遇洪水分流过程

日期 时段 桂李分洪 淤泥河来水 日期 时段 桂李分洪 淤泥河来水

11

1 0 921

13

1 0 141

2 0 889 2 0 135

3 0 857 3 0 128

4 0 825 4 0 121

5 0 793 5 0 115

6 0 761 6 0 108

7 0 735 7 0 102

8 50 708 8 0 97

9 50 682 9 0 91

10 50 655 10 0 85

11 50 629 11 0 80

12 50 602 12 0 74

13 50 580 13 0 69

14 300 558 14 0 65

15 300 536 15 0 60

16 300 514 16 0 55

17 300 492 17 0 51

18 300 470 18 0 46

19 300 453 19 0 50

20 300 436 20 0 53

21 300 419 21 0 57

22 300 401 22 0 61

23 300 384 23 0 64

24 300 367 24 0 68

4.1.2 洪水模拟分析计算

小洪河杨庄东超标准分洪区地处在平原区，区域内地形西高东低，

超标准洪水分洪后沿洼地由西向东行洪。洪水除纵向流动外，横向流动

的特点也十分明显。分流洪水受小洪河及柳堰河堤防约束，并受到京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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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和京港澳高速公路的阻挡，洪水流态十分复杂。因此分析采用

MIKE21 FM二维非恒定流模拟模块计算。该模块可模拟河流、湖泊、河

口、海湾、海岸及海洋的水流演进过程，并可充分考虑水体密度、泥沙、

分布式糙率系数、风场、冰盖、局部排水抽水、降雨蒸发等各种因素影

响，最终结果可输出任意时刻任意点、断面和面上的淹没水深、淹没历

时、流速等各种风险要素，供洪水影响分析使用。

4.1.2.1 计算原理

（1）基本控制方程

MIKE21 水动力学模块计算原理依据的是描述水流运动的二维非恒

定流方程组，共包括三个方程：水流连续性方程、水流沿 x方向的动量

方程及水流沿 y方向的动量方程，形式如下：

2 2 2

4/3

2 2 2

4/3

( ) ( ) 0

0

0

z uh vh
t x y

u u u z n u u vu v g g
t x y x h

v v v z n v u vu v g g
t x y y h

   
     

         
   

          
    

方程中各变量的意义如下：

t—时间，单位：s；

n—曼宁糙率系数；

x，y—直角坐标系的横纵坐标，单位：m；

u，v—x,y方向的流速分量，单位：m/s；

z，h—x,y处的水位和水深，单位：m；

g
n u u v

h

2 2 2

4 3


/

，
g

n v u v
h

2 2 2

4 3


/ —x，y方向的水流运动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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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方程组，利用迭代法求解即可得到每一时刻在（x，y）处

的水位 z、水深 h以及 x，y方向的流速 u，v。

（2）初始条件及边界条件

1）初始条件

对于给定的计算区域，在时间 t=0时，令

h｜t=0=h0（x，y）

u｜t=0=u0（x，y）

v｜t=0=v0（x，y）

2）边界条件

进口边界条件：给出进口开边界处的水流过程，开边界上已知的水

位或流速分量以及流量。

出口边界条件：出口开边界有两类。一类是自然开边界，主要是经

下边界或侧边界出流的河流，可按实测水文资料(水位～流量关系)确定。

如无实测资料，则按附近河道纵坡，以均匀出流考虑。另一类是修建在

下边界上的过水建筑物如铁路桥、涵，需按相应的桥、涵泄流公式进行

控制。

陆地边界：根据流体固壁不可穿越的原理,在不考虑渗透的情况下，

可以认为陆地边界上法向速度为零；根据水流无滑动原理，水体在陆地

边界上的切向流速也应为零。

3）计算区域内过水建筑物的处理：计算区域内有横贯全区的阻水建

筑（如铁路、公路等），其中过水部分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过水断面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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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可以做为自然过流考虑的河流；另一类是过水断面尺寸较小（或有

