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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庆市石柱县堡合水库工程初步设计报告 

专家评审意见 
 

堡合水库工程位于石柱县洗新乡保合村，坝址所在河流为普

子河左岸支流过河溪，距洗新乡 12km，距石柱县城 75km，控制

集雨面积 11.49km²。本工程开发任务以农业灌溉为主，兼顾村镇

供水等综合利用，为Ⅳ等小（1）型水利工程，水库正常蓄水位

1147m，总库容 147万m³。工程建成后可解决黄鹤镇、马武镇 11696

人场镇生活、生产用水，3677 人农村居民及牲畜用水，10026 亩

灌溉需水。  

工程由枢纽工程和供水工程组成。枢纽工程大坝采用埋石混

凝土重力坝，最大坝高 43m，坝轴线长 117m；泄水建筑物布置在

大坝中部，采用表孔无闸控制溢洪，溢流净宽 18m；在右岸非溢

流坝段设取水塔取水。供水工程包括 1 条干管和 7 条支管，总长

30.54km，其中干管长 15.72km，支管长 14.82km。 

受项目业主石柱县水务工程管理站委托，设计单位广东珠荣

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重庆市石柱县堡合水库工程初步设计

报告》（以下简称《初设报告》），2018 年 4 月 23 日项目业主经石

柱县水务局向重庆市水利局报送了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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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水利局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在重庆水利大厦 17 楼会议

室组织召开了《初设报告》专家评审会，市水利局总工办、规计

处、建管处、石柱县水务局、项目业主和设计单位的代表参加了

会议。会议成立了专家组（名单附后）。专家会前认真、详细地审

阅了报告，并于 2018 年 5 月 3-4 日踏勘了现场，会上进行了充分

讨论，设计质量评分为 68.1 分，为基本合格。会后，设计单位进

行了修改和补充，至 2018 年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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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必要性 

堡合水库工程已纳入《重庆市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石

柱土家族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6-2020）》。水库工程建成后至规划水平年 2030 年，可解决

黄鹤镇、马武镇 11696 人场镇生活、生产用水，3677 人农村居民

及牲畜用水， 10026 亩灌溉需水。本工程对促进石柱县南部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水利基础保障作用，建设堡合水库是必

要的。 

二、水文 

（一）基本资料 

堡合水库位于普子河左岸一级支流过河溪上游洗新乡保合村

凉水井处，水库坝址集雨面积 11.49km²。邻近郁江干流有保家楼

水文站，控制流域面积 4282km²，有 1959 年至今的水文资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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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气象站和马武、鱼龙、白石关雨量站有长系列的雨量观测资料，

本工程将以上测站作为水文计算的参证站可行。 

（二）径流 

经保家楼水文站 1959～2011 年径流资料频率分析计算，多年

平均流量 120.7m³/s。将保家楼水文站径流分析成果经降雨及面积

修正后，移用至工程流域，水库坝址处多年平均流量 0.325m³/s，

多年平均径流量 1024.7 万 m³。 

径流计算方法可行，成果可用于本阶段。 

 （三）洪水 

1.设计洪水 

利用石柱气象站 1957～2015 年 1/6h、1h、6h 和 24h 暴雨资

料和《四川省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手册》（以下简称《手册》）

短历时暴雨参数，以《手册》推理公式法和瞬时单位线法计算设

计洪水，经分析，坝址设计洪水推荐采用石柱气象站设计暴雨由

推理公式法计算的成果，设计洪水过程线采用《手册》东部地区

概化单峰模型以峰量控制放大推求。水库坝址 30 年一遇设计洪峰

流量 123m³/s，洪水总量 170.8 万 m³；200 年一遇校核洪峰流量

184m³/s，洪水总量 240.4 万 m³。 

2.分期洪水 

根据保家楼水文站历年逐月最大流量散布图及施工设计要

求，分期时段划分为 10 月、12 月、10～11 月、10～次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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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次年 4 月、11～次年 3 月、11～次年 4 月、12～次年 3 月、1

