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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背景  

1、工程概况 

1）板壁山水库：板壁山水库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双灵村，是一座以灌溉为

主的小（2）型水库，工程等别为Ⅴ等，灌溉面积700亩。水库于1964年11月开工兴

建，于1967年3月建成使用，2004年11月至2005年7月对大坝进行了除险加固。坝址

以上集雨面积1.316km
2，设计标准采用30年一遇设计，相应水位72.16m（85国家高

程，下同），300年一遇校核，相应水位72.87m，正常库容46.54万m
3，总库容68.37

万m
3。本工程建筑物主要由大坝、溢洪道及放水设施等组成，大坝坝型为均质土坝。

工程管理单位为西湖区双浦镇人民政府。 

2）光明寺水库：光明寺水库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上城埭村，是一座以灌

溉为主的小（2）型水库，工程等别为Ⅴ等，灌溉面积130亩。水库于1966年11月开

工兴建，于1972年3月建成使用，2004年11月至2005年8月对大坝进行了除险加固。

坝址以上集雨面积0.38km
2，设计标准采用20年一遇设计，相应水位93.25m，200年

一遇校核，相应水位93.96m，正常库容7.16万m
3，总库容12.44万m

3。本工程建筑物

主要由大坝、溢洪道及放水设施等组成，大坝坝型为均质土坝。工程管理单位为西

湖区转塘街道上城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3）塘子坞山塘：塘子坞山塘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湖埠村，是一座以防洪为

主，兼顾下游村民农田灌溉及少数村民生活用水的山（1）型山塘。工程始建于上世

纪50年代，坝址以上集雨面积0.29km
2，设计标准采用20年一遇设计，相应水位25.80，

200年一遇校核，相应水位26.2m，正常库容为3.21万m
3，总库容5.4万m

3。本工程主

要由大坝、溢洪道及放水设施等组成，大坝坝型为土石坝。工程管理单位为双浦镇

湖埠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4）杭渣坞山塘：杭渣坞山塘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金家岭村，是一座以生

活用水、森林防火备用水源和环境景观用水为主的山（1）型山塘。2007年8月至2007

年12月对大坝进行了除险加固。坝址以上集雨面积0.317km
2，设计标准采用20年一

遇设计，相应水位95.09m，200年一遇校核，相应水位95.42m，正常库容为7.19万m
3，

总库容9.0万m
3。本工程建筑物主要由大坝、溢洪道及放水设施等组成，大坝坝型为

均质土坝。工程管理单位为西湖区转塘街道金家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5）龙尾巴山塘：龙尾巴山塘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长埭村，是一座以生活

用水、森林防火备用水源和环境景观用水为主的山（1）型山塘。2010年8月至2008

年7月对大坝进行了除险加固。集雨面积0.397km
2，设计标准采用20年一遇设计，相

应水位124.61m，200年一遇校核，相应水位125.09m，正常库容为5.39万m
3，总库容

7.0万m
3。本工程建筑物主要由大坝、溢洪道及放水设施等组成，大坝坝型为均质土

坝。工程管理单位为西湖区转塘街道长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6）石塘坞山塘：石塘坞山塘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大清社区，是一座山（1）

型山塘。坝址以上集雨面积0.309km
2，设计标准采用20年一遇设计，相应水位

52.22m，100年一遇校核，相应水位52.46m，正常库容为4.38万m
3，总库容5.86万m

3。

本工程建筑物主要由大坝、溢洪道及放水设施等组成，大坝坝型为均质土坝。工程

管理单位为西湖区转塘街道大清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 

7）西穆坞山塘：西穆坞山塘位于杭州市西湖区留下街道西穆坞社区，是一座山

（1）型山塘。坝址以上集雨面积0.58km
2，设计标准采用20年一遇设计，相应水位

43.23m，200年一遇校核，相应水位43.82m，正常库容为2.96万m
3，总库容5.47万m

3。

本工程建筑物主要由大坝、溢洪道及放水设施等组成，大坝坝型为均质土坝。工程

管理单位为西湖区留下街道西穆坞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 

2、项目缘由 

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的意见》（浙政办

发〔2016〕4号）和省水利厅《全面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实施方案（2016～2020

年）》（浙水科〔2016〕1号）等文件精神，“十三五”期间，浙江省将全面推进水

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工作。 

根据有关规范要求，《水库及山塘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方案》是水库、山塘标

准化管理创建工作中一项必须完成的重要内容，方案经区人民政府批准，成为水

库、山塘管理和保护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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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浙江省水利厅印发了《浙江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利工程管理与保

