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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梁平区七里沟水库扩建工程 
初步设计报告 
专家评审意见 

 

七里沟水库位于梁平区蟠龙镇青垭村，拟扩建水库所在河流为

汝溪河蟠龙河支流，坝址以上集雨面积为 1.74km²（不含借水 0.51 

km²）。水库坝址距蟠龙镇 1km，距梁平区城区 10km。七里沟水库

于 1958 年 10 月动工，后几经扩建，至 1976 年 10 月建成，是一座

以灌溉为主兼供水、养殖、防洪于一体的小（2）型水利工程。 

七里沟水库本次扩建后为小（1）型水库，扩建工程主要由坝

枢工程、供水工程、借水工程、灌溉工程、库盆防渗工程组成。水

库总库容 146.95 万 m3，正常蓄水位 768.00m，校核洪水位 769.88m。

水库大坝为复合土工膜防渗石渣坝，供水人口 15550 人，灌溉面积

2400 亩。 

受重庆市梁平区水利工程管理站（以下简称“项目业主”）委

托，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设计单位）编制

完成了《梁平区七里沟水库扩建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以下简称《初

设报告》）。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咨询

单位”）对《初设报告》进行了咨询，2018 年 6 月项目业主经梁平

区水务局向重庆市水利局报送了相关资料。 

重庆市水利局于 2018 年 7 月 5 日在局 26 楼会议室组织召开了

《初步设计》专家评审会，会前专家认真、详细的审阅了报告，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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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了现场，经会上充分讨论，设计质量评分 66.4，基本合格。会后，

设计单位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至 2018 年 10 月 16 日项目业主提交

了修改后的《初设报告》，经专家组再次审核，形成专家组评审意

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工程项目区位于蟠龙镇青垭村，工程性缺水严重，仅有的蟠龙

镇水厂日处理能力为 500t，远不够满足当地供水需求。七里沟水库

扩建工程先后列入《梁平区“十二五”水利规划纲要》《2010 年西

南五省重点水源工程近期建设规划（重庆市部分）》、《梁平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总体规划纲要》。建设该工程，对改

善蟠龙镇居民生活用水条件，加快城镇建设和发展，提高农业抗旱

能力，解决灌区农村人畜饮水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建设本工程是十

分必要和迫切的。 

二、水文 

（一）基本资料 

工程无实测径流及洪水资料，距七里沟水库坝址约 53km 的余

家站水文站，集水面积 365km2，本工程选取余家站 1970 年～2016

年共 46 年资料作为工程径流分析的参证站可行。 

（二）径流 

本阶段采用邻近余家站 1970～2016实测 46年系列推算水库坝

址和借水坝处多年平均流量分别为 0.0356m3/s 和 0.01043/s，多年平

均径流量分别为 112.3 和 32.9 万 m3。推荐采用典型年洪水过程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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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法推算多年平均借水量为 23.8 万 m3，借水率为 72.3% 

