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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评价报告主要成果简表 

项目名称 望都（宝坻科技园）220千伏输变电工程跨越潮白新河 

所在水系 北三河水系 

位置描述 桩号 5+530、5+560、14+786（河道桩号起点为津冀交界处） 

建设项目 

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立项情况 
津宝审批许可［2022］141 号对工程核准 

进行了批复 

设计项目评价防洪标准 塔基 50年一遇、弧垂 100年一遇 

总体布置 

望都—陈甫线路工程三次跨越潮白新河，均

为两档跨越，滩地上设一座塔基，线路与河

道交角分别为 90°、90°、85°，线路跨越

河道总距离为 959.21m、955.73m、923.03m，

线路工程涉河铁塔共计 9基。 

河段 

主要指标 

河道防洪标准 50年一遇 

设计水位计相应流量 3600m³/s 

设计水位 
第一、二次跨越位置 9.8m、 

第三次跨越位置 8.12m 

分析计算 

主要成果 

工况序列 理论工况 最不利工况 

阻水比 0.73%、0.73%、0.71% 2.8%、3.0%、2.5% 

壅水高度及范围 

0.0002m、2.85m 

/0.0002m、2.85m 

/0.0001m、2.94m 

0.0006m、11.27m/ 

0.0007m、12.04m/ 

0.0005m、10.58m 

冲淤情况 0.63m/0.63m/0.61m 

其他 无 

消除和减轻 

影响措施 

塔基打桩或电缆架设施工时，尽量减小对堤身的破坏影响，如有破坏，需

按堤防碾压标准及土质要求进行复堤，施工完成后恢复河道和堤防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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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满足地区供电需要，提高供电可靠性，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拟

新建望都 220kV输变电工程。拟建望都（宝坻科技园）220 千伏变电

站位于天津市宝坻区高家庄镇，地处京沈高速公路与省道 S210 交口

处的东南侧约 1.00km 处。 

本期规模主变容量 2×240MVA，电压等级 220/110/35kV；220kV

侧采用双母线双分段接线，进出线 6 回；110kV侧双母线双分段接线，

出线 10 回；35kV 侧采用单母线分段接线，出线 8 回。 

线路工程主要包含四部分，一是望都-渠阳 220kV 线路工程，二

是望都-宝坻南牵引站 220kV线路工程，三是望都-陈甫 220kV 线路工

程，四是 110kV甫岳甫海/35kV 陈史陈新四回路架空线路迁改工程。

推荐路径总长约 95.12km。 

其中望都—陈甫线路工程三次跨越潮白新河，我单位受业主委

托，根据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提供的可研报告

及图纸等有关资料，于 2023 年 2 月编制完成《望都（宝坻科技园）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跨越潮白新河防洪评价报告》,4 月 12 日～4 月

13 日海河水利委员会组织了专家评审会，12 日下午查看了现场，13

日上午召开了专家评审，根据评审意见对报告进行了补充完善，复核

了河道行洪流量、对滩地内的塔基型式进行了优化、复核了塔基的冲

刷计算壅水计算等，最终编制完成了报告的报批稿。 

本报告中除特别说明外均为坐标系统为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高程系为 85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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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建设项目背景 

1.1.1 建设项目的名称、地理位置 

建设项目的名称：望都（宝坻科技园）220kV输变电工程； 

建设项目地理位置：拟建望都（宝坻科技园）220千伏变电站位

于天津市宝坻区高家庄镇，宝坻区位于天津市北部，东及东南与河北

省玉田县、天津市宁河区相邻；南及西南与宁河区、武清区接壤；西

及西北与河北省香河县、三河市相连；北及东北与天津市蓟州区、河

北省玉田县隔河相望。线路位于宝坻区北部。 

1.1.2 建设项目的必要性和选址的合理性、前期工作  

本站附近有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是宝坻区与北京中关村携手贯彻

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重大项目，重点打造人工智能与智能

制造、新能源与新材料、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以及高端装备制造四大

产业集群，园区内用户进驻较多，负荷需求较大，本站的建设既可以

满足园区内日益增长的负荷需求，并优化宝坻北部城区附近电网结

构，提升电网安全运行水平。本站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2021 年 12 月编制完成《望都（宝坻科技园）220 千伏输变电工

程可行性研究 B 版修编报告》及图纸，2022 年 6 月国网天津市电力

公司对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批复。2022 年 9 月天津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出具了原则同意该工程穿越天津宝坻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

2023 年 1 月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了同意该工程涉及占用生

态保护红线问题。 

https://baike.so.com/doc/604255-6397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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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建设项目建设方案 

    （1）总体布局 

新建 220 千伏电站一座，最终规模主变容量 4×240 兆伏安，电

压等级 220/110/35kV；220kV 侧采用双母线双分段接线，进出线 12

回；110kV 采用双母线双分段接线，出线 20 回（中关村 3 回、岳家

庄 2 回、五里铺 1回、海滨 3回，预留科技园用户 2回，预留牛道口

3 回，备用 6 回），35kV侧采用两组单母线分段接线，出线 16回。 

本站新出 2 回线路破口渠阳～宝坻南牵引站，并新出 1 回线路至

渠阳站，新出 2 回线路至陈甫站。形成渠阳=望都站=陈甫=渠阳的双

环网，并转供宝坻南牵引站。其中本期新建至陈甫的 2回线路路径从

宝坻城区西侧绕行，远期规划的高家庄站可双破口望都至陈甫双回；

并新出 2回至玉润，新出 2回至大良庄站。 

    （2）建设规模 

依照现行的国家《防洪标准》（GB50201-2014）第七章关于 35kV

及以上的高压、超高压和特高压输变电设施做出的规定，220kV 架空

输电线路基础的防护等级为Ⅳ级，对应的防洪标准为 20 年重现期。  

（3）占用河湖空间情况 

    线路三次跨越潮白新河，潮白新河内设三座铁塔 C51、D51（近

引泃入潮）铁塔基础占地面积为 370.6 ㎡、426.5m²；C78（近津蓟铁

路）铁塔占地面积为 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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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评价依据 

1.2.1 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 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8 年修订）； 

（4）《天津市河道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 

（5）《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水政［1992］

7 号）； 

（6）《天津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办法》（1996）； 

（7）《水利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2020 年版）。 

1.2.2 技术规范及技术标准 

（1）《防洪标准》（GB50201-2014）； 

（2）《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50805-2012）； 

（3）《水利工程水利计算规范》（SL104-2015）； 

（4）《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 

（5）《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44-2006）； 

（6）《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导则》

（SL/T808-2021）； 

（7） 《海委审批权限范围内涉河建设项目技术审查规定（试行）》

（海建管［2013］33 号） 

（8）《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9）《110-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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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架空送电线路基础设计技术规定》（DT/L5219-2005）； 