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浙水科〔2016〕6号）。 

划定水库、山塘管理和保护范围促进水库、山塘标准化管理，把水库、山塘工

程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禁止一切影响水库、山塘运行和危害水库、山塘的活动，

能够更好的维持现状和保护水库、山塘的安全运行。 

为此，杭州市西湖区林业水利局委托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以下简称“我

院”）编制《杭州市西湖区小型水库及重要山塘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方案》。 

我院接到任务后，组织项目组有关人员对板壁山等2座小型水库及塘子坞等5座

重要山塘进行全面的查勘，并收集了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拟定管理范围和保护

范围划定方案，编制完成《杭州市西湖区小型水库及重要山塘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

方案》。 

本报告除特殊说明外，均采用85高程。 

二、划界依据  

1、总体要求 

划定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是加强水利工程管理标准化的一项重要基础工

作，是水利部门依法行政的前提条件，更是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新时期治水方针，落实水利部深化水利改革和加强河湖管理工作部署

的重点任务，对于进一步保护、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2016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的意

见》（浙政办发〔2016〕4号），意见要求“全面落实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措施。到

2017年底，力争建立较完善的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体系和运行管理机制。到2020年

底，力争全省大中型水利工程、装机容量1000千瓦以上水电站、小型水库的标准化

管理合格率达到100%；“屋顶山塘”等其他重要小型水利工程基本达到标准化管理

要求；条件较好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通过省级或国家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考核验收；

对不安全、不生态的水利工程逐步实行降等、报废处理。” 

2008年11月28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浙 

江省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条例》，该条例规定：“水库库区的管理范围为校核洪水位

或者库区移民线以下的地带；保护范围为上述管理范围以外五十米至一百米内的地

带”、“小型水库大坝的管理范围为大坝两端以外不少于五十米的地带（或者以山

头、岗地脊线为界），以及大坝背水坡脚以外五十米至一百米内的地带；保护范围

为管理范围以外二十米至五十米内的地带”。 

2014年，水利部印发了《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

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建管〔2014〕285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河湖及

水利工程划界确权情况调查工作的通知》（办建管〔2014〕186号），2016年浙江省

水利厅印发了《浙江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

通知》（浙水科〔2016〕6号），对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工作进行了部署。 

以上法规和文件，是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的主要依据。 

2、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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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浙江省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条例》、《水利部关于开

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建管〔2014〕285

号）等法律法规开展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国家对水工程实施保护。国家所有

的水工程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划定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管理的水工程，由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商有关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划定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水工程，应当按照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划定工程保护范围和保护职责。在水工程保

护范围内，禁止从事影响水工程运行和危害水工程安全的爆破、打井、采石、取土

等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河道、湖泊管理实行按水系统一

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加强防护，确保畅通。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

的主要河段，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重要河段、湖泊，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

的省界河道、湖泊以及国（边）界河道、湖泊，由流域管理机构和江河、湖泊所在

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划

定依法实施管理。其他河道、湖泊，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机构的划定依法实施管

理。有堤防的河道、湖泊，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行洪

区和堤防及护堤地；无堤防的河道、湖泊，其管理范围为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

洪水位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和行洪区。流域管理机构直接管理的河道、湖泊管

理范围，由流域管理机构会同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前款规定界定；其他

河道、湖泊管理范围，由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前款规定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有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围

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两岸堤防及护堤地。

无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围根据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确定。河道的具体

管理范围，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划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

内，水域和土地的利用应当符合江河行洪、输水和航运的要求；滩地的利用，应当

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土地管理等有关部门制定规划，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

后实施。第二十四条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修建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

路；种植高杆农作物、芦苇、杞柳、荻柴和树木（堤防防护林除外）；设置拦河渔

具；弃置矿渣、石渣、煤灰、泥土、垃圾等。在堤防和护堤地，禁止建房、放牧、

开渠、打井、挖窖、葬坟、晒粮、存放物料、开采地下资源、进行考古发掘以及开

展集市贸易活动。第二十五条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必须报经河

道主管机关批准；涉及其他部门的，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批准：(一) 采砂、

取土、淘金、弃置砂石或者淤泥；(二) 爆破、钻探、挖筑鱼塘；(三) 在河道滩地存

放物料、修建厂房或者其他建筑设施；(四) 在河道滩地开采地下资源及进行考古发

掘。第二十六条规定：根据堤防的重要程度、堤基土质条件等，河道主管机关报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河道管理范围的相连地域划定堤防安全保护区。在

堤防安全保护区内，禁止进行打井、钻探、爆破、挖筑鱼塘、采石、取土等危害堤

防安全的活动。  

《浙江省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依照本条例规定，根据水利工程所处的地质条件、工程结构、工程规模、安全需要