径流及借水量计算方法及成果基本合适，成果可用于本阶段。 

（三）洪水 

1.设计洪水 

水库及借水坝坝址设计洪水均采用《四川省中小流域暴雨洪水

计算手册》（以下简称《手册》）中的推理公式法和瞬时单位线法推

求设计洪水，并采用水文比拟法进行合理性分析。本阶段利用梁平

气象站 1952～2015 年 6h、24h 和《手册》中 1/6h、1h 暴雨参数，

分别计算设计洪水。经分析，最终采用梁平气象站实测暴雨资料按

推理公式法计算成果叠加借水流量 2m3/s 。 

设计洪水过程采用《手册》东部地区单峰概化模型推求。水库

坝址 30 年一遇设计洪水流量 26.4m3/s，300 年一遇校核洪水流量为

39.7m3/s。借水坝 30 年一遇洪水流量为 10.4 m3/s，300 年一遇校核

洪水流量为 15.5 m3/s。 

2.分期洪水 

根据洪水变化规律和施工设计安排，将全年划分为：主汛期5～

9 月．汛前过渡期 4 月，汛后过渡期 10 月，非汛期 1 月、2 月、3

月、11 月、12 月及时段 12 月～次年 3 月、11 月～次年 3 月、10

月～次年 4 月等 11 个分期，以供施工设计选用。 

主汛期洪水采用推理公式法计算成果，其他时段采用水文比拟

法移用余家站设计成果。根据余家站洪水资料，按分期以年最大值

取样，经频率分析计算，用 P-Ⅲ型曲线适线确定统计参数，求得

余家站分期设计洪水，再用面积比推算到七里沟水库和借水坝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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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洪水和分期洪水的计算方法可行，成果基本可以用于本阶

段。 

（四）泥沙 

根据《四川省水文手册》（1979 年版）查得汝溪河流域所在地

多年平均悬移质输沙模数为 700t／km2，推移质来沙量按悬移质输

沙量的 30％估算，据此计算坝址多年平均悬移质年输沙量为 1218t，

多年平均推移质输沙量为 365.4t；借水坝址多年平均悬移质年输沙

量为 357t，多年平均推移质输沙量为 107.1t。借水坝悬移质泥沙按

借水比例计入主库，故计算得坝址多年平均悬移质年输沙量为

1476t，多年平均推移质输沙量为 365.4t。 

泥沙量计算成果可用于本阶段。 

（五）水位流量关系曲线 

七里沟水库坝址及借水坝坝址断面处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采

用水力学公式推算的方法基本合适，成果可用于本阶段。 

三、工程地质 

（一） 区域构造稳定与地震 

工程区区域构造稳定性好，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18306～2015）的划定，本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g，相

应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 

区域构造稳定与地震的评价基本合适。 

（二）水库盆防渗工程地质条件及评价 

水库库盆位于黄泥塘背斜形成的槽谷内，水库存在岩溶渗漏问

题，建议对库盆采用全防渗处理，对局部集中渗漏段进行加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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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设置排气孔；水库岸坡未见滑坡、泥石流等不良地质现象；库内

无浸没问题；水库正常蓄水位下有天然气管道，存在淹没问题，需

改道处理；水库淤积问题不突出，水库蓄水后产生水库诱发地震可

能性小。 

工程区岩溶地质条件较复杂，经勘察，库区 B、C 区存在溶蚀

空腔及小型岩溶管道，岩溶发育空腔总体较小，空腔上部水压力总

体较小,水库岩溶管道区采用钢筋混凝土面板进行防渗处理。施工

过程中建议将地表土层清除后以基岩为基础持力层，对揭示溶洞和

可能出现的岩溶塌陷、排气等问题加强处理，保证水库运行安全。

对施工过程中可能发现新的岩溶问题，应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处

理。 

库区岸坡整体稳定性好，局部存在小的松散堆积体，其厚度小、

体积一般 30～50m3，且多在淹没线以下，对水库正常运行无影响。

局部松散堆积物存在库岸再造失稳问题，建议在水库岸坡防渗铺设

混凝土面板或土工膜时结合岸坡稳定进行处理。 

水库工程地质条件评价及处理建议基本合适。但应加强施工地

质工作，并结合施工过程中揭露的实际情况调整完善处理方案。 

（三）大坝工程地质条件及评价 

设计进行了重力坝与石渣坝的比较，推荐石渣坝合适。 

两岸坡坡顶第四系土层厚度总体较小，开挖后边坡自然稳定性

较好；两岸边坡溶蚀夹泥层厚 2～3m，岩体破碎，稳定性差，建议

采取支护措施；坝址两岸由于边坡坡高较大，建议分级开挖，并设

置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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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岸坝肩由灰岩组成，地表零星堆积残坡积粘土夹碎石，