（11）《公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JTG C30-2015）； 

（12）《铁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TB10017-2021）。 

1.2.3 主要编制依据 

（1）《海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 年）》（水利部海河水

利委员会，2013.3）； 

（2）《潮白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方案》（水利部海河水利委

员会，2022.1）； 

（3）《海河流域重要河道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水利部海河

水利委员会，2022.1）； 

（4）《海河流域防洪规划报告》（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

2008.2）； 

（5）《北三河系防洪规划》（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

公司，2008.2）； 

（6）《潮白河苏密怀、苏密区间设计洪水补充修正计算》（北

京市水利设计院，1997.12）； 

（7）《潮白新河宝坻城区段防洪治理工程(10+500～12+000、

14+000～17+770 段)初步设计报告》（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

院，2010.10）； 

（8）《潮白新河治理工程津冀交界至里自沽闸段（一期）初 步 

设 计 报 告》（天津市水利勘测设计院，2012.6）； 

（9）《潮白新河宝坻城区段防洪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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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2010.11）； 

（10）《望都（宝坻科技园）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 B

版修编报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1.12）； 

（11）《望都 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线路部分）岩土工程勘察报

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21.06）； 

（12）其他相关图纸及资料。 

1.3 防洪影响分析范围 

河道桩号 5+530（5+560）、桩号 14+786 跨越段潮白新河左右堤

距分别为 498.37m和 613.66m、横向分析范围为线缆上跨河段河道管

理范围，即河道两岸外堤脚线外各 30m ；纵向分析范围为本项目可

能影响的河势范围分别为 2492m 和 306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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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情况 

2.1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2.1.1 涉河建筑物设计方案 

新建线路路径长约 49.51km，其中新设 220/110kV 四回架空线路

路径长约 47.21km（望都站始发直至跨越潮白新河北侧，本期 220kV

双回线路全部挂齐，另外占用 110/35kV 四回路 3.78km 段及高速、潮

白新河、铁路共 7.85km 重要跨越段 110kV 双回线路挂线，其余预留

不挂线），新设 220kV 双回架空线路约 2.13km（潮白新河北侧跨越

110/35kV 四回路-陈甫站段，本期双回线路挂齐），新建 220kV单回

架空线路约 0.17km（陈甫站换间隔）。 

线路在桩号 5+530、5+560、14+786（河道桩号起点为津冀交界

处）三次跨越潮白新河，根据天津市政府针对高压电力批复的上位规

划，根据规划审批，两条四回架空线路按照最小间距 30 米并行架设

第一、二次跨越潮白新河位置。潮白新河内三基铁塔采用 220-HD21Q

模块，其根开分别为 15.4m、16.6m、14.2m，灌注桩直径为 2.0m。前

两处跨越与河道所成角度均为 90°，第三处跨越与河道所成角度为

85°。 

2.1.2 建设项目防洪标准 

望都 220千伏输电线路 3 次跨河均在河道滩地内立塔，鉴于潮白

新河防洪标准为 50年一遇，该项目杆塔基础防洪标准按 50年一遇洪

水设防。根据《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望都 220

千伏输电工程导线弧垂按 100 年一遇洪水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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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涉河建筑物的施工方案 

2.1.3.1 建设单位和建设期限 

建设单位：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涉潮白新河施工工期安排为 2024 年 2 月 1 日~2 月 20 日：施工

进场，栈桥、围堰施工；2 月 20 日~4 月 20 日：基础施工、养护；4

月 20 日~5 月 10 日：杆塔组立；5 月 10 日~5 月 25 日：附件安装，

导地线架设；5 月 25 日~5 月 31 日：栈桥及围堰拆除；6 月 1 日～6

月 10 日：滩地临时进场路拆除。 

施工临时工程主要为施工栈桥和滩地临时进场路。 

2.1.3.2 栈桥施工方案 

本工程栈桥为钢木结合，栈桥全长 180 米，行车道宽度 4米，打

入河中圆木桩直径 22-25cm,长度 9 米，横梁为 36#工字钢，顺梁为

36#工字钢，桥面为 20×20cm 方木，铁塔基础位置处设车辆调头及灌

灰车施工区 15×15 米。工程案例栈桥图见图 2-6。 

待杆塔基础、组塔、架线整体工程完成后，为保证河道行洪畅通，

需及时拆除栈桥 

2.1.3.3 河道内临时路方案 

C51#、D51#、C78#位于河滩地中，需布置进场临时路，滩地上填

垫 30cm 厚素土并铺设钢板，钢板厚 2cm，待施工结束后，将素土及

钢板进行清除,恢复河道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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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河道基本情况 

2.2.1 建设项目所在区域概况 

2.2.1.1 自然地理 

工程区位于天津市东北部，行政区划分属于宝坻区。属温带季风

性气候，四季分明，冷暖干湿差异明显。春季干燥，雨量稀少；夏季

高温，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少雪。多年平均气温

11.10C～12.30C，一月份平均气温-4.10C 以下，七月平均气温 260C

以上，降雨主要在 7、8、9 三个月，年平均降雨量 605.2mm，多年平

均无霜期为 195天，多年平均冻土深度约 0.6m，属季节性冻土。 

2.2.1.2 河流水系 

线路跨越的潮白新河属海河流域北三河水系。北三河水系由北运

河、潮白河、蓟运河三河组成。位于东经 115°30′～118°30′、

北纬 39°05′～41°30′之间。西界永定河，北倚蒙古高原，东界

滦河，南临渤海。行政区划分属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流域

面积 35808km²，其中山区 22115km²，占总流域面积的 62%，平原

13693km²，占总流域面积的 38%。 

2.2.1.3 水文气象 

本地区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天津多年平均降水量约

575mm。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本地区 80%～85%的年降水量都集中在汛

期（6～9 月），60%以上集中在 7、8 两月，而且多以暴雨形式出现。 

本地区地处中纬度地带，影响暴雨的大气环流系统主要是西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西风带及热带环流系统，形成暴雨的主要天气系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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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变线、西风槽、西北涡、西南涡、台风及台风倒槽等；另外，中、

