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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廊坊市应急调蓄工程广阳水库选址浅谈

刘晓寒
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 300221

摘 要：廊坊市南水北调中线配套工程调蓄水库，是一座平原水库，原规划选址于广阳区境内，水库建成后主要

作用为南水北调中断供水期间，由地下水和水库蓄水联合保障城市供水。本工程自2003年启动以后暂停至今未实施，
随着城市发展和供水需求增加等建设条件的改变，工程再次启动后对原库址的选择需要进一步论证，比选新的库址，

以达到工程安全、经济、效益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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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廊坊市地处京津两大城市之间，环渤海腹地，享有

“京津走廊明珠”和“连京津之廊、环渤海之坊”等美

誉。廊坊市为水资源短缺性城市，全市多年平均水资源

量8.04亿m3，人均占有量仅为170m3，属严重缺水地区，

尤其是1982年官厅水库停止向廊坊市供水后，又遭遇连
续多年干旱，致使地表水资源入境量大幅减少，只能依

靠超采地下水来维持廊坊市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导致

地下水严重超采，也使廊坊市成为河北省唯一没有地表

水供水水源的设区市，水资源短缺成为廊坊市国民经济

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

2002年12月 ,国务院批复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
划》，至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由规划阶段进入了前期设

计和实施阶段。为了解决北京市的应急供水问题，2004
年国家先期开工建设了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

程。为解决廊坊市水资源供需的尖锐矛盾，廊坊市政府

根据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的新形势，2008年及时启动了廊
坊市应急供水工程，规划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之前,
利用保定王快和石家庄岗南、黄壁庄3座大型水库应急调
水,由建成的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总干渠及
已实施的水库连接渠输水，在总干渠涿州市三岔沟口门

分水后，再通过廊涿干渠输水到广阳水库，应急期间仅

向廊坊市区供水，南水北调正式通水后作为廊坊市南水

北调中线配套工程的一部分向沿途的涿州、松林店、固

安县、固安电厂、永清县及廊坊市区供水。廊涿干渠工

程于2011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广
阳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2011年6月才通过省发改委的
批复，且后续有关土地征用、融资、初步设计等工作还

需要一个过程，工程完建时间将大大滞后于廊涿干渠，

为了保证应急供水工程尽快发挥效益，按照市政府的要

求，在廊涿干渠末段增加了一段延长线，延长线末端与

拟建的广阳水库供水处的市区供水管道连接起来，在广

阳水库建成前作为应急措施实现以直供方式向廊坊市区

应急供水。2014年底，廊涿干渠及延长线建成并通水运
行，初步解决了近期廊坊市区用水的燃眉之急。

2��工程前期工作

早在2001年，廊坊市调蓄水库就列入了河北省南水
北调配套工程初期规划。2003年5月，廊坊市水利勘察规
划设计院编制了《廊坊市南水北调工程调蓄水库选址报

告》，将水库位置初步选择在廊坊市区以西、采留线以

东龙河两岸的区域，并拟定了三个库址方案。方案一：

库区在龙河以东，北到韩各庄、艾各庄，东到自然公

园，西到大伍龙村东，南以龙河为界。方案二：库区在

采留线以东、大伍龙村以南、龙河以西、旧天堂河以北

区域。方案三：库区跨越龙河，龙河以东部分与方案一

相似，龙河以西部分北到大伍龙村，东到龙河，南以李

家场村北为界。同年8月召开的专家论证会意见中，同意
库址选定在广阳区采留线以东、大伍龙村以南、龙河以

西、旧天堂河以北区域。2007年，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
计研究院编制的《河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规划》，规划

千顷洼水库、大浪淀水库和广阳水库为大型重点调蓄工

程，广阳水库位于廊涿干渠末端，也就是“选址报告”中

推荐的库址位置。2008年11月，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复的配
套规划中，广阳水库是河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两纵六

横十库”供水网络体系框架中“十库”之一。

根据河北省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规划及廊坊市南水

北调办公室的安排，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于

2007年8月编制完成《河北省廊坊市应急供水工程广阳水
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分析论证，确定水库总

库容为3500万m3，选定了坝址、坝线、坝型及工程总体

布置方案。经审查后，2011年6月，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以冀发改农经[2011]1077号文对“原可研报告” （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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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进行批复，同意该报告提出的工程建设方案。