地表溶蚀夹泥厚 2～3m，建议以基岩作地基持力层；河床坝基表层

为第四系全新统湖积层（Q4
l）、第四系全新统人工堆积层（Q4

s），

厚度一般 3～5m，建议以基岩作地基持力层。 

坝区存在坝基渗漏问题，建议坝址防渗与库盆防渗体做好搭

接，防止搭接体变形破坏。 

大坝工程地质评价及处理建议基本合适。 

（四）溢洪道地质条件及评价 

溢洪道位于左坝肩。进口位于坝体上游 23m 处，建议以基岩

作溢洪道基础持力层。边坡最大坡高约 8m，建议清除地表土质，

总体稳定性较好的基岩边坡适当进行支护处理。 

溢洪道地质评价及建议基本合适。 

（五）取水兼导流放空隧洞工程地质条件及评价 

隧洞全线基岩由三叠系嘉陵江组第三段灰岩组成，岩层近水平

状，地下水不丰，多为Ⅲ、Ⅳ类围岩，岩溶发育段为Ⅴ类围岩。建

议根据围岩类别对隧洞进行衬砌处理。 

取水兼导流放空隧洞建筑地质评价及建议基本合适。对可能存

在的岩溶发育段突水及泥夹石等问题须予以重视。 

（六）借水工程地质条件及评价 

借水线路拟选渠道、管道与隧洞三个方案，经综合经济技术比

较，推荐明渠方案，其地质条件简单，无制约借水工程建设不利地

质条件。 

借水建筑物的地质评价与建议基本合适。下阶段须注意线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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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影响及斜坡稳定问题。 

（七）灌区工程地质条件及评价 

输水管线多为隧洞输水，隧洞由灰岩组成，围岩稳定性较好，

进出口由于裂隙发育，建议进行适当支护处理。 

输水管线的支护措施建议基本合适。须注意施工期间可能存在

岩溶发育段突水突泥问题。 

（八）工程区岩（土）体力学参数建议值基本合适。 

（九）天然建筑材料 

工程区所需块石和混凝土人工骨料建议在兴跃灰岩采石场购

买，料场位于库区右岸中部，为嘉陵江组灰岩，质量与储量均满足

工程用料要求，距坝址距离为 0.8km，有公路通过，交通方便。同

时优先利用满足工程要求的开挖石料。 

四、工程任务和规模 

（一）工程任务 

本工程的开发任务为村镇供水、农业灌溉等综合效益基本合

适。 

（二）设计水平均年和设计保证率 

本工程设计基准年 2017 年，设计水平年为 2027 年。人畜供水

保证率采用 95%，灌溉设计保证率为 75%。 

供水和灌溉设计保证率符合现行规范要求。 

（三）供区用水总量及供需平衡计算 

1.场镇和农村人畜需水量 

本工程场镇供水涉及蟠龙镇，根据相关规划报告成果，设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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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年供水区场镇人口为 3100 人，灌区内农村人饮 12450 人，牲畜

6700 头。 

按照《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SL310-2014）的相关规定，

场镇供水、人畜饮水定额分别采用 120L/人·d、70L/人·d，大牲

畜 35L/头·d，小牲畜 7L/头·d。经计算，场镇及农村人畜饮水年

净需水量 52.1 万 m3，场镇供水考虑管网损失 10%、未预见水量 15%

和水厂自用 5%级输水利用系数后，多年平均毛需水量 63.9 万 m3。 

场镇及农村人畜饮水定额及需水量成果可用于本阶段。 

2.灌溉规模及需水量 

本工程灌区范围涉及蟠龙镇青垭、五星和蟠龙等 3 个行政村，

现有可灌耕地面积 2400 亩，其中：水田 1111 亩，旱土 1289 亩，

主要分布在高程 720～745m 间，设计水平年规划灌溉面积为 2400

亩。规划灌区综合定额平均值为 200m3/亩，P=75%保证率下，规划

灌区综合定额为 212 m3/亩，多年平均灌溉净需水量 47.9 万 m3，毛

需水量 59.9 万 m3，扣除灌片内山坪塘等小型水利设施多年平均供

水量 19 万 m3后灌区多年平均灌溉毛缺水量 40.9 万 m3；75%保证率

灌溉净需水量 50.8 万 m3，毛需水量 63.5 万 m3，扣除现有水利设施

供水 20.4 万 m3后毛缺水量 43.1 万 m3。 

采用的灌溉定额与灌溉需水量计算成果可用于本阶段。 

3.生态用水规模 

生态需水流量按多年平均流量的 10%计算，相应下泄的生态水

量为 11.2 万 m3。 

4.供需水平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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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长系列（1970 年 4 月～2016 年 3 月）径流调节计算，水库