小尺度天气系统及地形影响也可促使暴雨的发生。成因不同，暴雨的

类型也各异，既有短历时局地性大暴雨及中等历时区域性大暴雨，也

有长历时大范围的持续性降雨。 

暴雨多发生在 7、8 两月，且主要集中在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

据不完全资料统计，7 月下旬和 8 月上旬暴雨日数占全年的 40%左右，

暴雨量的年际变化也较大，年最大 24小时暴雨的变差系数 Cv值可达

0.6～0.8。 

2.2.2 河道基本情况 

潮白新河自吴村闸起经香河县入天津市境内，至宝坻区郭庄纳入

引泃入潮，向东南流经宁河区、滨海新区至宁车沽闸汇入永定新河，

全长 99.0km。潮白新河左岸有黄庄洼蓄滞洪区，黄庄洼东西长约 

31km，南北宽约 25km，总面积 348.3km2，滞洪容积 5.6 亿 m3。 

2.2.3 所在河段基本情况 

潮白新河属人工开挖河道，堤内外和堤身两侧均有大量植被和树

木，河水平水年以垂向淤积作用为主。河道较宽，约600m～1000m，

堤顶高程左堤7.55～12.85m、右堤7.31～12.91m，堤顶宽度7.00～

10.00m。其中堤顶为沥青公路。津围公路、津蓟高速、津蓟铁路等主

要交通线路、引滦输水明渠倒虹吸均与潮白新河交叉穿越，引青入潮

和引泃入潮河道与潮白新河互相贯通。左堤部分堤段村庄紧邻堤防，

右堤堤内广布鱼池，部分堤段紧邻潮白新河排干渠和截渗沟。 

线路在桩号5+530、5+560穿越潮白新河位置上游1km为引泃入潮



11 

 

口，线路在桩号14+786穿越潮白新河位置下游200m为津蓟铁路，上

游1.4km为津围公路。 

2.2.3.1 河道地质 

根据区域地质、区域地震资料，拟建线路沿线区域大地构造属华

北地台，跨越的次级构造单元有燕山台褶带内的蓟宝隆褶区，四级构

造单元为宝坻凹陷区；然后向南延伸至华北断坳内的冀中坳陷、沧县

隆起，四级构造单元为王草庄凸起、潘庄凸起、大城凸起和杨村斜坡。 

华北平原区域经历了太古代的基底形成，古生代早期的海相沉

积，晚古生代期的陆相沉积，完成了盖层的形成，中生代的陆相沉积，

中生代晚期经历了燕山期构造运动，形成了断陷盆地，晚白垩世到早

第三纪地壳整体抬升并伴有基性岩浆活动，晚第三纪产生了区域裂

陷，整体沉降，第四纪继承晚第三纪的沉积格局，继承并形成了北东

向和北西向大的构造断裂带，断裂带第四纪以来均有不同程度的活

动，控制了区域地震活动。拟建线路沿线场区及临近地区存在宝坻断

裂、王草庄断裂和赵聪庄断裂等多条隐伏断裂，这些断裂晚第四纪以

来活动迹象不明显，对场区影响很小。 

综合近场区的地震构造研究结果，拟建线路沿线场区及临近地区

隐伏断裂由于受断层几何特征（长度、倾向）、断层第四纪活动性、

覆盖层厚度和与场区的距离等条件的限制，均不会对本工程构成威

胁；从附近地质资料看，线路沿线场地无岩溶、滑坡、泥石流、采空

区等不良地质作用。综上分析初步判定：拟建线路沿线场地稳定性较

好，适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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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 现状和规划防洪标准 

（1）标准洪水安排 

潮白河防洪标准为50年一遇。山区洪水由密云水库控制，50年一

遇以下洪水下泄550m3/s，支流怀河洪水由怀柔水库控制，50年一遇

以下洪水下泄400m3/s，苏庄、密云、怀柔区间洪水加水库下泄量，

苏庄站50年一遇洪水组合流量为3000m3/s，纳入运潮减河900m3/s后为

3660m3/s，于郭庄相机纳入引泃入潮来水后为3660m3/s，至黄庄洼分

洪闸为3520m3/s，河道下泄2160m3/s，其余1360m3/s分洪入黄庄洼。

潮白新河纳青龙湾减河后设计流量为3060m3/s，经宁车沽防潮闸汇入

永定新河。黄庄洼启用标准为20年一遇。 

（2）超标准洪水安排 

潮白河遇100年一遇洪水，苏庄站洪峰流量为3560m3/s，纳入运

潮减河、引泃入潮来水后，下游河道尽量利用堤防设计超高行洪。并

利用分洪闸加大向黄庄洼分洪量。分洪闸以下河道承泄洪水与青龙湾

减河洪水汇合后，经宁车沽防潮闸入永定新河。当潮白河遇100年一

遇以上洪水，苏庄来水大于河道最大泄量时，洪水漫过潮白河左堤，

由潮白河和泃河之间夹道下泄，破引泃入潮大堤，洪水进入黄庄洼；

当引泃入潮口以下潮白新河的洪峰流量超过河道最大泄量时，破潮白

新河左堤，洪水进入黄庄洼。当洪水漫过黄庄洼围堤，经潮白新河、

蓟运河之间夹道于北塘入海，届时津蓟铁路、京山铁路、津榆高速公

路等重要交通干线将中断，宝坻县县城将受到洪水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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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现有水利工程及其它设施情况 

线路在桩号 5+530、5+560 跨越潮白新河位置上游 330m 潮白新

河湿地公园内有一处朱刘庄低水闸，该闸设计流量 240 m3/s；上游 1km

为引泃入潮口，引泃入潮口设有朱刘庄水位站。 

线路在桩号 14+786 跨越潮白新河位置上游 1.4km 为津围公路，

下游 230m 为津蓟铁路，下游 3km 为宝白公路，下游 3.5km 为胡各庄

橡胶坝。胡各庄橡胶坝枢纽工程由坝体、泵房、供水井、深水井及管

理处等设施组成，设计橡胶坝长度 650m，在橡胶坝的左端布置泵房。

深槽段为一孔，梯形断面底宽 80m，上口宽 112m，坝底高程 2.5m，

边坡 1：2.5；设计挡水高度 5.5m。 

2.4 水利规划及实施安排 

2.4.1 主要相关规划 

（1）《海河流域防洪规划》 

 2008 年国务院批复的《海河流域防洪规划》确定苏庄以下潮白

河按 50 年一遇洪水标准设防。主要采用加堤与挖河结合的治理方案，

规划河底宽 70～150m，苏庄以下至白庙段结合采砂有序的扩挖主槽。

按左堤超高 2.0m，右堤超高 2.5m，顶宽 8.0m 进行复堤，其中白庙以

上左岸无堤段新筑堤防，堤距 700～1800m。规划对潮白河行洪区内

远离大堤的村庄安排外迁。潮白新河吴村闸~宁车沽闸段河长 

99.0km，堤距 420~800m，河道纵坡为 1/4000～1/13000。采用加堤与

挖河结合方案，河底高程、纵坡同原规划，扩挖、疏浚河道主槽，引

泃 入潮口～津唐运河口设计河底宽由原设计 70m 扩宽到 130m。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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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堤超高 2.0m、顶宽 8.0m 进行复堤。 

