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重庆市武隆区中心庙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初步设计报告专家评审意见 

 

中心庙水库位于武隆区仙女山街道龙宝塘村，坝址坐落在乌

江北岸二级支流阳水河上，控制集雨面积 37.8km
2；该水库是一座

以农业灌溉为主，兼有供水、发电及防洪等综合效益的Ⅲ等中型

水利工程。2019 年 5 月，该水库大坝安全鉴定为三类坝，经市水

利局审批，并报水利部大坝安全管理中心核查确认（坝函〔2021〕

2384 号）。2021 年 11 月，市发展改革委以《关于武隆区中心庙

水库除险加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渝发改农经〔2021〕

1438 号）批复了可行性研究报告。 

2021 年 11 月 20 日，武隆区水利局向重庆市水利局报送了该

项目初步设计相关资料。2021 年 11 月 30 日，市水利局组织召开

《重庆市武隆区中心庙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以下

简称《初设报告》）专家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武隆区水利局、

武隆区渝翔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法人）、海南省

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设计单位）等单位的代表以

及特邀专家（专家组名单附后），会议成立了专家组，审阅了《初

设报告》，并进行了充分讨论，质量评定结论为基本合格，并提

出了修改补充意见。会后，设计单位进行了修改和补充，2021 年

12 月 14 日，项目法人提交了修改后的《初设报告》，经专家组



复核后，认为修改完善后的《初设报告》基本满足现行编制规程

深度要求，并形成专家评审意见如下： 

一、水文 

（一）基本资料 

基本同意参证站选择。 

工程流域无实测水文资料，邻近的大溪河流域设有鸣玉水文

站，通过插补延长后得到 1958～2018 年系列资料，作为中心庙水

库水文计算的参证站。 

（二）径流 

基本同意径流计算方法与成果。 

本阶段仍采用插补延长后鸣玉水文站 1958～2018 年径流资

料进行频率计算，多年平均流量为 17.3m
3
/s。中心庙水库坝址径

流采用水文比拟法并考虑降雨修正后移用鸣玉水文站成果，坝址

处多年平均流量为 0.897m
3
/s，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2833.7 万 m