压过流），如桥涵等。这类泄水建筑物的泄流能力以相应的水力学计算公

式计算，过流量则与建筑物上、下游流场耦合求解。

4.1.2.2 模型计算

a）模型范围及网格剖分

模型范围：本片建模范围仅涉及小洪河南部片区，模拟区域的北部

以小洪河右堤为界，南部以西平县界为界，西部以杨庄滞洪区大堤为界，

东部仍以西平县县界为界，总面积为 377 km2。

模型网格剖分：采用 1/10000地形图，并结合 1/50000地形图进行地

形概化，网格为三角形网格，网格最大面积为 10000m2，计算区共 58810

个网格。区域地形图见附图 1。

b）模型开边界条件处理

上游开边界条件：根据计算区入汇流情况，经设计洪水分析计算，

杨庄镇政府东分洪口及翟庄东、周庄西分流洪水作为计算区域入流洪水。

入流洪水过程见表 4.1-4。

下游开边界条件：模型下游开边界附近无大的阻水建筑物，因此按

自由开边界处理。

内部边界条件处理：模型区内的铁路和公路形成阻水内边界，南北

侧堤防按不漫流处理。在分洪区内部的其它阻水建筑物，如村庄房屋等，

一般按当地地面加适当高度处理并结合糙率处理。糙率采用：河道糙率

0.03，地面糙率 0.06，房屋等局部阻水建筑物糙率采用 0.1。铁路及高速

公路下面桥涵过流分别按桥涵不同的过流公式计算。京港澳高速公路桥

涵情况见表 4.1-6，京广铁路下桥涵情况见表 4.1-7，许信高速公路下桥涵



42

情况见表 4.1-8。

表 4.1-6 计算区域内京港澳高速桥涵情况表

序号 里程 类型 尺寸

1 k1+500 预应力砼空心板 3×16

2 k2+250 钢筋混凝土盖板通道 4×3.5

3 k2+550 钢筋混凝土盖板通道 4×3.5

4 k3+000 钢筋混凝土盖板通道 4×3.5

5 k3+900 预应力砼组合箱梁 6×25

6 k4+200 钢筋混凝土盖板通道 4×3.5

7 k4+800 钢筋混凝土盖板通道 6×4.0

8 k5+100 钢筋混凝土盖板通道 6×4.0

9 k5+550 钢筋混凝土盖板通道 4×3.5

10 k5+850 钢筋混凝土盖板通道 4×3.5

11 k6+300 钢筋混凝土盖板通道 6×4.0

12 k6+600 预应力砼空心板 3×16

13 k7+199 预应力砼空心板 5×16

14 k8+099 预应力砼空心板 1×16

15 k8+399 钢筋混凝土盖板通道 4×3.5

16 k8+999 预应力砼空心板 3×16

17 k9+599 钢筋混凝土盖板通道 6×4.0

表 4.1-7 计算区域内京广铁路桥涵情况表

序号 里程 类型 尺寸

1 0 预应力砼空心板 1×10

2 k1+750 预应力砼空心板 1×16

3 k2+998 预应力砼空心板 4×16

4 k3+747 预应力砼空心板 1×16

5 k4+496 钢筋混凝土盖板通道 6×4.0

6 k5+370 预应力砼空心板 4×16

7 k5+744 钢筋混凝土盖板通道 4×3.5

8 k5+994 预应力砼空心板 1×16

9 k8+367 钢筋混凝土盖板通道 6×4.0

10 k8+742 钢筋混凝土盖板通道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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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计算区域内许信高速公路桥涵情况表