和周边土地利用状况，对本行政区域内水利工程划定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设置界

桩和公告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损坏界桩和公告牌。下列水利工程的

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按照以下标准划定：（一）水库库区的管理范围为校核洪水

位或者库区移民线以下的地带；保护范围为上述管理范围以外五十米至一百米内的

地带；（二）小型水库大坝的管理范围为大坝两端以外不少于五十米的地带（或者

以山头、岗地脊线为界），以及大坝背水坡脚以外五十米至一百米内的地带；保护

范围为管理范围以外二十米至五十米内的地带。”第二十九条规定：“在水利工程

管理范围内，禁止从事下列行为：（一）堆放物料，倾倒土、石、矿渣、垃圾等物

质；（二）在堤身、渠身上垦植；（三）围库造地、库区炸鱼；（四）爆破、打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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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石、取土、挖砂、建窑、开沟以及在输水渠道或者管道上开缺、阻水、挖洞；（五）

建设影响工程运行和危害工程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六）其他影响

工程运行和危害工程安全的行为。在水利工程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影响水利工程

运行、危害水利工程安全的爆破、打井、采石、取土、挖砂、开矿等活动。” 

《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农

村供水工程水源的保护范围按照《浙江省农村供水管理办法》规定执行。山塘库区

管理范围为设计洪水位，不设置保护范围，大坝两端管理范围为两端以外不少于10

米的地带，背水坡脚外管理范围为：坝高≤10米的，为10米范围内地带，坝高>10

米的，为坝高值范围内地带。” 

三、划界原则 

（1）协调一致原则：划界应加强与杭州市市域总体规划、乡镇规划中的土地利

用规划相协调与衔接，以便于实施与管理。若水库、山塘划界与相关规划有冲突，

按《浙江省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条例》执行。  

（2）以人为本的原则：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可与库区居民实际分布、村庄布

局规划相结合，在不影响水域功能的前提下，水域形态可适当调整。  

（3）可控原则：为便于主管单位今后对水库、山塘的有效管理，管理范围线起

始点及转角均标出控制点及控制点坐标。  

（4）可操作性原则：划界方案成果是水利工程管理的基本依据，因此划界成果

应便于操作。  

（5）多方参与原则：划界方案确定后，应征求有关部门及相关乡镇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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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划界范围 