2013 年国务院批复的《海河流域综合规划》，潮白河上游为山

区水源保护区，具有供水和生态功能，兼顾水力发电，密云水库是北

京市重要水源地；潮白河苏庄以下功能定位为行洪、排涝，兼顾蓄水

灌溉，部分流经城市的河段具有生态功能。其中对潮白河的防洪安排

与《海河流域防洪规划》一致。 

（2）《海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 年）》 

潮白河苏庄至吴村闸河长 40.5km，设计流量 3000～3660m³/s，

采取加堤与挖河结合方案进行扩大治理，设计河底宽 70～150m，其

中白庙以上左岸三河市境内现无堤段筑新堤，堤距 700～1800m，白

庙以下堤防级别为 2 级，右堤高于左堤 0.5m。河道内远离大堤的村

庄需外迁。 

潮白新河吴村闸～宁车沽防潮闸河长 99.2km，堤距 420～800m，

纵坡为 1/4000～1/13000，设计流量 3660～3000m³/s，规划对河道进

行扩挖、疏浚，并加高堤防，主槽设计底宽 70～186m。 

（3）《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利专项规划》 

2014 年水利部组织编制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利专项规划》，

报告提出，对潮白河流域开展水功能区达标建设，加强入河排污口整

治，实施潮白河综合治理加快实施水源涵养与生态保护工程，加强水

源地保护，加强污染源综合整治。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开展污

水、垃圾、厕所、河道、环境“五同步”治理。加快河流生态修复，

提升河流沿线水生态环境质量。 补充河道生态用水，恢复岸滨带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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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设滨河森林公园，构建潮白河流域水生态廊道体系。全面推进

潮白河治理，达到设计行洪能力，满足洪水防御要求。 

（4）《潮白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方案》 

在现有堤库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潮白河防洪工程体系，潮白

河密云水库以下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副中心段堤防标准提升至 100

年一遇。两岸堤防总体维持现状走向，左岸三河无堤段维持防洪规划

堤线。结合现状河道地形情况，局部调整河道纵坡，疏挖部分河段主

槽，加强河道滩区治理，提高河道过流能力，保证流域防洪安全。遇

超标准洪水仍维持《海河流域防洪规划》洪水安排。 

（5）《海河流域重要岸线利用与保护规划》 

潮白河宝坻段河北天津交界至津蓟铁路桥左岸为保护生态环境

类，属于岸线保护区，敏感因素为：天津市河滨岸带生态保护红线，

天津宝坻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 

2.4.2 实施安排 

根据《海河流域防洪规划》，潮白新河防洪标准由 20 年一遇提

高到 50 年一遇，治理重点为苏庄以下潮白河与潮白新河。潮白新河

从吴村闸至宁车沽防潮闸，河长 99.2km，堤距 420～800m，河道纵

坡为 1/4000～1/13000，原设计流量 1920～3220m³/s，规划治理设计

流量为 2160～3600m³/s。治理措施采用加堤与扩挖结合方案，河底

高程、纵坡同原规划，扩挖、疏浚河道主槽，引泃入潮口～津唐运河

口设计河底宽由原设计 70m 扩宽到 130m。按左右堤超高 2.0m、顶宽

8.0m 进行复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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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水利勘测设计院于 2012 年 6 月编制完成了《潮白新河治

理工程津冀交界至里自沽闸段（一期）初步设计报告》，该报告对线

路 3 次跨越位置潮白新河按规划进行了达标治理，目前工程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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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道演变 

3.1 河道历史演变概况 

潮白河古称沽水、鲍丘水，位于蓟运河以西，北运河以东。上游

由潮河、白河两大支流组成，白河是潮白河的主流。白河发源于坝上

沽源县丹花岭，东南流经独石口、云周村至赤城县城南后折向东流，

沿途汇入主要支流有红河、黑河、汤河等，于密云县河槽村汇发源于

丰宁县境内西黑嘴的潮河后称潮白河。至怀柔县经纳怀河后入平原，

下游河道经苏庄至香河，经吴村闸入潮白新河，沿途纳城北减河、运

潮减河、青龙湾减河，分泄北运河洪水，并纳引泃入潮减河，分泄泃

河洪水，穿黄庄洼、七里海等蓄滞洪区，经宁车沽闸入永定新河入海。 

历史上潮白河多次改道，摆动于北运河与蓟运河之间。民国元年

（1912 年），潮白河发生大水，在顺义县与蓟运河之间。民国元年

（1912 年），潮白河发生大水，在顺义县李遂镇决口，大水奔流东

南，夺箭杆河入蓟运河，与蓟运河同流入海。1913 年春，为挽潮白

河归运，乃堵复决口，但同年又遭洪水冲溃。1916 年在决口处建一

滚水坝，以便分洪入箭杆河，但 1917年，又遭洪水冲毁。1923年在

顺义县苏庄潮白河右岸建一进水闸，下挖引河入北运河。1925 年，

建苏庄拦河泄洪闸。1939 年汛期，苏庄闸又被冲毁，洪水再次向东

南窜流。1946 年，在香河县潮白河右岸新辟牛牧屯引河入北运河。

潮白河素无自己的入海通道，历史上遇洪水时，除左窜蓟运、右夺北

运河外，只能靠七里海等洼淀存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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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河道近期演变分析 