序号 桩号 桥名 跨径组合 交角(°) 桥长(m) 上部结构

1 K70+837.5 G345分离式立交

10×30+28+
45+28

+3×30+4×2
5

55 598
预应力混凝土

组合箱梁,现浇

箱梁

2 K71+300.0 钢筋混凝土盖板涵 1-4×3 90

3 K71+537.0 钢筋混凝土盖板通道 1-6×4.5 135

4 K71+813.0 钢筋混凝土盖板涵 1-4×3 80

5 K72+110.0 钢筋混凝土盖板涵 1-4×3 80

6 K72+505.0 Y007分离式立交 3×16 70 53
预应力混凝土

空心板

7 K72+859.0 安桥中桥 3×16 70 53 预应力混凝土

空心板

8 K73+187.0 安桥分离式立交 3×16 70 53 预应力混凝土

空心板

9 K73+498.5 吴海中桥 3×16 105 53 预应力混凝土

空心板

10 K73+752.0 钢筋混凝土盖板涵 1-4×3 90

11 K73+950.0 钢筋混凝土盖板通道 1-6×4.5 85

12 K74+298.0 吴海分离式立交 3×16 100 53 预应力混凝土

空心板

13 K74+560.0 柳堰河大桥 4×25 80 106 预应力混凝土

组合箱梁

14 K74+770.0 钢筋混凝土盖板通道 1-6×4.5 95

15 K75+09.0 界河大桥 3×20 90 65 预应力混凝土

空心板

4.1.2.3 计算成果

根据二维水动力学模拟计算，小洪河杨庄东超标准分洪后，洪水主

要分成两股主流分别沿柳堰河和仙女河两岸洼地沿地势演进，沿途受到

高速和铁路路基阻拦并在路基迎水侧聚积，通过沿线的桥梁、涵洞穿路

基而过继续行进。淹没总面积达到 141.7km2，共涉及村庄 73个（自然村），

淹没水深达到 0.13~2.11m，淹没水深分布见附图 5；洪水流速

0.02~2.70m/s，洪水流速分布见附图 6；淹没历时为 0.69h~67.34h，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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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分布见附图 7。仙女河两岸的西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和本次拟建项

目区均有不同程度淹没。

4.1.3 分洪影响分析计算

小洪河杨庄东超标准分洪量为 0.86亿 m3，园区内水量占总分洪量的

0.8%，区内淹没面积 1.62 km2，占分洪区总淹没面积的 1.1%。小洪河杨

庄东超标准分洪洪水主流为仙女河、柳堰河及其两岸洼地，洪水经过西

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时主流向东，洪水在拟建项目区所在行洪断面内

行洪宽度约为 6.20~6.86km，拟建项目区域南北宽度约为 1.25~1.30km，

拟建项目区宽度占行洪宽度的 20.2%~19.0%，若考虑行洪断面水深分布，

根据二维水动力模拟成果，拟建项目区约占行洪断面的 15.3%~18.0%。

4.2 洪水对建设项目的影响分析计算

4.2.1 淹没影响分析计算

根据二维自由表面流数值模拟计算成果，小洪河杨庄超标准分洪时，

开发区内洪水淹没区域总面积为 13.74km2，占开发区总面积的 91.1%。

根据淹没水深分布统计，开发区 80%的淹没区域水深都在 1.0m以下，由

于京广铁路拦滞影响，洪水在京广铁路西侧积聚壅高，形成局部水深大

于 1.5m的深水区，其中最大水深为 2.11m，出现在西平县消防救援大队

附近京广铁路西侧。区内水深分布见附图 8，各水深分区淹没面积统计见

表 4.2-1，开发区内典型位置或村庄淹没水深成果见表 4.2-2。

拟建项目所在区域淹没水深为 0.10~0.65m，总体由北向南逐渐变浅，

水深最大处为京广铁路跨仙女河桥东侧仙女河右岸，拟建项目区最南部

均未被洪水淹没，项目区内洪水淹没水深分布见表 4.2-3。拟建项目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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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洪水淹没历时基本均在 35~40小时。

表 4.2-1 西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淹没水深分布表

淹没水深（m） 淹没面积（km2） 占比（%）

0.1~0.5 5.67 41

0.5~1.0 5.31 39

1.0~1.5 2.1 15

1.5~2.0 0.65 5

>2.0 0.01 0

总计 13.74

表 4.2-2 开发区典型位置超标准洪水淹没水深成果表

序号 位置 淹没水深（m）

1 中原渔具城 0.18

2 仙女河与 G107相交处 0.55

3 护城河南路/仙女河南路 0.53

4 西平县第五实验小学 0.12

5 柏国大道/京广铁路 1.23

6 西平县消防救援大队 2.11

7 韩桥村 0.74

8 徐魏庄 0.59

9 西平县垃圾处理厂 0.62

10 豫坡老基生态园 0.18

11 王庄 1.22

12 刘关庙 1.16

表 4.2-3 拟建项目区淹没水深分布表

淹没水深（m） 淹没面积（km2） 占比（%）

未被淹没 0.33 17

0.1~0.5 1.04 53

>0.5 0.58 30

总计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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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冲刷与淤积影响分析计算