月、2 月等时段，汛期 5～9 月洪水采用设计洪水成果，其余时段

分期洪水根据保家楼水文站分期设计洪水成果，采用水文比拟法

移用至水库坝址处。 

设计洪水及分期设计洪水计算方法可行，成果可用于本阶段。 

（四）泥沙 

工程流域内无实测泥沙资料，根据《四川省水文手册》多年

平均悬移质输沙模数 400t/km²，推移质输沙量占悬移质输沙量的

15%。推荐坝址年均总输沙量为 0.5946 万 t。 

泥沙成果基本可用于本阶段。 

 （五）水位与流量关系 

坝址水位与流量关系采用水力学公式推算的成果基本可用于

本阶段。 

 （六）水文站网规划 

本工程设中心站 1 个，坝上设 1 个遥测水位雨量站和库尾设

1 个遥测雨量站的水文站网规划基本可行。 

三、工程地质 

（一）区域构造 

基本同意区域构造稳定性评价。 

工程区大地构造区划位于扬子准地台上扬子台坳渝东南褶皱

束七曜山凹褶束。工程区属弱震环境，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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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B18306—2015），50 年超越概率 10%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为 0.05g，相应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 

（二）水库工程地质条件 

基本同意水库工程地质条件评价。 

库区属构造剥蚀—侵蚀低中山地貌；主要出露志留系罗惹坪

组页岩。库尾存在马武正断层，断带角砾岩与糜棱岩半胶结，透

水性较弱；节理较发育。岩体透水性弱，无大体积崩塌、滑坡、

泥石流等严重不良地质现象。 

由于水库地形封闭良好，岩体透水性弱，库水向邻谷渗漏可

能性小。库岸多为基岩出露，无大体积崩塌、滑坡、泥石流，仅

局部存在小体积崩塌，水库库岸基本稳定。库区无矿产与人文古

迹；库岸岩土体透水性弱，不存在浸没问题。水库淤积问题亦不

突出。水库不具备产生常见类型水库诱发地震的必要地质条件，

水库诱发地震的可能性很小。 

水库成库地质条件良好。 

（三）坝址选择 

基本同意选择上坝址。 

上坝址属于构造剥蚀—侵蚀低中山地貌，河谷较狭窄。覆盖

层厚 0.5～8.0m，基岩为志留系罗惹坪组砂质页岩，局部裸露。坝

轴线下游 110m 处发育两条地方性陡倾角逆断层；发育两组节理，

平均间距 1.2m ，属较发育，岩体较完整。水文地质条件较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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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为重碳酸氯化钙型水，对混凝土有重碳酸钙型中等腐蚀性；

地下水为重碳酸氯化钙镁型水，对混凝土有重碳酸钙型中等腐蚀

性，对钢结构具弱腐蚀性。不良地质现象主要为小体积崩塌。强

风化带厚 1.5～9.0m，强卸荷带水平厚 7～15m。 

（四）基本同意岩（土）体物理力学参数建议值。 

（五）受地形条件所限，坝轴线唯一性论证基本合理。 

经设计综合比较后推荐混凝土重力坝方案基本可行。 

（六）建筑物工程地质条件 

基本同意建筑物工程地质评价。 

1．大坝 

大坝河谷较狭窄。坝基岩体为砂质页岩，属较完整软岩，工

程地质分类为 CⅣ，抗压、抗滑及抗变形性能差。不良地质现象主

要为小体积崩塌。强风化带厚1.5～9.0m，强卸荷带水平厚7～15m。 

以弱风化岩体中上部为大坝持力层的建议基本合适。 

对坝基进行固结灌浆以提高岩体完整性，遇软弱结构面进行

刻槽回填混凝土处理；设置沉降缝防止不均匀沉降；采用帷幕灌

浆防止坝基裂隙性渗漏，防渗标准采用 q ≤5Lu。 

左岸边坡为层状斜向结构岩质坡，河床与右岸为岩土混合坡，

开挖后在结构面组合切割后局部存在不稳定岩块掉落，属基本稳

定边坡。开挖后应及时支护并做好截排水处理。 

清除松动岩块，掏挖、冲洗张开裂隙中充填物并混凝土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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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封闭基坑、防止岩体二次风化的建议合适。 