1950 年，根据华北水利工程局《整治潮白河中下游第一期工程

计划书》，整修潮白河堤防，开挖潮白新河香河～宝坻段，开辟黄庄

洼滞洪区和退水工程。 

1960 年在潮白河上游山区建成了大（1）型水库—密云水库，山

区洪水基本得到控制，1976 年对水库实施加固后总库容 41.9 亿 m3。 

为减轻北运河干流的防洪压力，上世纪 60 年代初建成北关分洪

闸，并开挖了运潮减河，分泄北运河洪水入潮白河。此后，为满足天

津供水需求，于 1964 年在潮白河上修建了吴村拦河闸枢纽，并开挖

了牛牧屯引河，将潮白河水引入北运河为天津供水。  

上世纪 70 年代根治海河工程建设中，开挖了引泃入潮，以减轻

蓟运河洪水负担，分泄泃河洪水入潮白新河，并对潮白新河进行了全

面治理，上段进行了深挖，下段扩挖改道由宁车沽入永定新河，从此

改变了潮白河无单独行洪入海通道的局面。  

自上世纪 80年代，北京陆续实施了潮白河堤防整理，大多按 50

年一遇洪水位加 1.5m 超高完成堤防加高加固，左堤河南村橡胶坝～

沮沟段按堤顶平 20年一遇洪水位治理。 

2010 以来，天津段按防洪规划标准陆续实施了津冀交界～宝宁

交界段、乐善橡胶坝～宁车沽闸段治理，其中乐善橡胶坝～宁车沽闸

段正在实施尚未竣工。 潮白河经多次治理，现状潮白河防洪能力基

本达到 20～50 年一遇防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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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河道演变趋势分析 

 望都 220kV 输变电工程 3 次跨越潮白新河位置河道较为顺直，

地质及生态环境较为稳定，河势处于稳定状态，就自然条件而言，未

来不会发生较大河势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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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洪评价分析与计算 

4.1 水文分析计算 

4.1.1 评价标准 

根据本报告 2.1.2 节内容可知，线路 3 次跨越段潮白新河按 50

年一遇洪水标准设防，线路跨越潮白新河杆塔基础防洪标准为 50 年

一遇，导线弧垂防洪标准为 100 年一遇。线路工程及跨越河道防洪标

准见表 4-1。 

表 4-1  输电线路及潮白新河防洪标准    重现期（年） 

名称 所属流域 所在河系 
河道防洪 

标准 

塔基防洪 

标准 

导线弧垂

防洪标准 

潮白新河 海河流域 北三河系 50 50 100 

4.1.2 设计洪水 

根据《北三河系防洪规划》（2008 年 2 月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

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2008 年防洪规划”）潮白河按 50 年一

遇洪水设计。跨越位置处线路在桩号 5+530、5+560、14+786（河道

桩号起点为津冀交界处），山区洪水由水库基本控制，密云水库 50

年一遇以下洪水控泄 550m3/s；怀柔水库 20～50 年一遇洪水控泄

400m3/s，10～20 年一遇洪水控泄 320m3/s，小于 10 年一遇洪水时控

泄 250m3/s。下游洪水主要来自苏庄、密云、怀柔区间，水库下泄加

区间洪水即为苏庄站设计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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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潮白河及潮白新河各节点设计洪峰流量表   单位：m3/s 

河段 位置 
河长 

(km) 

20 年（同原规划） 50 年 

支流汇入 设计流量 支流汇入 设计流量 

潮白河 

苏庄 

40.5 

 2260  3000 

白庙    2850 

运潮减河前  2260  2760 

运潮减河后 600 2860 900 3660 

吴村闸上  2860  3294 

潮白新河 

吴村闸下 

99.2 

 2860  3294 

引泃入潮前  2860  3240 

引泃入潮后 360 3220 360 3600 

黄庄分洪前  3220  3520 

黄庄分洪后  1920  2160 

黄庄洼分洪流量  1360  1360 

青龙湾前  1920  2160 

青龙湾后 180 2100 900 3060 

宁车沽防潮闸上    3060 

4.1.3 施工期洪水 

涉潮白新河施工工期安排为 2024 年 2 月 1 日～6 月 10 日。 

潮白新河津冀交界至里自沽闸段河道为人工开挖河道，除行洪、

排涝功能外，还兼有蓄水、灌溉等功能。汛期河道流量主要来自于上

游潮白河和经引泃入潮下泄的泃河洪水；非汛期河道流量相对较小。 

经采用三河站实测资料分析，泃河非汛期洪水辛撞闸以上流量远

远小于辛撞闸以下河道设计过流能力 250 m3/s，因此非汛期泃河洪水

可不经引泃入潮下泄至潮白新河，而是经由原河道下泄。 

上游潮白河下泄洪水结合工程区潮白新河近几年洪水特点和上

游控制性建筑物布置情况，参照《潮白新河南里自沽蓄水闸除险加固

工程实施方案设计报告》和《宝坻区胡各庄橡胶坝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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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施工洪水资料，施工期河道上游来水基本在 20m3/s。 

潮白河春季生态补水旨在持续推进密怀顺水源地地下水涵养和

潮白河生态环境复苏，补水预计持续两个月左右。本次补水力争实现

潮白河北京段流动时长不少于 50 日，密云水库以下新增 36 公里有水

河段。潮白河生态补水不涉及天津段，因此施工期洪水不考虑生态补

水水量。 

根据实测数据桩号 5+530、5+560 施工期水位为 5.10m，桩号

14+786 施工期水位为 3.98m。 

4.1.4 跨越设计方案 

本工程线路在桩号 5+530、5+560、14+786 三次跨越潮白新河，

均为两档跨越。 

（1）C50-C52 跨越潮白新河 

河滩地上 C51#塔型为 220-HD21Q-ZG3，呼高 63m，全高 97.7m，

采用灌注桩基础，每基塔设 4 根桩，桩径 2.0 米，根开 15.4 米，50

年一遇洪水位高程为 9.8m，灌注桩顶高程为 12.2 米；灌注桩顶部设

置连梁，连梁底部高程为 10.3m，高于 50 年一遇洪水位 0.5m。C51

塔基基础结构图见图 4-1。 

工程跨越潮白新河左堤处电缆线最低高程为 52.33 米，左堤堤顶

高程为 12.33 米，净空 40 米，跨越右堤处电缆线最低高程为 54.93 米，

右堤堤顶高程为 12.83m，净空 42.1米；河道内电缆线最低高程为 50.23

米，高于 100 年一遇设计洪水位（即左堤堤顶高程 12.33 米）37.9 米。 

（2）D50-D52 跨越潮白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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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槽内 D51#塔型为 220-HD21Q-ZG3，呼高 69m，全高 103.7m，