4.2.2.1 冲刷计算分析

根据二维自由表面流数值模拟计算成果，小洪河杨庄东超标准分洪

时，开发区内大部分区域受洪水淹没，主要行洪通道为仙女河及其两岸

低洼地带。仙女河河道内流速较大，但河道泄洪能力较小，洪水漫出地

表行洪，造成京广铁路仙女河桥以东右岸沿线约 400m范围内流速相对较

大，流速区间为 0.60~1.43m/s，拟建项目区内流速普遍小于 0.60m/s。

根据建设项目工程地质勘察报告，结合《河南省淮河流域滞洪区建

设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老王坡滞洪区分册（审定稿）》，工程区地处淮河冲

积平原，地层为第四系全新统及上更新统冲积成因的轻粉质壤土和中粉

质壤土及重粉质壤土，参考《水力计算手册》中轻壤土的允许不冲流速，

开发区所在区域内地表允许不冲流速应大于 0.6m/s。

拟建项目除京广铁路仙女河桥以东右岸沿线约 400m范围内流速大

于 0.60m/s外，其他区域洪水流速均小于地表土质允许的不冲流速，且拟

建项目园区设计均建设有围墙且采用护砌抗冲刷，故仅对洪水流速大于

0.6m/s的仙女河右岸沿线 400m进行冲刷计算，此处洪水流向均平行于护

岸或围墙，根据《洪水影响评价编制导则》，计算方法采用《河道整治设

计规范》（GB50707-2011）中关于水流平行于防护工程产生的冲刷深度计

算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局部冲刷深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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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刷处冲刷前的水深（m）；

——平均流速（m/s），本次取模拟最大流速；

——河床面上允许不冲流速（m/s），开发区内允许不冲流

速为 0.6 m/s；

——与防护岸坡在平面上的形状有关，可取 =1/4。

根据冲刷计算成果，最大冲刷深度为 0.26m。

4.2.2.2 淤积计算分析

拟建项目位于小洪河杨庄超标准洪水行洪通道内，分洪机率较低，

拟建项目距离小洪河杨庄东分洪口最近距离为 18.3km，洪水沿程以低速

漫流为主，输沙量较小，在拟建项目区内不会产生较大淤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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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设项目对防洪的影响评价

拟建项目位于小洪河杨庄东超标准分洪区内，与仙女河相邻但不占

用河道，分洪区启用时洪水沿地势漫流行进，仙女河两岸淹成一片，拟

建项目对河道行洪、河势稳定、防洪工程、灌排设施等均无影响。

5.1 法规规划适应性分析

5.1.1 与法规适应性分析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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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该建设项目不违反相关法律条文

的规定，无法律法规禁止的事项，通过洪水影响评价分析及采用相应措

施，满足防洪规划及管理的相关要求。

5.1.2 与规划适应性分析

西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内拟建的数字化电力电气装备产业园、智

能针织产业园、凯银特种线材、永强户外休闲家具等 8个项目是按照河

南省委开发区改革工作要求进行的建设，与地区相关规划是相符的。

5.1.3 对洪水调度安排与方案、防御洪水方案的影响

本次拟建的 8个项目园区距离小洪河杨庄东超标准分洪口门较远，

对分洪口门的分洪能力、分洪过程无影响，对洪水调度安排与方案、防

御洪水方案无影响。

5.2 分洪区运用影响评价

5.2.1 对分洪区分洪的影响

拟建项目距离小洪河杨庄东超标准分洪口最短直线距离为 18.3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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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较远；分洪口处堤外地面高程约为 66.5m，而拟建项目区内高程约为