2．消力池 

清除冲积砂卵石和强风化基岩，以弱风化基岩为持力层。 

3．取水塔 

清除覆盖层和强风化基岩，以弱风化基岩为持力层。内侧为

高约 20m 的岩土混合坡，属基本稳定边坡，开挖后应及时支护并

做好截排水处理。 

4．上坝公路与库区还建道路 

上坝公路位于左岸。沿线地形坡度 20~55º。地表残坡积含碎

石粉质黏土厚 1～5m；基岩为砂质页岩。无严重不良地质现象。

边坡现状基本稳定。开挖后应及时对边坡进行支护。 

库区还建道路位于左岸。沿线地形坡度 30~70º。地表零星分

布的残坡积含碎石粉质黏土厚 1～3m；基岩为砂质页岩。无严重

不良地质现象。边坡现状基本稳定。对开挖后边坡应及时支护。 

（七）供水隧洞与管线 

沿线属构造剥蚀—侵蚀低中山地貌，无影响方案比选和工程

布置的严重不良地质现象，工程地质条件较简单。其中太平寺隧

洞长 1114.5m，其进出口为 40~60º岩土混合坡，挂洞条件较差，

开挖后应及时支护并做好截排水处理。洞身围岩砂质页岩，属软

岩；中前段有断层发育。地下水活动弱。围岩类别为Ⅳ、Ⅴ类，

围岩不稳定与极不稳定，开挖后应及时支护或支护紧跟并衬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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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洞埋深较大，可能遇到甲烷、硫化氢等有害气体，建议加

强检测，确保施工安全。 

（八）天然建筑材料 

天然建筑材料评价基本合理 

枢纽工程所需混凝土粗细骨料在冷水溪采石场购买。该料场

开采奥陶系灰岩，经试验无碱活性危害，质量满足要求，储量大

于 20 万 m³，有公路与坝址及供水管线相通，距坝址运距 42km，

距供水管线 25km。 

四、工程任务和规模 

（一）工程任务 

本工程开发任务以农业灌溉为主，兼顾村镇供水基本合适。 

（二）供区用水总量及供需平衡计算 

1．设计水平年和设计保证率 

现状基准年为 2015 年，设计水平年为 2030 年，供水和灌溉

设计保证率分别为 95％、75％，符合现行规范要求。 

2．场镇供水规模及需水量 

场镇供水范围为石柱县黄鹤镇和马武镇共 2 个镇区和 5 个行

政村，2030 年预测场镇人口 11696 人。按照《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50013-2006）、《村镇供水工程设计规范》（SL687-2014）的

相关规定，场镇人口生活定额为 120L/（人·d），场镇公共建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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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为居民生活用水量的 15%，管网漏损、未预见等水量按 10%计，

场镇供水年毛需水量为 96.9 万 m³。 

3．灌溉规模及需水量 

灌区范围涉及石柱县马武镇和黄鹤镇的来佛、腾龙、金鑫、

鱼龙、汪龙等 5 个村（社区），耕地主要分布于 560～860m 高程，

2030 年规划灌溉面积 10026 亩，其中：田 3960 亩，土 6066 亩，

多年平均和设计保证率P=75%田土综合净灌溉定额分别为 197.9m

³/亩、235.3m³/亩，净需水量分别为 198.4 万 m³、235.9 万 m³，扣

除原有小型水利设施提供水量 5.9 万 m³，灌溉水利用系数 0.86，

灌溉毛需水量分别为 224.8 万 m³、261.8 万 m³。 

灌溉定额及需水量基本合理。 

4．农村人畜规模及需水量 

供水范围内规划水平年农村人口 3677 人，大牲畜 14260 头，

小牲畜 20995 头。根据《村镇供水工程设计规范》（SL687-2014），

农村人口生活净定额取 90L/人.d，大牲畜取 50 L/头.d，小牲畜取 7 

L/头.d，年净需水量 43.6 万 m³，毛需水量为 45.9 万 m³。 

农村人畜需水量基本合理可用于本阶段。 

5．生态用水规模 

本次生态流量取多年平均流量的 10%和 P=95%最枯月平均流

量的外包值，相应下泄的年生态水量为 137.1 万 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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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供需水平衡计算 

