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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河系河道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赵志强
河北省大清河河务中心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河系内有6座大型水库（分别为安各庄、龙门、西大洋、王快、口头、横山岭），8座中型水库（分别为
燕川、红领巾、龙潭、瀑河、旺隆、马头、累子、宋各庄），4条骨干行洪河道（潴龙河、赵王新河、白沟河、新盖
房分洪道，4条主要行洪河道（沙河、唐河、新唐河、南拒马河），7个蓄滞洪区（小清河分洪区、白洋淀、东淀、文
安洼、贾口洼、兰沟洼、团泊洼），河系内枢纽工程（三座位于河北、三座位于天津）。大清河水系分为南、北两支。

关键词：大清河系；河道管理；存在问题；对策

1��大清河水系概况

大清河水系位于海河流域中部，西起太行山脉，东

至渤海湾，北界永定河，南临子牙河，流域面积4.3万多
km2，其中，山区18602km2，丘陵和平原24370km2，分

别占流域面积的43.3%和56.7%。河系跨山西、河北、北
京、天津四省市，其中，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分

别占流域面积7.5%、77%、4.9%、10.6%。
北易水、中易水在北河店汇入南拒马河。琉璃河、小

清河等在东茨村汇入北拒马河，以下称为白沟河。南拒马

河与白沟河在白沟镇汇流后以下称大清河，汇流点以下

2km处为新盖房枢纽。北支洪水经新盖房枢纽调控后，分
别由白沟引河入白洋淀和新盖房分洪道及老大清河流入

东淀。汇入白洋淀的支流为南支，汇流面积2.1万km2 [1]。

南支上游河流潴龙河、孝义河、唐河、府河、漕河、瀑

河、萍河和北支白沟引河500m3/s以内的洪水汇入白洋
淀，由枣林庄枢纽控制下泄，经赵王新河进入东淀。南

北支洪水经东淀调蓄后分别由海河和独流减河入海。

2��枣林庄枢纽概况

枣林庄枢纽位于雄安新区与任丘市交界处，是白洋

淀出口的唯一控制性工程。建成于1970年，由四组建筑
物构成，包括二十五孔泄洪闸、四孔节制闸、100吨级船
闸和赵北口溢流堰。具有调洪、蓄水、灌溉和航运等综

合效益的作用；与白洋淀千里堤共同承担着保护下游京

九铁路、津埔铁路、华北油田、大港油田、天津市及下

游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任，在河系洪水控制调度

运用中发挥中枢作用。根据《河北雄安新区防洪专项规

划》，枣林庄枢纽由20年一遇设计流量2700m3/s改扩建至
100年一遇设计流量5860m3/s，目前正由雄安新区负责开
展前期工作[2]。

3��新盖房枢纽概况

新盖房枢纽位于南拒马河与白沟河汇流点以下2km的

雄县新盖房村北，汇流面积10151km2，是大清河北支的

重要控制性工程，具有泄洪、灌溉、输砂等综合效益。

枢纽上游除安格庄水库外无其他大型控制性工程，与白

沟河左堤、南拒马河右堤共同承担保护京津、雄安新

区、津浦、京九铁路、华北油田及下游广大地区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的重任。枢纽始建于1970年，由引河闸、灌
溉闸、分洪闸及溢流堰组成。根据《河北雄安新区防洪

专项规划》，新盖房枢纽由50年一遇设计流量5000m3/s改
扩建至100年一遇设计流量5500m3/s，2020年由雄安新区
组织实施了新盖房枢纽改扩建工程，目前已完成主体工

程建设。

4��王村分洪闸概况

王村分洪闸位于文安县境内的赵王新河右堤(千里堤)
上，距白洋淀枣林庄枢纽18km，是分减赵王新河洪水，
控制向文安洼分洪的重要工程，始建于1955年，2007年
进行改建，工程等别为Ⅱ等，闸室等主体建筑物为2级建
筑物，次要建筑物为3级。王村分洪闸改扩建工程是《河
北雄安新区防洪专项规划》确定的重点建设任务之一[3]。

2021年11月，省水利厅批复《王村分洪闸改扩建工程初
步设计报告》，由50年一遇洪水标准提高到100年一遇，
相应设计分洪流量由现状的1380m3/s，提高到2360m3/s，主
要建筑物为2级，次要建筑物为3级，抗震设防烈度为Ⅶ
度。王村分洪闸改扩建工程由省大清河河务中心负责，

已于2022年5月开工建设。
5��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5.1  存在的问题
大清河系洪水调度复杂，北支上游缺少拦蓄工程，

洪水直接由新盖房枢纽控制下泄，南支洪水全部进入白

洋淀，由枣林庄枢纽调控，汛期防汛压力较大。近年

来，随着雄安新区设立建设，对河系防汛调度提出了更

高要求，我中心围绕雄安新区防汛安全，立足直属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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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工程，兼顾河系防汛，力求做好以下工作：