56.7~55.2m，与分洪口处地面高差较大。因此拟建项目对分洪基本无影响。

5.2.2 对分洪区行洪的影响

拟建项目区宽度占行洪宽度的 20.2%~19.0%，若考虑行洪断面水深

分布，拟建项目区约占行洪断面 15.3%~18.0%。考虑到拟建项目完成后

并未将行洪通道完全封堵，园区内围墙及建筑物会改变洪水行洪方向，

但园区内及园区间硬化路面也会加快洪水流速。综合考虑拟建项目对行

洪影响较小。

5.2.3 对分洪区滞洪的影响

园区内洪水量占总分洪量的 0.8%，区内淹没面积占分洪区总淹没面

积的 1.1%。占比较小，因此对滞洪基本无影响。

5.2.4 对分洪区退洪的影响

根据防洪预案，小洪河杨庄东超标准分洪洪水沿北柳堰河和红澍河

（仙女河）之间洼地向东行洪，过京广铁路和京珠高速公路后入吴宋湖

洼地，再沿北汝河下泄。拟建项目对分洪无影响，对行洪影响也较小，

基本不增加滞洪历时，因此对退洪基本无影响。

5.2.5 对流域总体防洪能力的影响

拟建项目对小洪河杨庄东超标准分洪区的分洪、行洪、滞洪和退洪

基本无影响或影响较小，不影响流域防洪标准，对流域总体防洪能力无

影响。

5.3 防汛抢险的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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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项目位于小洪河杨庄东超标准分洪区内，根据防洪预案，分洪

前由西平、上蔡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组织本辖区淹没范围内群众财产

转移，项目园区人员密集、人口众多，若集中安置，可能会对原有安置

方案造成较大负荷；若按隶属村庄（社区）安置，则在由园区返回隶属

地过程中易产生混乱。

5.4 建设项目对防洪的影响综合评价结论

根据上述建设项目对防洪影响的综合评价，结论如下：

1）拟建项目对分洪区或地区有关规划及实施无影响，对洪水调度安

排、防御洪水方案、洪水调度方案和相关防洪应急预案无影响；

2）拟建项目对河道行洪、河势稳定、防洪工程、灌排设施等均无影

响；

3）拟建项目对分洪区分洪、滞洪和退洪基本无影响，对行洪有影响

但影响较小；

4）拟建项目对防汛抢险中的人员安置方案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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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洪水对建设项目的影响评价

6.1 建设项目防洪标准与分洪区运用几率的适应性评价

拟建项目设计防洪标准为 50年一遇。根据小洪河防洪预案，杨庄和

老王坡滞洪区防洪标准均为 50年一遇，小洪河杨庄至桂李段河道治理标

准为 20年一遇，小洪河杨庄东超标准分洪机率为超 50年一遇；西平县

城市水系防洪标准为 20年一遇。

拟建项目设计防洪标准不低于区域相关工程的设计防洪标准，不低

于城市水系防洪标准，因此正常情况下，建设项目防洪标准与区域防洪

标准是适应的，但拟建项目还位于小洪河杨庄东超标准分洪区中，在应

对超标准洪水时需考虑必要的防洪措施。

6.2 淹没影响评价

根据模拟计算结果，拟建项目所在区域 83%的面积被洪水淹没，淹

没水深 0.10~0.65m，整体水深较浅，区内 70%区域未被淹没或淹没水深

小于 0.5m；水深变化趋势为由北向南逐渐变浅，未被淹没区域均集中在

最南部；最大淹没水深 0.65m，出现在京广铁路跨仙女河桥东侧仙女河右

岸；拟建项目淹没区域的洪水淹没历时基本均在 35~40小时。

综上洪水对拟建项目的淹没影响总体较小，但仍需注意对项目区北

部尤其是仙女河沿线园区临河侧围墙等建筑物采取措施，防止受淹失稳；

同时各园区应有保护重要对象的防洪措施；淹没历时相比蓄滞洪区较短，

但仍需考虑洪水浸泡改变土壤含水量导致的失稳影响。

6.3 冲刷与淤积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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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模拟计算结果，仙女河河道内流速较大，但河道泄洪能力较小，