可供水量为 101.2 m3（场镇供水 23.1 万 m3，农村人畜供水量 38.5

万 m3，灌溉供水量 39.6 万 m3），供水保证率为 95.1%，灌溉保证率

为 76.6%，满足设计要求。 

（四）管道配水流量 

1.供水管道 

蟠龙水厂位置较高，需通过水泵提水进行供水。结合布置在隧

洞内的输水管道，在七里沟大坝下游左岸岸坡隧洞出口处布置供水

泵站，向现有蟠龙水厂供水，供水流量 0.038 m3/s，采用 DN200 钢

管，供水管道管长 126m。 

供水布置方式基本合适。 

2.灌溉管道 

灌区管道系统由自流干管和支管组成。 

自流干管沿水库大坝下游左岸敷设穿过河谷，再经蟠龙镇，过

老蒋家院子，止于白雀村，管线全长 2.7km，控灌面积 2400 亩，

渠首设计流量 0.131m3/s。管线沿途布设 16 根支管。 

管道配水流量计算基本合适，成果可用于本阶段。 

（五）特征水位及规模 

1.死水位选择 

本工程灌区控灌高程为 720～745m，水库泥沙淤积年限按 50

年计，淤沙库容为 7.67 万 m3，相应坝前淤沙高程 745.56m，结合

水工取水口布置，本次拟定 750m 为水库死水位基本可行，相应死

库容为 19.71 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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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常蓄水位选择 

根据工程开发任务和需水量要求，拟定水库正常蓄水位 767m、

768m、769m 三个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比较，选定 768m 基本可行，

相应库容为 128.35 万 m3。 

3.设计洪水位及校核洪水位 

经计算，30 年一遇设计洪水位为 769.40m，300 年一遇校核洪

水位为 769.88m，水库总库容 146.95 万 m3。 

4.回水计算 

本水库为河道型水库，5 年和 20 年一遇洪水回水长度均为

1.10km。 

五、工程布置及建筑物 

（一）工程等级和标准 

水库总库容 146.95 万 m3，最大坝高 35.00m，属Ⅳ等小（1）

型工程，其水库大坝、溢洪道、取水建筑物、库盆防渗工程等永久

性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4 级，洪水标准按 30 年一遇设计、300 年一

遇校核；消能防冲建筑物按 20 年一遇设计。灌溉建筑物级别为 5

级，其洪水标准为 10 年一遇设计、20 年一遇校核。供水建筑物级

别为 4 级，其洪水标准为 10 年一遇设计、30 年一遇校核。借水建

筑物级别为 5 级，借水工程按 10 年一遇设计、20 年一遇校核。 

工程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05g，相应地震基本烈度为 6 度。

抗震设计烈度采用 6 度。 

大坝、泄水建筑物、取水建筑物、库岸边坡级别为 4 级，其余

建筑物边坡级别为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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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沟水库工程等别为Ⅳ等，合理使用年限为 50 年。大坝、