3。

与可研阶段成果一致。 

（三）洪水 

1．坝址设计洪水 

基本同意坝址洪水计算方法及成果。 

经采用武隆气象站 1957~2018年实测暴雨资料按照推理公式

法推算的成果与已批复的成果对比分析，推荐采用“2019 年大坝

安全评价”设计洪水成果。考虑借水工程引水流量后，坝址 50 年

一遇设计洪峰流量 372m
3
/s，500 年一遇设计洪峰流量 591m

3
/s。 



2．下游河道设计洪水 

基本同意下游河道设计洪水计算方法及成果。 

1#桥梁断面设计洪水直接采用中心庙水库调洪演算下泄流

量成果，10 年一遇设计洪峰流量 226m
3
/s；2#桥梁断面设计洪水

采用“区间同频率+水库相应”组合方式计算成果，10 年一遇设

计洪峰流量 288m
3
/s。 

3．分期设计洪水 

基本同意分期设计洪水计算方法及成果。 

全年划分为 12 月～次年 3 月、11 月～次年 3 月、11 月～次

年 4 月、10 月～次年 4 月、10 月～次年 3 月五个分期，主汛期洪

水采用年最大洪水成果，其余各分期设计洪水采用鸣玉水文站洪

水资料按不跨期选样经验频率分析推求，并以水文比拟法移用至

坝址断面和下游河道处。 

本阶段设计洪水计算成果与可研阶段成果一致。 

（四）泥沙 

基本同意泥沙计算成果。 

（五）水位与流量关系 

基本同意水位流量关系成果。 

（六）水情自动测报系统站网规划 

基本同意水文自动测报系统设计。 

系统包括水情自动测报系统工程 1 套，水位标尺 2 根，自记

雨量计 1 台，简易气象观测站 1 个。 



二、工程地质 

（一）区域构造稳定性及地震 

基本同意区域构造稳定性及地震复核评价。 

工程所处地质构造简单，区域构造稳定性较好。地震基本烈

度为Ⅵ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05g，属弱震环境。 

（二）库区工程地质 

基本同意库区工程地质条件及复核评价。 

通过地面地质调查，未发现水库库区存在渗漏，库岸稳定性

较好，无浸没问题，淤积问题不突出，未出现水库蓄水诱发地震。 

（三）坝址区及下游河道工程地质 

基本同意坝枢建筑物工程地质条件及坝基岩体物理力学参

数建议值复核评价，坝枢主要病险地质问题处理建议基本适当。

下游河道及岸坡工程地质条件基本查明，处理措施建议基本适宜。 

（四）天然建筑材料 

基本同意天然建筑材料地质评价结论。 

1．块石料、碎石料和混凝土骨料 

本工程所需块石料和混凝土碎石骨料在仙女山街道附近购

买，储量、质量满足大坝及河道除险加固等所需的块石料、碎石

料和混凝土粗细骨料需要，料场与本工程有水泥公路相连，交通

运输便利，综合运距约 11~12km。 

2．回填土石料 



堤后回填土石料利用河道基础开挖料、疏浚料，数量和质量

能满足设计要求，综合运距 1.0km。 

三、工程任务与规模 

（一）大坝安全鉴定结论 

根据重庆市水利局《关于印发武隆区山虎关水库、中心庙水

库大坝安全鉴定报告书的通知》（渝水办〔2019〕10 号），大坝

安全鉴定结论为： 

1.工程质量评价为基本合格。 

2.运行管理评价为较规范。 

3.防洪安全评价为 C 级。 

4.结构安全评价为 B 级。 

5.大坝渗流性态评价为 C 级。 

6.抗震安全评价为 A 级。 

7.金属结构安全评价为 C 级。 

综合评价中心庙水库大坝为三类坝，并报水利部大坝安全管

理中心核查确认（坝函〔2021〕2384 号）。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大坝现状防洪能力不满足规范要求，坝基及两坝肩接触带

渗漏严重，溢流坝段在校核洪水工况下迎水面出现拉应力，坝内

廊道常年积水。 

2.下游河道右岸存在堆积体，泄洪冲刷滑塌堵塞河道，影响

行洪安全。 



3.泄洪闸门最大拉应力超过允许值；取水塔闸门锈蚀严重；

放空管明管段锈蚀严重，厚度和强度不满足规范要求。 

4.放空管闸阀室墙壁损坏，室内排水不畅；取水启闭机需人

工插销，不便管理。 

5.左坝肩边坡和右坝肩下游陡崖边坡风化掉块，右岸近大坝

上游岸坡局部崩塌。 

6.大坝安全监测和水情自动测报系统不完善；水库下游防汛

公路部分路段防洪标准不达标。 

（三）水库特征水位复核 

1.正常蓄水位、死水位 

除险加固工程未改变原水库规模，同意水库正常蓄水位、死

水位与原初设批复保持一致，即正常蓄水位 1124.67m（黄海高程，

下同），死水位 1088.25m，死库容 75 万 m
3，调节库容 1075 万

m
3。 

2.设计、校核洪水位 

基本同意设计、校核洪水位复核成果。复核后的调洪计算成

果与历次已批复成果进行对比分析，推荐采用 2019 年大坝安全评

价调洪计算成果。50 年一遇设计洪水位 1125.44m，相应库容

1188.88 万 m
3；500 年一遇校核洪水位 1126.61m，总库容 1273.75

万 m
3。与可研阶段成果一致。 

（四）水库复蓄计划 

基本同意拟定的水库复蓄计划。 



（五）下游河道防洪护岸工程水面线 

基本同意护岸工程水面线计算成果。工程措施实施前河段 10

年一遇水位为 1061.48～1068.41m，工程措施实施后河段 10 年一

遇水位为 1061.48～1067.30m，水位降低 0～1.13m。与可研阶段

成果一致。 

（六） 工程整治方案及主要建设内容 

基本同意工程整治方案及主要建设内容。 

在坝顶上游侧增设防浪墙及护栏，翻修坝顶路面；疏通坝基

排水孔并对坝基进行帷幕灌浆补强防渗；清除坝肩不稳定岩体并

进行防护。拆除大坝下游河道拦河堰，并对拦河堰下游河道进行

疏浚，清除突出的岩石，对挑流冲坑影响范围的岸坡进行防护。

更换溢洪道、取水口、放空管钢闸门（闸阀）和放空钢管；完善

坝下管理公路、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和附属管理设施。 

四、工程布置及建筑物 

（一）工程等级和标准 

同意工程等别为Ⅲ等中型工程。 

同意建筑物级别。大坝、泄水建筑物、取水建筑物级别为 3

级；本次新增的大坝下游护岸工程、边坡治理建筑物级别为 4 级。 

同意大坝、泄水建筑物、取水建筑物设计洪水标准为 50 年

一遇，校核洪水标准为 500 年一遇，消能防冲建筑物洪水标准为

30 年一遇；本次新增的大坝下游护岸工程设计洪水标准为 10 年

一遇。 



同意工程区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建筑物抗震设计烈度为Ⅵ

度。 

（二）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同意新增建筑物合理使用年限为 50 年，闸门等金属结构合