经径流调节计算，水库多年平均可供水量 359.1 万 m³（生活

供水 140.8 万 m³，灌溉 218.3 万 m³），供水保证率 98.40%，灌溉

保证率 75.47%，满足设计要求。 

（三）管道设计流量 

本工程输水采用管道，由干管和 7 条支管组成，管线总长

30.54km。灌区设计灌水率 0.40m³/（s·万亩），干管设计流量为

0.593m³/s。 

管道配水流量成果可用于本阶段。 

（四）水库特征水位及规模 

1．死水位 

根据灌区控灌高程 560～860m 和泥沙淤积 50 年坝前淤沙高

程 1131.50m 及取水口布置要求，拟定水库死水位 1134.50m 基本

可行，死库容 29.90 万 m³。 

2．正常蓄水位 

经水库正常蓄水位 1146.0m、1147.0m、1148.0m 三个方案的

技术经济比较，选择正常蓄水位 1147.0m 可行，相应库容 114.90

万 m³。 

3．设计、校核洪水位 

经洪水调节计算，30 年一遇设计洪水位为 1149.10m，相应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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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138.0 万 m³；200 年一遇校核洪水位为 1149.73m，总库容 147.0

万 m³。 

 （五）水库回水计算 

根据水库泥沙淤积分布情况，计算 P=5%和 P=20%洪水时水库

干流回水长度均为 1.98km，主要支沟狮子沟回水长度均为 1.1km。 

回水计算成果可用于本阶段。 

五、工程布置及建筑物 

（一）工程等级及洪水标准 

水库总库容 147.0 万 m³，大坝为埋石混凝土重力坝，最大坝

高 43m，属Ⅳ等小（1）型工程。大坝枢纽建筑物级别为 4 级，洪

水标准采用 30 年一遇设计，200 年一遇校核；消能防冲建筑物洪

水标准采用 20 年一遇设计；供水及灌区工程建筑物级别为 4 级，

洪水标准采用 10 年一遇设计，30 年一遇校核。 

工程等级及洪水标准符合现行规范规定。 

（二）建筑物合理使用年限 

本工程合理使用年限为 50 年，其中水库大坝、泄水及取水建

筑物合理使用年限为 50 年，灌区及供水建筑物合理使用年限为

30 年。 

设计确定的合理使用年限符合《水利水电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及耐久性设计规范》（SL654-2014）的相关规定。 

（三）工程选址及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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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同意坝址、坝轴线及输水线路选择。 

（四）建筑物型式选择。 

经比较，基本同意推荐埋石混凝土重力坝坝型。 

泄水建筑物经有闸控制和无闸控制大坝表孔方案比较，推荐

采用无闸控制方案；溢流堰推荐 WES 实用堰；溢流净宽经 15m、

18m 和 21m 三个方案的综合比较，推荐 18 m 方案（3 孔）；消能

方式经挑流消能与底流消能比较，推荐底流消能。 

取水建筑经坝式与岸塔式取水方式比较，采用坝式取水型式。 

输水线路前段经无压隧洞、有压隧洞和隧洞内敷设管道三个

方案比较，推荐采用无压隧洞。输水线路后段经明渠输水和管道

输水的比较，推荐管道输水方式。 

（五）工程总布置 

工程总布置基本合理。工程由枢纽工程、供水工程和附属工

程组成。 

枢纽工程包括大坝和取（放）水建筑物。大坝为埋石混凝土

重力坝，最大坝高 43m，由非溢流坝段和溢流坝段组成，坝轴线

长 117m。溢流坝采用坝身无闸表孔自由泄洪。取水建筑物布置在

大坝右岸 5#非溢流坝段，输水管在闸阀控制房分出放空管和生态

放水管。 

供水工程包括隧洞和管道。太平寺隧洞进口接消力井末端明

渠，出口接管道；干管沿姚家垭口、生基坪后在黄鹤大桥上游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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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马武河，经小坝等在三红坝上游跨龙潭河后进入马武镇，经柿