溢洪道、取水建筑物、库盆防渗建筑物为 4 级建筑物，合理使用年

限为 50 年；灌溉建筑物、供水建筑物、借水建筑物合理使用年限

为 30 年。 

工程等级及标准、工程和建筑物合理使用年限符合现行规范规

定。 

（二）工程选址及选线 

1.坝址 

根据原坝址及上下游建设条件，推荐原坝址基本合适。 

2.坝线 

根据地形地质条件拟定原坝线与上坝线、下坝线进行比较，推

荐保留现状坝体，对坝体影响小，且施工方便的下坝线基本合适。 

3.借水坝坝址 

借水坝坝址进行了两个方案比较，推荐在七里沟水库西侧的王

家沙河中上游蒋家院子处方案基本合适。 

4.借水线路 

经明渠+隧洞、明渠+渡槽、管道三条线路方案的比较，推荐明

渠+渡槽线路方案基本合适。 

5.供水线路 

经两个方案比较，推荐在取水隧洞出口设泵站接供水管道线路

方案基本合适。 

6. 灌溉输水线路 

灌溉采用管道自流输水，干管从取水隧洞出口供水泵站分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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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沿水库大坝下游右岸岸坡，经蟠龙镇、周家院子，止于白兔

村的线路方案基本合适。 

（三）建筑物选型 

1.坝型 

经埋石混凝土重力坝、土石坝两种坝型的比较，推荐土石坝合

适。在已有土石坝上加高扩建，结合库盆防渗，推荐复合土工膜防

渗石渣坝坝型基本合理。 

2.泄水建筑物型式 

经开敞式正槽和侧堰溢洪道，推荐投资较少的开敞式正槽溢洪

道型式基本合适。 

3.取水建筑物型式 

在库前右岸布置取水塔，利用导流隧洞改建为取水隧洞，在洞

内敷设钢管引水的型式基本合适。 

4.借水工程坝型 

经混凝土重力坝和闸坝两种坝型进行综合比选，推荐重力坝坝

型基本合适。 

5.借水输水方式 

借水输水方式推荐明渠+渡槽自流输水方式基本合适。 

6.供水泵站型式 

经取水隧洞出口设置泵站和水库内设置泵船两种方案比较，推

荐运行管理方便，投资较少的隧洞出口地面泵站的型式基本合适。 

7.供水输水方式 

供水输水方式推荐取水隧洞出口设提水泵站、管道加压输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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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基本合适。 

8.灌溉输水方式 

灌溉输水方式推荐取水隧洞出口设泵站、管道有压输水方式基

本合适。 

（四）工程总布置 

扩建工程主要由坝枢工程、库盆防渗工程、借水工程、供水工

程、灌区工程组成。 

1. 坝枢工程 

坝枢工程河床布置土工膜防渗石渣坝，左岸布置岸边溢洪道，

右岸布置取水塔和取水隧洞（兼导流隧洞），灌溉及供水管首部布

置于右岸取水隧洞出口处。 

大坝为复合土工膜防渗石渣坝，坝顶高程 770.50m，防浪墙顶

高程 771.70m，坝顶长 112.40m，宽 5.00m，最大坝高 35.00m。 

溢洪道布置于大坝左坝肩，溢洪道总长 165.76m，采用宽顶堰

自由泄流，无闸控制，泄槽布置为变坡渐缩型式，采用消力池底流

消能方式。 

进水口采用取水塔取水，布置在大坝上游右岸。取水塔后接取

水隧洞，取水隧洞布置在右岸山体内，隧洞全长 242.87m。隧洞内

敷设 DN400 引水钢管。 

2.库盆防渗工程 

采用库区全库盆防渗方式，并分为 A 区（库岸）、B 区（库底、

库岸）、C 区（库岸）、D 区（库底）四个防渗区，A 区、C 区、D

区为一般防渗区，采用库岸混凝土面板和库底复合土工膜防渗；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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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为重点防渗区，库底、库岸均采用混凝土面板防渗。 