采用灌注桩基础，每基塔设 4 根桩，桩径 2.0 米，根开 16.6 米，50

年一遇洪水位高程为 9.8 米，灌注桩顶高程 12.2 米；灌注桩顶部设置

连梁，连梁底部高程为 10.3 米，高于 50 年一遇洪水位 0.5m。D51 塔

基基础结构图见图 4-2。 

工程跨越潮白新河左堤处电缆线最低高程为 51.43 米，左堤堤顶

高程为 12.33 米，净空 39.1 米，跨越右堤处电缆线最低高程为 54.03

米，右堤堤顶高程为 12.83m，净空 41.2 米；河道内电缆线最低高程

为 50.53 米，高于 100 年一遇设计洪水位（即左堤堤顶高程 12.33 米）

38.2 米。 

（3）C77-C79 跨越潮白新河 

主槽内 C78#塔型为 220-HD21Q-ZG3，呼高 57m，全高 91.7m，

采用灌注桩基础，每基塔设 4 根桩，桩径 2.0m，根开 14.2m，50 年

一遇洪水位高程为 8.12m，灌注桩顶高程 10.52m，灌注桩顶部设置连

梁，连梁底部高程为 8.62m，高于 50 年一遇洪水位 0.5m。C78 塔基

基础结构图见图 4-3。 

工程跨越潮白新河左堤处电缆线最低高程为 50.13 米，左堤堤顶

高程为 10.33 米，净空 39.8 米，跨越右堤处电缆线最低高程为 50.43

米，右堤堤顶高程为 10.33m，净空 40.1 米；河道内电缆线最低高程

为 42.73 米，高于 100 年一遇设计洪水位（即堤顶高程 10.33 米）32.4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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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壅水和行洪能力分析计算 

4.2.1 洪水位计算方法 

本次评价按照 50 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引泃入潮口下至黄庄洼分

洪闸设计行洪流量为 3600m³/s。 

输电线路跨越潮白新河的水位根据天津市水利勘测设计院于

2012 年 6 月编制的《潮白新河治理工程津冀交界至里自沽闸段（一

期）初步设计报告》进行分析计算。输电线路跨越处潮白新河河道技

术指标见表 4-5。 

表 4-5  线路跨越处潮白新河河道技术指标表 

桩号 位置 
设计底宽
（m） 

河底 
纵坡 

河底 
高程 

设计流量 
(m

3
/s) 

0+000 津冀交界 100 1/4000 3.82 3300 

4+700 引泃入潮口 2.66 

130 

1/6000 

3600 

7+067 宝武公路桥 2.29 

10+500 
宝坻城区段 

起点 
1.82 

17+770 胡各庄橡胶坝 0.52 

1/10000 

32+000 
京津新城起点 
（黄庄洼闸） 

-1.28 

2160 

41+000 引青入潮 -1.61 

3060 

42+700 里自沽闸 -2.27 

130-350 
45+090 张老仁闸 -2.48 

55+280 老安淀桥 -2.54 

1/13000 

65+080 津唐运河 -2.61 

71+400 乐善橡胶坝 -3.04 

186 
74+660 于家岭大桥 -3.95 

81+000 宁车沽防潮闸 -4.93 

注：表中宽度、高程单位：m，流量单位：m³/s。 

4.2.2 壅水分析计算 

高压架空输电线路跨越潮白新河干流时， C51、D51、C78 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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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河道内，因此，只针对此三座塔基进行壅水分析。 

跨越 5+530（5+560）、14+786 处潮白新河河道左右堤距分别为

498.37m、613.66m，河道过水断面面积为 2827.46m²、2666.51m²。防

洪标准按 50 年一遇洪水考虑时，塔基处水深为 5.0m、4.8m。河道内

塔基为四角桩柱基础，桩柱露出设计洪水位均为 2.4m，每根桩柱直

径 2.0m，桩总长 36m，C51、D51、C78 基础根开分别为 15.4m、16.6m

和 14.2m。理论工况下仅考虑塔基阻水，塔基断面最大阻水面积分别

为 20m²、20m²和 19.2m²，阻水比分别为 0.73%、0.73%、0.71%，最

不利工况下考虑塔基之间也阻水，阻水面积分别为 77m²、83m²、

68.16m²，阻水比分别为 2.8%、3.0%、2.5%，塔杆基础的阻水影响很

小，塔基仅仅影响附近局部小范围的水流，基本不会对河流全断面形

成壅水，壅水影响很小。 

由表中水位变化可以看出，塔基修建以后，当潮白新河发生 50

年一遇洪水行洪 3600m3/s 时，理论工况下仅考虑四个灌注桩阻水 C51

（D51）桩基础修建后跨河处水位最大壅高值均为 0.0002m，壅水影

响长度均为 2.85m；C78 桩基础修建后跨河处水位最大壅高值

0.0001m，壅水影响长度为 2.94m。最不利工况下考虑灌注桩之间也

阻水 C51（D51）桩基础修建后跨河处水位最大壅高值分别为

0.0006m、0.0007m，壅水影响长度分别为 11.27m、12.04m；C78 桩

基础修建后跨河处水位最大壅高值 0.0005m，壅水影响长度为

10.5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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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线路跨潮白新河塔位处河道壅水计算成果表 

修建前

指标 

塔型 
滩地高程 

(m) 

设计 

流量 

(m3/s) 

设计 

水位 

(m) 

水深 

(m) 

水面 

宽度 

(m) 

过水 

面积 

（m2） 

平均

流速 

(m/s) 

C51（D51） 4.8 
3600 

9.80 5.0 522 2758.01 0.65 

C78 3.32 8.12 4.8 650 2689.23 0.64 

修建后

指标 

塔型 

侵占断面面积 

(m2) 

阻水比 
阻水后 

平均流速（m/s） 

最大壅水高度

（m） 

最大壅水水位

（m） 

壅水曲线全长

（m） 

 
理论 

工况 

最不利 

工况 

理论 

工况 

最不利 

工况 

理论 

工况 

最不利 

工况 

理论 

工况 

最不利 

工况 

理论 

工况 

最不利 

工况 
理论 

工况 

最不利 

工况 

C51 20 77 0.73% 2.8％ 0.65 0.66 0.0002 0.0006 9.8002 9.8006 2.85 11.27  

D51 20 83 0.73% 3.0% 0.65 0.66 0.0002 0.0007 9.8002 9.8007 2.85 12.04  

C78 19.2 68 0.71% 2.5％ 0.64 0.65 0.0001 0.0005 8.1201 9.8005 2.94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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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冲刷淤积计算与河道影响分析 

本次防洪评价采用 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发布实施的

《公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JTG C30-2015）中推荐的 64-1 修

正公式，分析计算塔基与河道交叉断面的冲刷深度。该公式包括非粘

性土、粘性土主槽和滩地的冲刷。本工程为粘性土滩地冲刷。 

1）塔基一般冲刷计算 

粘性土河滩部分： 

μ

6
5 7
3

2

tj

1
0.33

tm
d

tq

P

L

hQ
A

B h
h

I

 
  
   
  

  
  
  

   