2018年11月，廊坊市南水北调办公室重新启动了广
阳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工作。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研究院于2020年5月编制完成《廊坊市南水北调中线配套
工程广阳水库调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水库设计总

库容2800万m3，调蓄库容2510万m3，最大供水流量6.1m 
3/s，年供水量1.44亿m3。

3��水库选址进一步比较的必要性

廊涿干渠工程及其延长线建成通水后，并没有从根

本上解决廊坊市区的用水问题。根据配套工程规划，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建成通水后，一般年份有引江水满足城

市生活和工业用水需求，深层地下水仅做为城市的应急

备用水源，对当地深机井封而不废。由于引江来水年内

和年际间分配水量不均，采用管道直供方式难于满足市

区用水需求，同时随着廊坊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国

家重大战略下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市区供水保证率

和供水安全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廊坊市区的调

蓄工程广阳水库的建设条件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由于广阳水库一直未曾建设，其选址已历经20余
年，随着廊坊市经济、城市的迅速发展，供水需求、库

址位置对城市建设的影响、对建成后水库的管理均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需要对原库址进一步论证，确定是否仍

是最优选择。

3.1  供水需求的变化导致库容增加，但原库址用地已
受限制

根据《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廊坊市北三县未

在南水北调供水工程范围内。即早期的广阳水库设计时

未考虑对北三县进行供水，随着北三县区域经济的快速

发展，水资源需求日益增加。2013年前后，开始了北三
县供水工程的研究工作；2014年6月，廊坊市政府正式向
省政府呈报了将北三县纳入南水北调受水区的请示。经

分析研究，提出了近期从已建成的廊涿干渠末端建设引

水工程向“北三县”供水的工程方案，供水水量由南水

北调分配廊坊市水量指标中统筹解决。2021年12月，河
北水利厅呈报了《河北省水利厅关于呈报加快推进廊坊

市“北三县”供水工程建设意见的请示》。2022年初，
河北省政府批示同意加快推进南水北调廊坊市“北三

县”供水工程建设。

增加北三县作为广阳水库的供水目标后，正常供水

期间，广阳水库可以对北三县的供水过程起到一定的调

节作用。如果在南水北调中断供水时，广阳水库同时向

北三县供水，则需要增加调蓄库容。根据预测,2035年北
三县需水量（考虑再生水可供量后）约1.32亿m3，北三县

地下水供水能力按现状城镇取水许可水量折算为29.6万t/
d,则广阳水库需新增库容700万m3，广阳水库总库容需达

到3500万m3。

由于库容的增加，受原库址用地限制，如果强行扩

大征地，会造成经济的巨大损失，也会带来社会稳定问

题，只能进行围坝的填高或库区深挖，为保证工程安

全，投资势必进一步增加。因此新的库址选择，增加用

地面积也成为广阳水库建设的考虑因素之一。由于原址

周围城市发展迅速，不具备新增占地的条件，因此选择

新的库址成为本工程充分论证成立的要求。

3.2  原规划库址已经成为城市中心，原规划库址管理
成本提高

原规划库址在2001年至2003年时为城市郊区，作为
规划用地已经保留，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原库址已经