理使用年限为 30 年。 

（三）建筑物设计 

基本同意建筑物设计。 

1.大坝 

（1）坝顶 

拆除坝顶两侧栏杆，上游侧设 0.6m 高钢筋混凝土防浪墙

+0.6m 镂空景观栏杆，下游侧设高 1.2m 景观栏杆；坝顶路面采用

0.2m 沥青混凝土，下游侧设混凝土排水沟，上游侧设电缆沟；增

设路灯。整治后坝顶高程维持 1127.25m 不变。 

（2）坝基（肩）帷幕灌浆 

帷幕布置在原大坝灌浆廊道帷幕线上，设单排孔，孔距 2m，

防渗线路长 391m，其中左右坝肩分别向岸坡延伸 30m、25m；防

渗标准为 3Lu，灌浆孔深入相对不透水层（q≤3Lu）以下 5m，采

用三序孔实施。 

（3）坝基排水 

在灌浆帷幕下游侧疏通排水孔，孔距 2.5m，孔深为帷幕深度

的 0.4-0.6倍，且不小于 10.0m；下游副排水孔孔距 3.0m，孔深 8.0m。

更换廊道内集水井抽水设备，采用自动控制潜水泵抽排渗水。 



（4）坝肩边坡 

因左坝端边坡工程区属于湿地保护区，无法征地，工程措施

无法实施，采取警示、设置被动防护网处理；右坝肩库内边坡、

右坝肩下游岩质边坡及管理公路边坡清除风化层及不稳定岩体后

挂钢筋网锚喷混凝土支护，在坡顶设排水沟，坡面设排水孔，并

增设边坡绿化措施。 

（5）监测设施 

在灌浆廊道内钻孔埋设 20 支渗压计，在坝顶增设表面位移

观测墩 16 个，设 10 支测缝计，廊道内设量水堰 4 处，两坝肩下

游侧岸坡设 4 个绕坝渗漏观测孔，内置测压管。在泄洪闸墩旁、

大坝下游尾水渠设人工水位标尺，增设一套气温和降水量观测装

置。相应增设数据自动采集系统、供电和防雷系统。 

2.泄洪和取水（放空）建筑物 

泄洪控制闸室、取水控制室、放空闸阀室砂浆墙面清除后，

采用钢丝网+M10 砂浆防护并涂刷外墙漆，增设琉璃瓦屋盖。 

3.大坝下游河道 

左岸地形较陡的岩质边坡段采用混凝土面板+锚筋支护；右

岸地形较开阔段采用衡重式挡墙+混凝土框格植草护岸，拓宽右岸

尾段基岩卡口。 

（1）护岸工程 

新建护岸长 227.29m，其中：左岸 105.35m，右岸 121.94m。 



L0+000~0+105.35 段为岩质边坡，清除强风化岩石并整理后

采用 C20 混凝土齿墙及面板+锚筋防护，混凝土面板厚 0.2m，锚

筋间距 1.0m，长 1.0m。该段坡顶设人行步道，连接左岸排水廊道

出口，步道路面宽 1.2m，两侧分别设混凝土排水沟和栏杆。齿墙

置于冲刷线以下，并采用块石压脚至设计河床高程。 

R0+000~0+101.04 段采用 C15 埋石混凝土衡重式挡墙，墙高

5~7m，顶宽 0.8m，埋石率 20%（块石饱和抗压强度不低于 30MPa），

墙前采用大块石护脚，挡墙基础置于基岩上。墙顶以上至公路段

斜坡坡比不陡于 1:1.5，采用混凝土框格植草护坡。墙背及墙顶以

上回填料采用开挖土石料，含石率大于 30%，干容重不小于

19.5kN/m
3。墙前采用块石压脚至设计河床高程。挡墙设沉降缝，

墙身设排水孔，墙顶临水侧设栏杆。 

R0+101.04~0+121.94 清除突出的岩石。 

下阶段应重视临时开挖边坡稳定性，复核衡重式挡墙顶部以

上护坡稳定性，复核挡墙稳定性和抗冲刷性，确保基础安全。 

（2）河道疏浚 

河道疏浚范围起于大坝挑流鼻坎处，止于现状 1#桥下游约

200m 汇合口处，河床疏浚总长约 700m，河道疏浚深度 0.2~1.1m。 

下阶段完善大坝下游拦河堰拆除设计。 

4.交通工程 

改建坝后管理公路长 220.0m，最大纵坡 12%，增设公路内侧

0.3m×0.3m 排水沟，路面宽 3.5m，采用沥青混凝土。 



5.附属设施 

在坝顶一侧增设路灯，水库右坝肩及管理房大门进口增设景

观石；采用混凝土整治大坝下游侧至坝脚的人行通道，路宽 1.8m，

设排水沟和栏杆；库内右岸至防汛船停靠处增设混凝土梯步。翻

新下游坝脚闸阀房内外墙面，新增琉璃瓦屋顶。 

五、机电、金属结构及消防 

（一）电气 

基本同意电气设备材料配置方案。 

（二）金属结构 

基本同意取水闸门及启闭设备按原尺寸更换方案，将启闭设

备与闸门吊杆之间连接改为钩杆。 

基本同意泄洪平板闸门按原尺寸更换方案。 