式中：  Ph —一般冲刷后的最大水深（m）； 

        2Q —河槽部分通过的设计流量（m3/s），C51(D51)、C78

塔基位置分别为 1041.68m³/s、938.50m³/s； 

        tjB —河滩部分河道净长（m），C51(D51)、C78 塔基位

置分别为 376m、494m； 

μ—塔基水流侧向压缩系数，取 0.98； 

dA —单宽流量集中系数，取 1.13； 

        tmh —塔基河滩最大水深（m），C51(D51)、C78 塔基位

置分别为 5.0m、4.80m； 

        tqh —塔基河滩平均水深（m），C51(D51)、C78 塔基位

置分别为 4.13m、4.16m； 

LI —冲刷坑范围内粘性土液性指数，C51(D51)、C78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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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位置液性指数 LI 分别取 0.78、0.73； 

2）局部冲刷计算 

粘性土河床塔基局部冲刷公式如下： 

当
5.2

1


B

hp

时， VIBKh Lb

25.16.0

183.0   

当
5.2

1


B

hp

时， VIhBKh Lpb

0.11.06.0

155.0 
 

式中：   

 bh —塔基局部冲刷深度（m）； 

 K —塔形系数，本次取 0.95； 

1B —塔基计算宽度（m），本次取 2.0； 

Ph —一般冲刷后的最大水深（m），C51(D51)、C78 塔

基位置分别为 4.04m，3.06m； 

       LI —冲刷范围内粘性土液性指数，C51(D51)、C78 塔基

位置液性指数 LI 分别取 0.78、0.73； 

V —一般冲刷后塔前行进流速（m/s），按下式计算： 

河槽部分：

5/333.0
p

L

h
I

V 

 

滩地部分：

6/133.0
p

L

h
I

V 

 

根据公式 Ph 为一般冲刷后最大水深，冲刷深度= Ph -河滩最大水

深。塔位地质参数选取依据为《潮白新河治理工程津冀交界至里自沽

闸段（一期）初步设计报告》相关内容。计算结果见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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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潮白新河滩地塔基塔位周边冲刷计算成果表 

塔号 

流量

Q 

（m³

/s） 

设计

水位

(m) 

河滩最

大水深

(m) 

河滩平

均水深

(m) 

滩地过

水流量 

(m³/s) 

滩地过水

面积（m²） 

墩前行

进流速 

(m/s) 

一般冲刷

后最大水

深(m) 

一般冲刷

深度（m） 

局部冲刷

深度（m） 

地面以下总

冲刷深度

（m） 

冲刷线

高程

（m） 

C51

（D51） 3600 
9.80 5.0 4.13 1041.68 1736.14 0.62 4.04 0 0.63 0.63 4.17 

C78 8.12 4.8 4.16 938.50 1618.11 0.58 3.06 0 0.61 0.61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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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洪综合评价 

5.1 建设项目与有关规划符合性评价 

工程线路与河道成 90°、90°、85°夹角，铁塔 C50、C52、D50、

D52、C77、C79，距离潮白新河外堤角线均超过 30m，属于河道管理

范围以外。 

根据《海河流域防洪规划》、《潮白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方案》

等相关规划，工程涉河位置潮白河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根据《潮

白新河治理工程津冀交界至里自沽闸段（一期）初步设计报告》本段

工程已按规划进行了实施，现状主槽河底宽度 130m，左右堤超高

2.0m、顶宽 8.0m 满足规划要求，本次按治理后河道进行评价，铁塔

C51、D51、C78 位于河道右岸滩地；输电工程的建设对潮白新河主

槽清淤疏浚的实施基本没有影响，符合潮白河相关规划。 

根据《海河流域重要河道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潮白河宝坻段河

北天津交界至津蓟铁路桥左岸为保护生态环境类，属于岸线保护区，

敏感因素为：天津市河滨岸带生态保护红线，天津宝坻潮白河国家湿

地公园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2022 年 9 月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原则同意该工程穿越天津宝坻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2023 年 1 月天

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同意该工程涉及占用生态保护红线问题。 

5.2 建设项目防洪标准和有关技术要求符合性分析 

望都 220千伏输电线路 3 次跨河均在河道滩地内立塔，鉴于潮白

新河防洪标准为 50年一遇，该项目杆塔基础防洪标准按 50年一遇洪

水设防，符合评价标准不低于河道标准的要求。根据《110kV～750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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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望都 220 千伏输电工程导线弧垂按 100年

一遇洪水设防，符合规范要求。 

综上，本工程 220kV架空输线路跨越潮白新河杆塔基础防洪标准

为 50 年一遇，导线弧垂防洪标准为 100 年一遇，符合所在河道的防

洪标准及有关技术要求。 

5.3 建设项目对河道行洪的影响分析 

根据《100～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

输电线路距不通航河道 100 年一遇洪水位不小于 6.5m，本段潮白新

河无通航要求，潮白新河 100 年一遇洪水位按照北三河系防洪规划为

平槽漫堤，堤顶高程 12.33m、10.33m。输电线跨越处两跨弧垂最低

点距 100 年一遇水位分别为 37.9m、38.2m、32.4m，满足净空高不小

于 6.5m 的设计要求。 

高压输电建设项目在三次跨越潮白新河时，在河流主槽内设置一

座杆塔，由于该处河道宽阔，50 年一遇标准洪水塔基断面最大壅水

高度仅为 0.0007m，塔基壅水对河道行洪基本没有影响。 

5.4 建设项目对河势稳定的影响分析 

望都220kV输变电工程3次跨越潮白新河均在河道右岸滩地内设

1 座铁塔，根据冲刷及壅水分析，工程建设未改变河道断面，冲刷深

度较小，工程布置对河道行洪排涝、水流流态、河势稳定基本没有影

响。 

5.5 建设项目对堤防安全及岸坡稳定和其他水利工程影响评价 

望都 220 千伏输电线路采用架空方式两档跨越河道，C50、C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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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0、D52、C77、C79 铁塔位于河道管理范围以外，根据《110kV～