子堡等后到达马武水厂。干管总长 15.72km（其中明渠 0.01km，

隧洞长 4.90km，管道长 10.81km）。沿途设 7 条支管，支管总长

14.82km。  

附属工程包括管理房和道路。水库管理房位于大坝右坝肩，

总建筑面积 304m2。道路包括右岸上坝公路和左岸库区复建公路，

长 1.1km。 

（六）主要建筑物设计 

1．枢纽工程 

（1）大坝 

1）结构布置 

坝顶高程 1151.00m，顶宽 8m，坝轴线长 117m。共 7 个坝段，

设 6 条沉降缝，4#坝段为溢流坝段，长 22m；1#-3#和 5#-7#分别

为左右岸非溢流坝段，长分别为 47m、48m。 

非溢流坝段坝体上游坝坡在高程 1137.00m 以上直立，以下坡

比 1:0.30；下游坝坡在高程 1146.00m 以上直立，以下坡比 1:0.85。 

溢流坝段溢流总净宽 18m，设 3 孔，单孔净宽 6m。溢流堰顶

高程 1147.00m，堰型采用 WES 实用堰。消力池长 28m、宽 16m、

底板高程 1111.0m，尾坎顶高程 1114.5m，边墙顶高程 1117.50m；

消力池后接浆砌石海漫，海漫末端设干砌石防冲槽。在溢流孔顶

部设交通桥，桥面高程 1151.00m，采用钢筋混凝土“T”型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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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结构。 

在坝内设灌浆排水廊道，两岸出口高程 1132.00m，中部 3#

坝段出口高程 1117.80m，断面为城门洞型，净空尺寸 2.5m×3.0m；

坝体采用无砂混凝土排水管排水，间距 3m，管径 150mm。廊道内

积水通过直径 100mm 的钢管抽排出坝体。 

2）坝体材料 

大坝上游迎水面为厚 1~2m 的 C25W6 常态混凝土，大坝基础

垫层为常态 C20W6 混凝土，防渗面层、灌浆排水廊道、坝顶路面

采用 C25W6 混凝土，溢流面、坝顶泄水边墩、中墩、交通桥板、

导墙、消力池底板均采用 C30 常态混凝土浇筑。坝体内部为 C15 

W2 埋石混凝土，埋石采用灰岩块石料，饱和抗压强度不低于

30MPa。 

3）基础处理 

大坝河床段建基面置于弱风化基岩中上部，两岸坝肩置于弱

风化上部。对开挖的裸露岩石应及时采用混凝土或砂浆进行封闭。 

全坝段基础进行固结灌浆处理，间距和排距 3m，深入基岩

6m。 

坝基采用单排帷幕灌浆防渗，帷幕轴线平行于坝轴线布置，

孔距 2m，左岸帷幕平行坝轴线延伸，右岸折向下游沿山脊布置；

灌浆深度深入相对隔水层（透水率≤5Lu）线以下 5m 控制，帷幕

两端接地下水位与正常蓄水位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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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基设单排排水孔，布置在灌浆排水廊道下游侧，孔距 3m，

深度为 12m。 

大坝结构设计基本合理。下阶段应根据施工补充勘察成果和

复核后的坝基物理力学参数，进一步优化完善大坝剖面、分区材

料及构造设计，重视重碳酸氯化钙镁型水对混凝土中等腐蚀性问

题的处理，优化固结灌浆布设，确保结构和渗控工程安全；优化

消力池边墙结构设计。 

（2）取水建筑物 

取水建筑物为矩形取水塔，平面尺寸 8.0m×6.0m，分四层取

水，进口中心高程分别为 1132.00m、1136.00m、1140.00m、

1144.00m，各层钢管直径均为 0.6m，进口设拦污栅、工作闸阀和

检修闸阀，每层钢管均与竖直钢管（直径 0.8m）连接，在底部接

DN600 取水管穿过坝体进入下游坝脚闸阀控制房后进入消力井。

在闸阀控制房内分出DN400放空管和DN100生态取水管后通过消

力池接原河道。取水塔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壁厚 1.0m，塔基置

于弱风化基岩。 

取水建筑物设计基本合理。下阶段应优化取水建筑物布设，

重视取水塔运行检修维护的便利，优化取水分层数，复核消力管

道设计的合理性。 

2．供水工程 

（1）隧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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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洞为无压隧洞，进出口高程分别为 1119.50m、1114.50m，