5.2  对策
一是精心组织，提前完善方案。汛前依据防洪经验

及技术资料，分析当年水情和防汛形势，按照中心水灾

害防御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工作规程，压实防御责

任，夯实“四预”措施；成立由骨干力量担任的骨干河

道防汛技术支撑参谋组，支撑参谋熟悉相关河道资料的

同时，在主汛前均对河道进行实地查看，尤其是险工险

段、口门等容易出险的点、段，做到心中有数，能担得

起省厅防汛参谋职责；

二是全面检查，消除安全隐患[1]。按照“消隐患、提

标准、强弱项”的思路，不仅汛前组织对枢纽工程安全

运行管理、闸门及启闭设施试车运行等情况进行全面检

查，还要在主汛期前对枢纽再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查缺

补漏，及时整改安全隐患。

三是科学研判，精准控制洪水。利用水旱灾害防御

信息技术平台，为保证枢纽按省厅指令精准启闭，每次

接到省厅调令后，提前完成闸门开度计算，同时检查枢

纽上下游河道状况，机电设备运行情况等，提前做好闸

门启闭工作等各项工作，并积极与水文部门沟通，及时

掌握水文数据，确保按时按量完成省厅指令。

四是安排落实，强化培训演练。坚决落实“预报、

预警、预演、预案”四预防御措施，修订历年枢纽工程

运用和应急处置预案，并根据预案组织防汛人员在枢纽

现场实施防洪度汛演练；

五是压实责任，严格值班值守。中心全体干部职

工，汛期全员在岗，明确岗位责任，量化工作内容，确

保安全度汛。

6��直属枢纽闸涵工程运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6.1  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设备老化，由于工程建设时间长、设备老旧

等原因，导致闸门、涵洞等构件存在磨损、老化，需要

及时更换或维修[2]。其次是缺乏专业化管理，需要加强

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确保设备、人员的安全。最后

是水资源管理不够完善，人为因素造成的水资源浪费和

水土流失等问题，应采取措施降低二者在运行中的发生

率。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加强设备的维修更新、健全管

理体系、加强水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以确保工程的

长期稳定运行。

6.2  对策
一是做好直属枢纽闸涵工程维修养护。2020年至

今，我中心精心组织完成每年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项

目。3年来，累计完成投资520万元，累计安排维修养护

项目233项。在省水利厅的大力支持下，中心每年委托设
计单位参照水利部《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制定

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实施方案并上报省水利厅审批。严

格按照基建程序组织完成政府采购相关工作，确定施工

队伍。项目实施期间，按照我中心出台的《维修养护项

目管理办法》，督促所辖闸所认真填写工程管理日志、

采集施工照片，收集施工资料，每月月初上报施工进

度，每个工程项目完成后有小结、有验收[3]。

二是大力推行枢纽闸涵工程操作规范化。近年来，

中心为进一步推进水闸工程操作规范化建设，提高水闸

工程标准化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工程效益，在完善制度

建设，优化工作流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心依据《河

北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水闸技术管理规程》等相关

规定先后出台了《水闸维修养护项目管理办法》、《维

修养护技术要求》，修订了《闸所基层管理办法》。建

立、健全并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学习培训制

度、岗位责任制度、闸门调度运行制度、工程巡查、检

查制度、运行值班制度、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管理制度

及运行管理资料归档制度等制度内容。

三是加强大型水闸枢纽安全监测。中心严格按照

《水闸技术管理规程》、《基层闸所管理办法》等规定

要求开展水闸枢纽安全监测工作。我中心目前安全监测

内容包括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及扬压力监测等内容。其

中，工程位移观测按照《工程测量规范》规定要求，中

心水闸水平、垂直位移观测均符合二等观测要求[1]。观测

资料整编每年进行1次，每四年汇总分析1次。
四是开展直属枢纽闸涵工程管理考核。中心按照水利

部《水利工程管理考核办法》、《 < 河北省水利工程管理
考核办法 > 及其考核标准》，每年组织基层闸所完成工程
管理考核相关工作。中心工程管理考核工作通过各所先行

自评赋分、中心成立考核组复查的形式，针对各所组织管

理、安全管理、运行管理、经济管理四类33项内容开展
全面细致的考核，并将考核结果汇总后上报省水利厅。

五是推进工程管理标准化。今年3月，省水利厅印发
了《河北省2022年水利工作工程运行管理工作要点》，
明确指出稳步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我中心超前谋