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望都 220 千伏线路弧垂距两岸路面

竖向距离应大于 8m，导线弧垂距两岸堤防垂直距离均大于 8m。C51、

D51 和 C78 位于河道右岸滩地内，塔基边缘距左、右堤内堤脚垂直距

离分别为 339.62m、143.93m，341m、141.41m，408.12m、219.15m  ，

距主槽右岸上边线垂直距离分别为 15m、15m 和 20m，工程实施不占

用堤防及主槽岸坡。 

5.6 建设项目对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和防汛抢险的影响评价 

这三座塔基弧垂至堤顶路、设计水位垂直距离均满足《110 kV ～

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中相关要求，均大于 4.5m 满足防汛

抢险车辆的通行要求。 

5.7 建设项目施工期影响评价 

工程跨河施工安排在非汛期，本工程跨河段施工由涉河杆塔施工

和架线施工两部分组成。本河道为主要行洪河道，非汛期仍有排沥来

水，工程在滩地上立塔，因此需要搭设施工围堰和栈桥，施工期洪水

位桩号 5+530、5+560为 5.10m，栈桥底部高于施工期水位 1m为 6.10m，

低于 50 年一遇洪水位高程 9.80m；施工期洪水位桩号 14+786 为

3.98m，栈桥底部高程高于施工期水位 1m 为 4.98m，低于 50 年一遇

洪水位高程 8.12m。栈桥底部高度均高于施工期水位 1m，对河道行洪

影响较小。进场临时路在滩地上填垫 30cm 厚素土并铺设钢板，钢板

厚 2cm，待施工结束后，将素土及钢板进行清除，铺设厚度较小，并

及时拆除，对河道行洪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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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建设项目对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影响评价 

线路在桩号 5+530、5+560 跨越潮白新河位置上游 330m 潮白新

河湿地公园内有一处朱刘庄低水闸，上游 1km 为引泃入潮口，引泃

入潮口设有朱刘庄水位站。线路在桩号 14+786 跨越潮白新河位置上

游 1.4km 为津围公路，下游 230m 为津蓟铁路，下游 3km 为宝白公路，

下游 3.5km 为胡各庄橡胶坝。 

由于线路三次跨越位置距离现有水利工程及其他设施较远，工程

的实施对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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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消除和减轻影响措施 

基于以上防洪综合评价，针对建设项目带来的不利影响提出防治

措施如下：塔基打桩或电缆架设施工时，尽量减小对堤身的破坏影响，

如有破坏，需按堤防碾压标准及土质要求进行复堤，施工完成后恢复

河道和堤防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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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与建议 

7.1 防洪综合评价主要结论 

（1）望都（宝坻科技园）220kV输变电工程三次穿越潮白新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和水利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

管理的有关规定》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工程进行防洪评价是

必要的。 

（2）工程线路与河道均成 90°、90°、85°夹角，铁塔 C50、

C52、D50、D52、C77、C79，距离潮白新河外堤角线均超过 30m，

属于河道管理范围以外。铁塔 C51、D51、C78 位于河道右岸滩地，

输电工程的建设对潮白新河主槽清淤疏浚的实施基本没有影响。 

（3）望都 220 千伏输电线路 3 次跨河均在河道滩地内立塔，鉴

于潮白新河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该项目杆塔基础防洪标准按 50 年

一遇洪水设防。根据《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望

都 220 千伏输电工程导线弧垂按 100年一遇洪水设防。 

综上，本工程 220kV架空输线路跨越潮白新河杆塔基础防洪标准

为 50年一遇，导线弧垂防洪标准为 100 年一遇。 

（ 4 ） 根 据 《 100 ～ 750kV 架 空 输 电 线 路 设 计 规 范 》

（GB50545-2010），输电线路距不通航河道 100 年一遇洪水位不小

于 6.5m，本段潮白新河无通航要求。潮白新河 100 年一遇洪水位按

照北三河系防洪规划为平槽漫堤，堤顶高程 12.33m、10.33m。输电

线跨越处两跨弧垂最低点距 100 年一遇水位分别为 37.9m、38.2m、

32.4m，满足净空高不小于 6.5m 的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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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输电建设项目在三次跨越潮白新河时，在河流主槽内设置一

座杆塔，由于该处河道宽阔，50 年一遇标准洪水塔基断面最大壅水

高度仅为 0.0007m，塔基壅水对河道行洪基本没有影响。 

（5）望都 220kV 输变电工程 3 次跨越潮白新河均在河道右岸滩

地内设 1 座铁塔，根据冲刷及壅水分析，工程建设未改变河道断面，

冲刷深度较小，工程布置对河道行洪排涝、水流流态、河势稳定基本

没有影响。 

（6）望都 220 千伏输电线路采用架空方式两档跨越河道，C50、

C52、D50、D52、C77、C79 铁塔位于河道管理范围以外，根据《110kV～

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望都 220 千伏线路弧垂距两岸路面

竖向距离应大于 8m，导线弧垂距两岸堤防垂直距离均大于 8m。C51、

D51 和 C78 位于河道右岸滩地内，塔基边缘距左、右堤内堤脚垂直距

离分别为 339.62m、143.93m，341m、141.41m，408.12m、219.15m  ，

距主槽右岸上边线垂直距离分别为 15m、15m 和 20m，工程实施不占

用堤防及主槽岸坡。 

（7）这三座塔基弧垂至堤顶路、设计水位垂直距离均满足《110 

kV ～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中相关要求，均大于 4.5m 满足

防汛抢险车辆的通行要求。 

（8）工程跨河施工安排在非汛期，本工程跨河段施工由涉河杆

塔施工和架线施工两部分组成。本河道为主要行洪河道，非汛期仍有

排沥来水，工程在滩地上立塔，因此需要搭设施工围堰和栈桥，施工

期洪水位桩号 5+530、5+560 为 5.10m，栈桥底部高于施工期水位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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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6.10m，低于50年一遇洪水位高程9.80m；施工期洪水位桩号14+786

为 3.98m，栈桥底部高程高于施工期水位 1m 为 4.98m，低于 50 年一

遇洪水位高程 8.12m。栈桥底部高度均高于施工期水位 1m，对河道行

洪影响较小。进场临时路在滩地上填垫 30cm 厚素土并铺设钢板，钢

板厚 2cm，待施工结束后，将素土及钢板进行清除，铺设厚度较小，

并及时拆除，对河道行洪影响不大。 

（9）应协调好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避免产生水事纠纷。 

7.2 消除和减轻影响措施的结论 

塔基打桩或电缆架设施工时，尽量减小对堤身的破坏影响，如有

破坏，需按堤防碾压标准及土质要求进行复堤，施工完成后恢复河道

和堤防原貌。 

7.3 建议 

（1）工程施工完成后，应及时清理施工时留下的废弃渣料及施

工遗留物，恢复河道原貌，避免将施工废料丢弃在河道范围内。 

（2）如遇非汛期来水，要将临时建筑物、栈桥基础全部拆除。 

（3）杆塔处于潮白新河河道滩地内，常年有水，冬季会结冰，

建议在塔基设计时考虑冰推等的荷载作用。 

（4）工程施工前应按有关河道管理规定和要求办理手续，出现

问题及时与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