成为广阳区较为中心的位置。广阳水库作为调蓄水库，

其水源主要用于城市供水，为保证水源安全，根据要

求，其管理模式为封闭管理，禁止非工作人员入内。占

地约5100亩的工程用地需要全面围挡起来，在城市中心
地区，尤其是人员流动密集区域，对其大规模的封闭管

理，其运行管理成本大幅提升。

4��库址选择原则

广阳水库作为廊坊市城市供水的调蓄工程，在满足

安全、经济、环保、节能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调蓄水库

的功能，水库的库址选择遵循以下原则：

（1）库址尽可能靠近水厂和供水区域，以减少工程
供水的运行管理费用；

（2）库址地形开阔、附近村庄稀疏且无较大的污染源
（3）库区地势相对低洼，适于围坝建库；
（4）库址宜无大的和活动性的断裂构造带，以及其

它不良地质地段，以满足建库蓄水要求；

（5）工程遇突发事故或正常检修，库址附近有接纳
从水库泄水涵洞泄出流量的排水河道。

5��新库址选择

为加快调蓄水库工程建设，根据库址选择原则，在

前期可研工作的基础上，于2023年5月对调蓄水库库址
进一步开展选址工作，根据水库特性及规模，结合现场

查勘，初步选取了廊坊三河市的蒋福山和大栲栳山两个

库址。三河市属山前平原地区，地势总体北高南低，自

北向南倾斜。地貌以平原为主，主要由潮白河、蓟运

河冲。洪积扇构成，平均海拔高程5.9～31.9m（黄海标
高），地面自然纵坡1/1500左右，低山丘陵主要分布在东
北部的蒋福山地区。地震烈度Ⅶ度。

5.1  蒋福山库址



水利电力技术与应用·2025� 第7卷�第20期

231

5.1.1  基本内容
拟选库址区以低山丘陵为主，距离拟选库址较近的

为泃河。

库区分布的可溶岩地层主要为碳酸盐岩的白云岩，

不排除存在较小规模的溶洞及岩溶管道。库区坝基土体

上部的黄土状土渗透性属中等透水，应进行相应防渗处

理。下部的白云岩节理裂隙较为发育，应进行相应的防

渗处理。库址的左右坝肩岩土体存在绕坝渗漏问题，渗

漏通道为黄土状土、强风化岩体及上部弱风化岩体。应

进行相应的防渗处理。

拟建库址区广泛分布上更新统马兰组（Q3m）沉积

及冲积物黄土状土和蓟县系雾迷山组白云岩，水库蓄水

后，在库水浸润及波浪冲蚀作用下，易产生塌岸。

拟建库址区两岸在山区降水过程中，在雨水冲刷作用

下，极易顺水流搬运而下，形成泥沙入库。周边山地植被

覆盖较少，基岩节理裂隙发育，抗风化能力差，可能形成

固体径流来源或泥沙入库，在库区形成大量淤积。

库区涉及前蒋福山和后蒋福山。因大部分耕地被占

用，村民失去生产资料，同时考虑两村的安全，按两村

搬迁考虑。

5.1.2  面临的困难
（1）蒋福山坝址紧邻北京，根据地形，若水库出现

溃坝，洪水会沿地势向北京泄水。

（2）由于库址移民占迁需要搬迁两个村庄，村民生
产条件也发生变化，其安置困难较大。库区所占耕地均

为基本农田。

（3）水库由于距离供水目标太远，每次充库和供水
时间较长，不能实现短时间的水质交换，将会导致水库

水质的富营养化，无法满足供水质量标准。

（4）由于管道较长和新增加压泵站，运行维护费用
增高。同时出现管道事故的几率大大增加。

（5）水库由于在山脚下，下雨或山上耕地灌水时，
田中农药等污染物会进入库区，造成污染。

5.2  大栲栳山库址
5.2.1  基本内容
大栲栳山坝址距蒋福山坝址直线距离不超过3km。因

此，地质条件相同部分不再赘述，仅本库区的坝基土体

上部的粉土和砂土渗透性属中等透水，应进行相应防渗

处理。下部的白云岩节理裂隙较为发育，应进行相应的

防渗处理。

5.2.2  面临的困难

（1）大栲栳山坝址需要蒋谭公路改线。
（2）由于库址距离最近的泄水渠道—泃河较远，大

坝坝高达60m，面临紧急泄水时，下游村庄安全问题。
（3）水库由于距离供水目标太远，每次充库和供水

时间较长，不能实现短时间的水质交换，将会导致水库

水质的富营养化，无法满足供水质量标准。

（4）由于管道较长和新增加压泵站，运行维护费用
增高。同时出现管道事故的几率大大增加。

（5）水库由于在山脚下，下雨或山上耕地灌水时，
田中农药等污染物会进入库区，造成污染。

结语

广阳水库作为廊坊市南水北调中线配套工程的调蓄工

程，调节南水北调来水过程，为城市供水系统的平稳运行

提供安全保障，为干渠工程检修和事故抢修期间提供储备

用水，提高了城市供水保证率和城市供水安全，将对廊坊

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库区的选择作为广阳水库的首要建设条件，起着关

键作用，历经20余年的发展，对库址也有了更进一步的
要求，在廊坊市水利局和设计人员的共同努力，进一

步论证地质条件、工程建筑设计、水文、移民占迁等方

面，得出原库址不再改变的结论，虽然库容增大，建设

费用增大，管理成本也大幅提高，新的库址选择均存在

很大的困难和弊端，本着工程安全、供水安全等角度，

原库址仍然为最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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