洪水漫出地表行洪，造成京广铁路仙女河桥以东右岸沿线约 400m范围内

流速相对较大，流速区间为 0.60~1.43m/s，拟建项目区内流速均小于不冲

流速 0.60m/s。根据冲刷计算成果，洪水流速大于 0.6m/s的仙女河右岸沿

线 400m最大冲刷深度为 0.26m，对此区间临河建筑物有较小的冲刷影响，

需考虑应对措施。

拟建项目位于小洪河杨庄超标准洪水行洪通道内，分洪机率较低，

且距离小洪河杨庄东分洪口较远，洪水沿程以低速漫流为主，输沙量较

小，在拟建项目区内不会产生较大淤积。

6.4 洪水对建设项目影响的综合评价结论

经综合分析评价，洪水对建设项目影响的评价结论如下：

1）拟建项目设计防洪标准区域相关工程设计防洪标准，不低于城市

水系防洪标准，但拟建项目还位于小洪河杨庄东超标准分洪区中，在应

对超标准洪水时需考虑必要的防洪措施。

2）拟建项目区内淹没水深整体较浅，对拟建项目总体淹没影响较小，

但需对项目区北部尤其是仙女河沿线园区临河侧围墙等建筑物采取措

施，防止受淹失稳；同时各园区应有保护重要对象的防洪措施；且需考

虑洪水浸泡改变土壤含水量导致的失稳影响。

3）洪水对京广铁路仙女河桥以东右岸沿线约 400m范围内临河建筑

物有较小的冲刷影响，需考虑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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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减轻或消除洪水影响的措施

根据洪水影响评价计算、建设项目对防洪的影响评价及洪水对建设

项目的影响评价结果，工程修建后，建设项目与洪水会产生相互影响，

应根据影响情况，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7.1 消除或减轻建设项目对防洪影响的工程措施

建设项目对防洪的影响主要是对行洪的影响，拟建项目位于分洪区

内，占用行洪断面，对超标准洪水行洪有一定影响。

园区建设时，应考虑分洪区行洪需要，在园区间和园区内留有贯穿

的硬化道路利于行洪；园区围墙可考虑铁艺围墙且下部砖砌结构高度低

于 0.5m，便于大洪水时漫过行洪；园区内地面起伏应遵循原地势的南高

北低、西高东低，并在园区顺地势两侧分别设置进出大门，利于洪水通

过园区。

另外仙女河是洪水最主要集中下泄通道之一，对仙女河进行清淤疏

挖，增加仙女河行洪能力，可减少河道外的地表漫流洪水，既可以减轻

拟建项目对行洪的影响，也能减轻洪水对拟建项目的淹没影响。

7.2 消除或减轻洪水对建设项目影响的工程措施

拟建项目区内淹没水深整体较浅，淹没历时相对较短，洪水对拟建

项目的淹没影响总体较小，但北部临仙女河右岸区域淹没相对较深，最

大水深 0.65m，且洪水对京广铁路仙女河桥以东右岸沿线约 400m范围内

临河建筑物有较小的冲刷影响。

园区建设时，应对仙女河沿线园区临河侧围墙等建筑物的基础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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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处理并设置散水，防止受淹没或冲刷失稳；另各园区在建设时，对重

点保护建筑物可适当垫高建基面高程并在周围采取混凝土护砌防冲。

7.3 非工程措施

7.3.1 施工期的非工程措施

工程若跨汛期施工，遇小洪河杨庄东超标准洪水分洪时，会影响施

工期的安全。因此，建设单位应编制施工度汛方案，报防汛部门审批。

施工方要加强与当地河道防汛部门联系，根据河道上游来水情况做出预

报，当超标准洪水分洪时，人员可从对外道路及时撤离，保证人员安全。

7.3.2 工程运行期的非工程措施

小洪河杨庄东超标准分洪区运用由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达命令、由

驻马店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实施。开始运用前，西平、上蔡县防汛抗

旱指挥部在收到洪水撤退通知后，安排人员组织本辖区淹没范围内群众

财产转移。

由于项目园区人员密集、人口众多，各项目园区应编制超标准洪水

避洪安置方案，报防汛部门审批。设置“园区统一安置”和“员工按属地安

置”两套避洪安置方案，视紧急程度、分洪时间等因素选择合适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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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论与建议

拟建项目位于小洪河杨庄东超标准分洪区，针对建设项目涉及的分

洪区及相关河流，通过现场调查，收集相关资料，并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洪水影响评价编制导则》等有关