底板坡比 1/2000；采用城门洞型断面，净空尺寸 1.8m×2.4m（宽

×高）。围岩类别包括Ⅳ、Ⅴ类，Ⅳ类临时支护采用喷锚支护，Ⅴ

类围岩钢拱架支护。洞顶进行回填灌浆。 

（2）管道 

干管大部分采用钢管，管径 DN700～DN500，尾段采用

DN180PE 管，管首设计流量 0.593m³/s；支管管径 DN355～DN160，

采用 PE 管。 

管道敷设采用干管明敷和暗敷，支管采用埋设方式。穿越公

路采用开槽埋管，跨越沟河分别采用埋管、人行道架空层敷设、

管桥、桥下悬挂等方式。 

管道沿线设混凝土镇、支墩，并在适当位置设排气、排泥、

减压、检修阀等。 

供水工程设计基本可行。下阶段进一步优化完善管道布设，

特别应重视穿越管道的设计，确保安全可靠；应加强深埋隧洞有

害气体的检测，作好应急预案。 

3．附属工程 

上坝公路和库区复建公路采用等外级公路，路面宽

4.0m~4.5m，按单车道设计，设错车道，路面结构为 C25 混凝土+

碎石垫层。公路沿线设排水沟、排水管涵，部分路段临空侧新建

浆砌石挡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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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房地坪高程 1151.0m，面积 304m2，采用混凝土框架结构，

共 2 层。 

4．边坡工程 

岩质边坡采用锚喷混凝土支护，土质边坡采用混凝土框格植

草护坡，并设置排水沟。 

5．安全监测 

安全监测项目包括大坝变形监测、渗流监测、温度监测、环

境监测。 

安全监测设计基本可行。下阶段优化完善安全监测设计。 

六、机电及金属结构 

（一）电气 

枢纽工程采用双电源供电，一回 T 接库区 10kv 线路作为正常

供电，线路长 2.0km；另一回采用专用柴油发电机作为备用电源。 

供电系统设计基本可行。 

（二）金结结构 

大坝取水塔闸阀、输水建筑物管道和闸阀等金属结构设计基

本可行。 
七、施工组织设计 

（一）施工条件 

工程区位对外交通便利。施工临建场地易于布置，外来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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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均可在县城附近购买。施工条件描述基本清楚。 

（二）料场的选择与开采 

工程混凝土粗细骨料、块石料均在冷水溪料场购买，料场距

大坝运距 42km，距供水管线综合运距 25km。 

料源选择基本可行。 

（三）施工导截流 

坝枢工程导流建筑物级别为 5 级，相应导流洪水标准为枯期

5 年一遇，导流时段为 11 月～翌年 3 月，相应导流流量为 10.93m

³/s，导流方式为围堰一次拦断河床、钢管导流。导流标准和导流

方式的选择基本合适，导流时段的选择基本合适。 

坝体临时挡水度汛洪水标准为全年 10 年一遇，相应度汛流量

为 87.20m³/s。度汛方式为坝体临时断面挡水、导流涵管+预留缺

口联合泄流。度汛标准和度汛方式的选择基本合适。 

坝枢工程导流程序基本可行。 

坝枢导流建筑物设计基本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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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下



19 

 

 

阶段应进一步分析灌区隧洞洞内施工风水电布置和错车道布置。 

（五）施工交通运输 

1．工程区对外交通利用现有公路和新建上坝公路基本可行。 

2．工程枢纽区共新建道路 0.53km，采用泥结石路面；输水

及灌区工程共新建道路 4.56km，采用泥结石路面。场内交通布置

基本可行。 

下阶段应重视施工期坝址上下游通行的可靠性。 

（六）施工工厂设施 

施工工厂规模和机械选型基本可行。下阶段应复核灌区隧洞

施工用电负荷。 

   （七）施工总布置 

    1．枢纽工程共设置一个工区，引水、供水和灌溉工程各布置

一个工区。 

2．土石方平衡和弃渣处理基本可行。 

3．施工临时占地 263.59 亩，其中新增临时占地 253.63 亩。 

4．施工分区原则和施工临建设施布置基本合适，施工总布置

基本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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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施工总进度 