基本同意放空管闸阀及 DN1000 管道更换设计方案。 

基本同意金属结构防腐蚀设计方案。 

（三）消防 

基本同意消防设计方案。 

六、施工组织设计 

（一）施工条件 

基本同意施工条件描述。施工期保障原供水区的临时供水方

案已由武隆区水利局审批，施工期间城区供水应急预案应报区政

府审批。 

（二）料场的选择与开采 



回填料利用开挖料，块石料、混凝土粗、细骨料均从仙女山

街道附近外购，运距 12km。 

（三）施工导流 

1.导流标准 

基本同意枢纽工程导流建筑物围堰级别为 5 级，导流标准选

用 5 年一遇，坝体施工临时度汛标准选用 10 年一遇。坝枢工程导

流时段为 12 月~次年 3 月，相应导流流量为 0.27m
3
/s。 

2.导流方案 

基本同意大坝枢纽选用降低水库库容结合水泵抽排导流方

案。 

汛前完工，无需度汛。 

3.导流建筑物设计 

基本同意导流建筑物设计。 

（四）主体工程施工 

基本同意主体工程施工程序、施工方法、配置的主要施工机

械设备。 

（五）施工交通运输 

基本同意施工交通运输设计。 

利用现有交通线路作为工程对外交通线路。场内交通坝枢工

程需整治人行便道 200m，新建施工便道 500m。 

（六）施工工厂设施 

基本同意施工工厂规模和机械选型。 



基本同意风、水、电、通信及照明规划。 

（七）施工总布置 

基本同意施工总布置的规划原则及分区规划。 

基本同意土石方平衡及弃渣规划。 

基本同意施工临时占地 7.5 亩，全部位于永久征地范围内，

无新增临时占地。 

基本同意施工总布置。 

（八）施工总进度 

基本同意工程总工期 18 个月。鉴于本工程总工期受大河沟水

库防渗整治工程进度制约，建议项目法人加强协调，确保本项目

如期实施。 

七、环境保护设计 

基本同意环境保护设计依据及标准 

基本同意环境质量现状、环境敏感点调查结论。 

基本同意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基本同意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建议进一步落实建设期的饮用

水源替代措施。 

基本同意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测。 

八、水土保持设计 

基本同意主体工程水土保持评价。 

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分区及水土保持防治措施

体系。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施工组织及水土保持监测方案。 

九、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 

基本同意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设计。 

十、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机构为武隆区渝翔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中心庙水

库管理站。 

十一、设计概算 

（一）设计概算编制采用重庆市水利局渝水基〔2011〕97 号

文颁发的《重庆市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2011 年

版）和配套定额、文件符合现行重庆市水利行业概算编制规定。 

（二）基本同意人工工资、主要材料价格、机械台时费等基

础价格。 

（三）建安工程费用 

基本同意其它建安工程单价分析和费用计算。 

（四）独立费用 

基本同意独立费用计算。 

（五）经调整，按 2021 年 12 月价格水平审定工程静态总投

资 2605 万元，较可研批复投资 2612 万元减少 7 万元。 

 

专家组组长： 

2021 年 12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