3.借水工程 

在王家河中上游蒋家院子布置借水坝（混凝土重力坝），借水

坝下游布置明渠（长 600.51m），中间布置渡槽跨越公路和低洼地

段（长 192.8m），渡槽终点再接绕山明渠（长 1415.61m），最后接

陡槽段（长 76.62m）至七里沟水库库内。 

4.供水工程 

大坝下游左岸取水隧洞出口处布置提水泵站，提水至现有蟠龙

水厂。供水管自泵站引出，在大坝下游坝面右侧岸坡往上游布设，

在大坝右岸坝顶附近与原有取水管道连接。 

5.灌溉工程 

灌溉工程采用管道输水、自流灌溉。干管自取水隧洞出口供水

泵站处取水，沿水库大坝下游右岸岸坡，穿过河谷再经蟠龙镇，过

周家院子，止于白兔村，长 2.7km；沿途设 16 根支管，总长 5650m。 

6.公路工程 

新建上坝公路采用单车道四级公路，布置于右岸，接现状乡村

公路，全长 310m。 

7.管理房 

布置在大坝下游 1km 处的蟠龙镇，建筑面积 120m2。下阶段应

在大坝附近设置值班室。 

工程总布置基本合适。 

（五）主要建筑物设计 

1. 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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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同意坝顶结构设计。坝顶高程 770.50m，坝轴线长

112.40m，坝顶宽度 5.00m，上游侧设 C25 钢筋混凝土防浪墙，防

浪墙顶高程 771.70m，下游侧设排水沟，路面采用 C30 混凝土路面。 

基本同意大坝结构布置。采用复合土工膜防渗石渣坝，下游加

高扩建，上游增设土工膜防渗体。坝顶高程 770.50m，最大坝高

35.00m。上游坝坡从上至下分别为 1:2.5，1:3，1:3，在高程 757.00m、

749.00m 处各设一级马道，上游坝坡采用 C20 混凝土预制块护坡；

下游坝坡从上至下分别为 1:2，1:2.25，1:2.25，在高程 756.00m、

742.00m 处各设一级马道，下游坝坡高程 742.00～770.50m 采用 C20

混凝土框格植草护坡，高程 742.00m 以下为排水棱体。 

基本同意坝体材料分区及设计。坝体从上游至下游依次分为上

游护坡、上垫层、复合土工膜、下垫层、过渡层、原土坝坝体和原

排水棱体、反滤层Ⅰ、反滤层Ⅱ、灰岩石渣料、反滤层Ⅲ、灰岩排

水体、下游护坡、排水棱体。高程 749m 以下原土坝坝体上游面从

上游至下游填筑有灰岩石渣料和反滤层Ⅱ、反滤层Ⅰ。 

基本同意基础处理设计，下阶段应进一步完善基础处理设计。 

基本同意大坝防渗体与库底、库岸防渗体连接设计。 

下阶段应进一步优化完善坝体结构布置与各分区材料设计，重

视新老坝体结合、基础处理和防渗体系的完整性、可靠性，确保大

坝安全。 

2.溢洪道 

基本同意溢洪道结构布置与基础处理设计。下阶段应进一步优

化，复核泄流能力，确保泄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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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水建筑物 

基本同意取水塔、工作桥、取水隧洞及洞内管道设计。下阶段

应重视永临结合处理设计，确保取水建筑物安全运行。 

4.库盆防渗设计 

基本同意库盆防渗措施设计。下阶段应根据开挖揭示情况和必

要的补充 勘察进一步分析各区防渗措施的合理性，应高度重视溶

洞、溶蚀空腔、小型岩溶管道等不良地质区域可能出现的岩溶塌陷、

排气、排水等问题的处理，以及各区防渗连接设计等，确保防渗体

系安全可靠。 

5.借水建筑物 

基本同意借水坝、借水明渠、渡槽及陡槽结构布置与设计，下

阶段应结合地形地质条件进一步优化完善借水建筑物布置与设计。 

6.供水建筑物 

基本同意供水建筑物结构布置与设计。 

7.灌溉建筑物 

基本同意灌溉建筑物设计。 

8.交通道路 

基本同意对处新建交通道路设计。 

9.安全监测 

基本同意安全监测设计。监测设施安装前应率定，水库蓄水前

应取得安全监测初始值。 

六、机电及金属结构 

（一）水力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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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的设备选型及其布置设计基本合适。 