法律、规程规范及勘测设计文件，对拟建项目进行了洪水影响评价，得

出如下结论与建议。

8.1 结论

8.1.1 法律法规及防洪标准适应性分析结论

建设项目对分洪区或地区有关防洪和建设规划及实施没有影响，对

洪水调度安排与方案、防御洪水方案无影响，采用的设计防洪标准满足

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但拟建项目位于超标准分洪区中，在应对超标准

洪水时需考虑必要的防洪措施。

8.1.2 建设项目对防洪影响的评价结论

根据建设项目对防洪影响的综合评价，结论如下：

1）拟建项目对河道行洪、河势稳定、防洪工程、灌排设施等均无影

响；

2）拟建项目对分洪区分洪、滞洪和退洪基本无影响，对行洪有影响

但影响较小；

2）拟建项目形成人员密集、人口众多的产业园区，对防汛抢险中的

人员安置方案有影响。

8.1.3 洪水对建设项目影响的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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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综合分析评价，洪水对建设项目影响的评价结论如下：

1）拟建项目区内淹没水深整体较浅，对拟建项目总体淹没影响较小，

但需对项目区北部尤其是仙女河沿线园区临河侧围墙等建筑物采取措

施，防止受淹失稳；同时各园区应有保护重要对象的防洪措施；且需考

虑洪水浸泡改变土壤含水量导致的失稳影响。

2）洪水对京广铁路仙女河桥以东右岸沿线约 400m范围内临河建筑

物有较小的冲刷影响，需考虑应对措施。

8.1.4 减轻或消除洪水影响的工程措施

1）对仙女河进行清淤疏挖，增加仙女河行洪能力，减少河道外的地

表漫流洪水，既可以减轻拟建项目对行洪的影响，也能减轻洪水对拟建

项目的淹没影响；

2）应考虑分洪区行洪需要，在园区间和园区内留有贯穿的硬化道路

利于行洪；

3）园区围墙可考虑铁艺围墙且下部砖砌结构高度低于 0.5m，便于大

洪水时漫过行洪；

4）园区内地面起伏应遵循原地势的南高北低、西高东低，并在园区

顺地势两侧分别设置进出大门，利于洪水通过园区；

5）对仙女河沿线园区临河侧围墙等建筑物的基础做加固处理并设置

散水，防止受淹没或冲刷失稳；

6）对各园区内重点保护建筑物可适当垫高建基面高程并在周围采取

混凝土护砌防冲。

8.2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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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在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建设非

防洪建设项目，应当就洪水对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建设项目对防

洪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提出防御措施。

工程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先征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并把施工方案

提交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充分考虑水利部门的意见。

2）工程施工、物料存放及工程弃渣等，对跨河进出口周边将造成不

利影响，施工单位应加强施工管理，施工中生产、生活废水和污水不得

向河道内排放。

3）根据施工期安排，工程若跨汛期施工，遇小洪河杨庄东超标准洪

水分洪时，会影响施工期的安全。因此，建设单位应编制施工度汛方案，

报防汛部门审批。施工方要加强与当地河道防汛部门联系，根据河道上

游来水情况做出预报，当超标准洪水分洪时，人员可从对外道路及时撤

离，保证人员安全。

4）由于项目园区人员密集、人口众多，拟建项目应配合小洪河杨庄

东超标准分洪区运用的组织实施部门编制超标准洪水避洪安置方案，并

报请其审批。设置“园区统一安置”和“员工按属地安置”两套避洪安置方

案，视紧急程度、分洪时间等因素选择合适的方案。安排园区内工作人

员及时转移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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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图

附图 1：建设项目位置示意图

附图 2：区域数字高程地形图

附图 3：区域水系图

附图 4：模拟区主要交通线路及村庄分布图

附图 5：杨庄东分洪口（小洪河右岸）100年一遇洪水淹没水深图

附图 6：杨庄东分洪口（小洪河右岸）100年一遇洪水流速分布图

附图 7：杨庄东分洪口（小洪河右岸）100年一遇洪水淹没历时图

附图 8：开发区和拟建项目区超标准洪水淹没水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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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建设项目位置示意图

开发区边界

拟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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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区域数字高程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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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区域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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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模拟区主要交通线路及村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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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杨庄东分洪口（小洪河右岸）100年一遇洪水淹没水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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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杨庄东分洪口（小洪河右岸）100年一遇洪水流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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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7：杨庄东分洪口（小洪河右岸）100年一遇洪水淹没历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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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8：开发区和拟建项目区超标准洪水淹没水深图

拟建项目

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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