按照《浙江省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水库库区的管理范围

为校核洪水位或者库区移民线以下的地带，保护范围为上述管理范围以外五十米至

一百米内的地带；小型水库大坝的管理范围为大坝两端以外不少于五十米的地带（或

者以山头、岗地脊线为界），以及大坝背水坡脚以外五十米至一百米内的地带，保

护范围为管理范围以外二十米至五十米内的地带。 

按照《浙江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

（浙水科〔2016〕6号）第三条规定，农村供水工程水源的保护范围按照《浙江省农

村供水管理办法》规定执行。山塘库区管理范围为设计洪水位，不设置保护范围；

大坝两端管理范围为两端以外不少于10米的地带，背水坡脚外管理范围为：坝高≤

10米的，为10米范围内地带，坝高＞10米的，为坝高值范围内地带。 

对照水库实际和法规要求，板壁山等2座小型水库及塘子坞等5座重要山塘管理

和保护范围确定划界范围如下： 

1）板壁山水库：板壁山水库是一座以灌溉为主的小（2）型水库。其库区管理

范围确定为校核洪水位72.87m（300年一遇）以下的地带，保护范围为上述管理范围

以外50m的地带；大坝的管理范围为大坝两端以外50m的地带（若期间遇山头、岗地

脊线等，则以之为界）（水平投影距离，下同），以及大坝背水坡脚以外50m的地

带，保护范围为管理范围以外20m的地带。 

2）光明寺水库：光明寺水库是一座以灌溉为主的小（2）型水库。其库区管理

范围确定为校核洪水位93.96m（200年一遇）以下的地带，保护范围为上述管理范围

以外50m的地带；大坝的管理范围为大坝两端以外50m的地带（若期间遇山头、岗地

脊线等，则以之为界），以及大坝背水坡脚以外50m的地带，保护范围为管理范围

以外20m的地带。 

3）塘子坞山塘：塘子坞山塘是一座以防洪为主的山（1）型山塘，坝高13.2m。

其库区管理范围确定为设计洪水位25.80m（20年一遇）以下的地带；大坝的管理范

围为大坝两端以外10m的地带，以及大坝背水坡脚以外13.2m的地带。 

4）杭渣坞山塘：杭渣坞山塘是一座以生活用水、森林防火备用水源和环境景观

用水为主的山（1）型山塘，坝高16.1m。其库区管理范围确定为设计洪水位95.09m

（20年一遇）以下的地带；大坝的管理范围为大坝两端以外10m的地带，以及大坝

背水坡脚以外16.1m的地带。 

5）龙尾巴山塘：龙尾巴山塘是一座以生活用水、森林防火备用水源和环境景观

用水为主的山（1）型山塘，坝高23.77m。其库区管理范围确定为设计洪水位124.61m

（20年一遇）以下的地带；大坝的管理范围为大坝两端以外10m的地带，以及大坝

背水坡脚以外23.77m的地带。 

6）石塘坞山塘：石塘坞山塘是一座山（1）型山塘，坝高11.9m。其库区管理范

围确定为设计洪水位52.22m（20年一遇）以下的地带；大坝的管理范围为大坝两端

以外10m的地带，以及大坝背水坡脚以外11.9m的地带。 

7）西穆坞山塘：西穆坞山塘是一座山（1）型山塘，坝高10.8m。其库区管理范

围确定为设计洪水位43.23m（20年一遇）以下的地带；大坝的管理范围为大坝两端

以外10m的地带，以及大坝背水坡脚以外10.8m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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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划界内容 

根据有关法律文件、规程规范，为便于控制与管理，本次板壁山等2座小型水库

及塘子坞等5座重要山塘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如下： 

1、小型水库 

1）管理范围的划定 

大坝的管理范围为大坝两端以外50m的地带（若期间遇山头、岗地脊线等，则

以之为界）（水平投影距离，下同），以及大坝背水坡脚以外50m的地带。 

库区的管理范围为校核洪水位以下区域。 

2）保护范围的划定 

大坝的保护范围为管理线外20m内的地带。 

库区的保护范围为管理线外50m内的地带。 

2、重要山塘 

1）管理范围的划定 

大坝的管理范围为大坝两端以外10m的地带（若期间遇山头、岗地脊线等，则

以之为界），大坝背水坡坡脚以外管理范围为：坡脚坝高≤10米的，为10米范围内

地带，坝高＞10米的，为坝高值范围内地带。 

库区的管理范围为设计洪水位以下区域。 

不设置保护范围。 

具体详见表1、表2： 

 

 

 

 

 

 

 

表 1                    小型水库管理和保护范围情况表 

序号 库名 
总库容 

（万m
3） 

校核洪水位 

（m） 

管理范围 

（亩） 

保护范围 

（亩） 

1 板壁山水库 68.37 
72.87

（P=0.33%） 
190.22 134.96 

2 光明寺水库 12.44 93.96（P=0.5%） 63.11 95.00 

 

表 2                      重要山塘管理范围情况表 

序号 库名 
总库容 

（万m
3） 

设计洪水位 

（m） 

坝高 

（m） 

管理范围 

（亩） 

1 塘子坞山塘 5.4 
25.80 

（P=5%） 
13.2 28.11 

2 杭渣坞山塘 9.0 
95.09 

（P=5%） 
16.1 29.84 

3 龙尾巴山塘 7.0 
124.61

（P=5%） 
23.77 27.78 

4 石塘坞山塘 5.86 
52.22 

（P=5%） 
11.9 22.88 

5 西穆坞山塘 5.47 
43.23 

（P=5%） 
10.8 30.29 

 

3、划界基础资料及精度控制  

1）以测量提供的1：1000地形图为基础；  

2）界桩设置在管理范围的边界上，每公里不少于1个，非直线段适当加密；拐

点处设置1个，同时结合管理需要、行政界等地进行加密设置。 

3）划界的成果以坐标点形式给出，坐标点的精度要控制在两点之间弧度不小于

3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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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1、本次划界方案在《浙江省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条例》基础上，尊重周边水工建

筑物布置情况、河道的走向，从易于实施角度，对杭州市西湖区小型水库及重要山

塘的管理和保护范围进行明确，将成为今后水库、山塘管理和保护的基本依据。 

2、本次水库及山塘管理与保护范围只划界、不确权，不作征地及移民拆迁补偿，

原土地权属关系及性质不变；同时，为明确水库管理要求，工程管理线的起始点及

转角设置控制点及相应坐标。 

3、根据《浙江省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条例》，水库管理范围内禁止以下6类行为：

（一）堆放物料，倾倒土、石、矿渣、垃圾等物质；（二）在堤身、渠身上垦植；

（三）围库造地、库区炸鱼；（四）爆破、打井、采石、取土、挖砂、建窑、开沟

以及在输水渠道或者管道上开缺、阻水、挖洞；（五）建设、规划和审批影响工程

运行和危害工程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六）其他影响工程运行和危

害工程安全的行为。 

保护范围内禁止以下行为：从事影响水利工程运行、危害水利工程安全的爆破、

打井、采石、取土、挖砂、开矿等活动。 

4、划界方案须征求西湖区国土、水利、农林等部门意见。若部分广电、电信、

移动等单位线路仍在水库（山塘）库区管理线以下，要求相关单位做好线路迁移工

作。 

5、划界成果详见附图01～附图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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