（二）电气 

坝枢的供电方式、电气连接等设计基本合适。 

（三）金属结构 

大坝枢纽、供水工程及灌区工程等金属结构设计基本合适。 

七、消防设计 

坝区消防设计基本合适。 

八、施工组织设计 

（一）施工条件 

水库大坝上游约 0.3 公里有简易公路，工程区对外交通方便。 

施工条件描述基本清楚。 

（二）料源规划和选择 

工程区附近有已成兴跃灰岩采石场，其储量和质量均满足本工

程需要，作为本工程块石和混凝土人工骨料料源，综合运距 0.8km。 

料源选择基本合适。 

（三）施工截流 

1.枢纽工程 

临时导流建筑物等级为 5 级，相应导流洪水标准为枯期 5 年一

遇洪水。坝枢及库盆防渗工程导流时段为 11 月～次年 3 月，相应

5 年一遇导流流量为 1.64m3/s。坝枢工程导流方式为围堰一次拦断

河床，枯水期前期水泵抽水、枯水期后期排水管引水至隧洞导流。

库盆防渗工程导流方式为围堰一次拦断河床，排水管引水至隧洞导

流。度汛洪水标准采用全年 20 年一遇洪水，相应的洪峰流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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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m3/s。 

借水坝导流时段为 11 月～次年 3 月，相应 5 年一遇导流流量

为 0.72m3/s。 

施工导流标准、临时度汛标准符合规范要求，导流时段的选择

基本合适。 

2.借水工程 

借水工程临时导流建筑物等级为 5 级，相应导流洪水标准为枯

期 5 年一遇洪水。导流时段为 11 月～次年 3 月，相应 5 年一遇导

流流量为 0.72m3/s。借水工程导流方式为一次拦断河床，围堰挡水

排水管导流方式。 

导流标准及导流时段的选择基本合适。 

（四）主体工程施工 

主体工程施工程序、施工方法和施工机械选型基本可行。 

（五）施工交通运输 

1.工程区对外交通依托现有公路和新建上坝公路基本可行。 

2.坝区共新建道路长 3.65km，采用泥结石路面，路基宽 4.0m。

取水及供水工程的工程范围在坝枢工程范围内，可直接使用坝区或

库区施工道路。场内交通布置基本可行。 

（六）施工工厂设施 

施工工厂规模和机械选型基本可行。 

（七）施工总布置 

1.本工程枢纽工程、库区工程、借水工程、灌区工程各设一个

工区，共四个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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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石方平衡及弃渣处理规划基本可行。 

3.施工临时占地 110.79 亩。 

4.施工分区原则和施工临建设施布置原则可行，施工总布置原

则上可行。 

（八）施工总进度 

本工程施工总工期 28 个月，其中：准备期 9 个月，主体工程

施工期 18 个月，完建期 1 个月。 

施工总进度安排基本可行。 

九、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 

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实物指标及补偿投资等以梁平区人民政

府批复为准。 

十、环境保护设计 

原则同意环境保护设计，下阶段应根据“专题批复”进一步完善

环境保护措施设计。 

十一、水土保持 

原则同意水土保持设计，下阶段应根据“专题批复”进一步完善

水土保持措施设计。 

十二、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 

基本同意劳动安全与卫生设计。在施工、运行及管理的全过程

中，须严格按照现行有关规程、规范进行操作。 

十三、节能设计 

节能设计基本合适 

十四、工程管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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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管理机构设置基本合适。 