工程总工期为 35 个月，其中：准备工期 8 个月，主体工程施

工期 26 个月，完建期 1 个月。施工总进度安排基本可行。 

八、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 

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实物指标及投资以石柱县人民政府“专题

批复”为准。 

九、水土保持设计及环境保护设计 

（一）水土保持设计 

水土保持设计基本可行。 

下阶段应严格按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完善水

土流失防治措施设计。 

（二）环境保护设计 

环境保护设计基本可行。 

下阶段应按“专题批复”意见完善环境保护设计。  

十、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 

劳动安全与卫生工业措施设计基本可行。下阶段应结合工程设

计进一步完善相关设计。  

十一、节能设计 

节能设计基本可行。 

十二、工程管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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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管理体制基本可行。项目建设法人为石柱县水务

工程管理站，负责工程建设期管理，堡合水库工程管理处负责堡

合水库工程运行管理。 

（二）工程运行管理要求基本明确。 

（三）工程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确定基本合理。 

（四）管理设施与设备配置基本合理。办公及生产生活用房

面积304m2，监测、通讯、交通等管理设备配置基本合理。 

十三、设计概算 

（一）设计概算编制采用重庆市水利局、市发改委渝水基

[2011]97 号文发布的《重庆市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

和配套定额、文件符合现行规定。 

（二）基本同意人工工资、机械台时费等基础价格，对部分

材料价格进行了调整。 

（三）按 2018 年三季度价格水平，设计工程静态总投资 19049

万元，经审核，工程静态总投资 19302 万元，核增 253 万元（详

见附表）。主要调整内容如下： 

1.依据设计调整了土石方开挖、部分混凝土单价。  

2.供电工程按永临结合对投资进行了调整。 

3.对灌区隧洞钢筋和钢拱架工程量进行了调整。 

4.独立费用增加工程咨询费和全过程投资控制费，根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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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对相关费用进行了重新计算。 

十四、经济评价 

基本同意国民经济评价采用的方法和结论。经计算经济内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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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是一座以农业灌

溉、场镇和农村人畜饮水等综合利用的小（1）型水库工程，公益性

效益远远大于经营性效益，建设资金全部为资本金，年运行成本大

于年收益，需要政府补贴和给予经济优惠措施及有关政策，以便工

程投入运行后在财务上具备生存能力。 

 

                                      专家组组长： 

                                       2018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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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石柱县堡合水库工程初步设计概算审查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 
其中 

备注 

枢纽 渠系 

Ⅰ 工程部分      

1 第一部分建筑工程 11022 5663 5359   

 挡水工程 4898 4898    

 引水工程 200 200    

 交通工程 401 401    

 干渠工程 4809   4809  

 支渠工程 397   397  

 房屋建筑工程 71 71    

 其它工程 146 93 53  

2 第二部分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185 185 0   

 公用设备及安装工程 185 185    

3 第三部分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2018 84 1934   

 引水工程 84 84    

 干渠工程 1291   1291  

 支渠工程 643   643  

4 第四部分施工临时工程 1011 455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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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 
其中 

备注 

枢纽 渠系 

 导流工程 125 121 4  

 施工交通工程 214 17 197  

 房屋建筑工程 165 77 88  

 施工供电工程 260 118 142  

 其它临时工程 247 122 125  

5 第五部分独立费用 2498 1323 1175   

 建设管理费 645 325 320  

 生产准备费 133 62 71  

 科研勘测设计费 970 477 493  

 其它 750 459 291  

  一至五部分合计 16733 7709 9024   

  基本预备费 837 386 451   

  工程静态总投资 17570 8095 9475   

Ⅱ 移民环境部分        

一 建设补偿和移民征地 1433 1059 374 暂列 

二 水保费用 187 77 110 暂列 

三 环保费用 112 70 42 暂列 

  静态总投资 1732 1206 526  

Ⅲ 工程静态投资总计 19302 9301 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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