划，以直属工程标准化管理达标为导向，进一步压实岗

位职责、完善管理制度、提高中心直管水利工程管理水

平，积极推进工程管理与数字孪生个性化融合，紧紧围

绕标准化管理要求，系统性的完善、修订工程管理各项

工作[2]。

7��新盖房枢纽改扩建工程情况

新盖房枢纽改扩建工程是指对原有的新盖房枢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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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进行改建和扩建，以满足新型水资源利用和管理的需

要。该工程位于南拒马河、白沟河、白沟引河、大清

河、新盖房分洪道五河交汇处，是大清河流域重要控制

性水利工程。既是水利防洪咽喉要道，是保障起步区、

雄县组团、昝岗组团防洪安全的重要屏障，又是衔接起

步区与昝岗、雄县组团生态景观的关键节点。

新盖房枢纽改扩建工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引河闸:引河闸由7孔组成，每孔净宽8米平板滚
轮式钢闸门，设计流量500m3/s，校核闸上水位16.13m，
引河闸改建包括新增清水混凝土楼梯、室外铝合金百叶

屋面及吊顶、清水混凝土楼梯栏杆及装饰拉索、屋顶防

腐木铺装等工程。

（2）灌溉闸：灌溉闸下游为老大清河，不承担泄洪
任务，当下游有灌溉或供水需求时开闸引水，设计流量

67m3/s。灌溉闸由两孔组成，每孔净宽8米，启闭机房新
建于桥面上部，建筑面积1405.33m2共四层，全部为地

上建筑，主要功能包括展厅、饮品店、接待室及启闭机

室，结构主体采用剪力墙结构，外围护结构为钢结构，

地基为梁式筏板基础[3]。

（3）分洪闸：分洪闸下游为分洪道，是新盖房枢纽
泄洪控制性建筑物。新建分洪闸总宽总宽84.5米，采用13
扇合页坝，每扇宽6.5米。闸底板高程9.5米。设计闸上水
位15.75米，设计闸下水位15.15米，相应流量1400m3/s，
分洪闸烟雨虹桥分为廊桥层及架空层，主要作为廊桥及

景观台使用，建筑结构形式为钢结构，主要施工内容有

防腐木铺装、蜂窝铝板吊顶、廊桥层仿古红砖铺装、防

腐木栏杆、金属格珊栏板、玻璃栏板、金属屋面、玻璃

天窗等工程。

（4）分洪堰及雄县引水闸：新建分洪堰采用平顶折
线堰，堰长520米，堰顶宽8-58.4米，堰顶高程12.40米。
设计上游水位15.75米，设计下游水位15,15米，相应流量
4100m3/s。顺水流方向分别为：上游段、堰体段、消力池
段、海漫段、防冲槽段。雄县引水闸位于溢流堰内，主

体为涵闸式结构，共3孔，空口尺寸2乘2米，最高挡水位
12.40米。雄县引水闸主要满足分洪道内引水需求，设计
引水流量13m3/s，新建闸采用1扇液压合页坝，宽7米，坝
高4米[1]。

8��枣林庄枢纽改扩建工程

枣林庄枢纽改扩建工程是指对位于雄安新区与任丘

市交界处的枣林庄枢纽工程进行优化改造和扩建，工程

按100年一遇洪水标准设计（下泄流量5860立方米每秒，
十方院水位10.01米），以保障白洋淀泄水安全。
枣林庄枢纽改扩建工程主要分为四个子工程：

（1）枢纽区南端堤防工程，赵王新河右堤0.52km、
千里堤衔接段堤防0.16km。
（2）枢纽区工程，包括泄洪闸、节制闸及上下游河

道清淤。保留原枢纽布置格局，25孔闸改建为32孔，原4
孔闸改建为6孔。
（3）溢流堰至赵王新河左堤堤防。堤防全长1.94km，

堤顶宽16m。异址重建枣林庄引水闸。
（4）溢流堰及下游两侧堤防[2]。赵北口溢流堰维持

现状布局置，堤顶高程为7.5m，顶宽约6m，水平段全
长605m，溢流堰灌溉闸原址进行改建。两侧堤防分别长
0.27km，0.22km，堤顶宽16m。
结语

在2020、2021和2022年三年防汛工作中，2021年大
清河系遭遇与“96.8”基本持平的强降雨，强降雨出现
之早、次数之多、雨量之大、秋汛之重，历史罕见，期

间，出现了枣林庄枢纽洪水下泄不畅、新盖房枢纽调控

引河闸利用新盖房分洪道分洪等情况，形势一度十分紧

张，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中心领导深入一线、靠前指

挥，全体干部职工主动担当、恪尽职守，坚决扛起水旱

灾害防御政治责任，中心防先后调度枣林庄枢纽23次，
启闭枣林庄枢纽闸门50余次，调度新盖房枢纽4次，启闭
新盖房枢纽引河闸30余次，累计派出7组20余人次赴市县
开展防汛督导检查，有力保障了雄安新区防汛安全和河

系防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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