（二）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基本合适。 

十五、设计概算 

（一）本工程设计投资概算采用重庆市水利局渝水基〔2011〕

97 号文颁布的编制规定和配套定额、文件符合现行有关规定，

编制深度基本满足要求。 

（二）设计工程静态总投资 12311.70 万元，经审核，工程

静态总投资 11927.46 万元（移民及水环保部分按设计上报暂列），

详见附表。主要调整内容如下： 

1.根据渝水[2018]31 号文，税金由 11%调整为 10%，施工机

械时费定额基本折旧费中 1.17 系数调整为 1.16，大修理费及经

常修理费中 1.11 系数调整为 1.10； 

2.上报投资中炸药是按信息价原价计入，本次审查增加了

2500 元/t 的配送费； 

3.施工用电基本电价按渝价[2018]135 号文计入； 

4.土石平衡及弃渣运距重新复核计算：1）枢纽工程土方、

石方弃渣距离为 1km，渠系工程土方、石方弃渣距离为 1.5km。

2）大坝填筑灰岩石渣料全为间接利用，其余土石方开挖利用料

为直接利用； 

5. 管理房建筑面积按 120m2计算； 

6. 枢纽工程施工仓库面积按《坝枢及库区施工平面图》“七

里沟-施工-01”，渠系工程施工仓库含在综合加工厂内，仓库面

积 4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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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删除临时工程中的水泵台班投资计算； 

8. 新增漏项：预制 C25 砼封堵叠梁闸门 2.5m3, C20 回填砼

219.78m3；启闭设备：5T 电动葫芦 2 台；10KV 输电线路 0.7km，

400V 输电线路 1.2km，500KVA（型号 SCB10-500/10-0.4）变压

器 1 台； 

9. 取消建设单位开办费 24 万元、车辆购置费 10 万元、水

土保持方案 20 万元、环境影响评价 15 万元、移民安置规划报告

25 万元（含移民调查）等专题费，其他专题费根据合同计列； 

10. 勘测设计费按计算值结合市场价下浮 20%计列； 

十六、经济评价 

基本同意国民经济评价采用的方法和结论。经济内部收益率

大于 6%，建设本项目在经济上是合理的。 

基本同意财务评价采用的方法和结论。工程投入运行后年供水

收入大于年经营成本，可维持水库的正常运行，在财务上具有一定

的生存能力。 

 

附表：梁平区七里沟水库扩建工程初步设计投资概算审核表 

                                  

 

              专家组长： 

                                 2018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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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梁平区七里沟水库扩建工程初步设计投资概算审核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枢纽工程 渠系工程 合计 备注 

I 工程部分 8793.25  868.53  9661.78   

第一部分 建筑工程 6273.75 487.39 6761.14  

一 挡水工程/灌溉工程 822.6 31.55 854.15  

二 泄洪工程 166.06  166.06  

三 库岸整治工程/借水工程 4905.6 444.32 5349.92  

四 取水工程/供水工程 225.82 4.39 230.21  

五 交通工程 32.41  32.41  

六 房屋建筑工程 34.5  34.5  

七 其他建筑工程 86.75 7.14 93.89  

第二部分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110.9  110.9  

一 发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16.2  16.2  

二 公用设备及安装工程 94.7  94.7  

第三部分 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224.8 119.11 343.91  

一 库岸整治工程/借水工程 207.92 14.17 222.09  

二 取水工程/供水工程 16.88 14.95 31.83  

三 灌溉工程  89.99 89.99  

第四部分 施工临时工程 642.42 111.44 753.86  

一 导流工程 97.71 3.83 101.54  

二 施工交通工程 145.07 77.59 222.66  

三 施工房屋建筑工程 145.28 20.95 166.23  

四 场外供电线路工程 19.5  19.5  

五 其他施工临时工程 234.87 9.08 243.95  

第五部分 独立费用 1122.65  107.77  1230.43   

一 建设管理费 305.5 26.56 332.06  

二 生产准备费 7.88 1.04 8.92  

三 科研勘察设计费 401.95  42.42  444.38   

四 其他 407.32 37.75 445.07  

  一至五部分投资合计 8374.52  825.71  9200.24   

 基本预备费 418.73  41.29  460.01   

 静态总投资 8793.25  867.00  9660.25   

II 移民环境部分 2267.21  226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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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设补偿和移民征地 2082.21  2082.21 暂列 

二 水土保持费 120  120 暂列 

三 环境保护费 65  65 暂列 

 III 静态总投资合计 11060.46  867.00  11927.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