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湖流域防洪规划（简本）

前　 　 言

太湖流域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城市集中，流域内平原地区地势低洼，洪涝灾害

频繁而严重。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编制的《太湖流域综合治理总体规划方案》已实施完

成，对流域防洪建设和管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流域下

垫面和水情、灾情、工情发生了很大变化。１９９８ 年长江、松花江发生大水后，水利

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布置开展了太湖流域

防洪规划编制的工作。

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组织流域内各省（市）有关部门，在总结以往有关规

划、研究成果、太湖治理和抗御 １９９９ 年流域特大洪水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调查、收

集及勘测，获取了最新的经济社会、水文、地形地质资料，开展了大量的基础及专题

研究工作，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中央水利工作方针，结合新的形势，考虑流域

经济社会发展和下垫面情况变化，分析拟定了不同暴雨典型的设计洪水，复核了原

规划治太工程的防洪能力，提出了防洪规划布局，以及防洪工程和防洪非工程措

施，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编制了环境影响评价章节，完成了

《太湖流域防洪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按照国务院的要求，编制完成了《关于加强太湖流域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防洪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２００１ 年经国务院批

转执行，对 １９９９太湖流域特大洪水后的流域防洪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规划》在

此基础上，按照可持续发展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要求，对今后 ２０ 年太湖流域的

防洪建设和管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部署，对进一步完善太湖流域防洪体系，提高

防洪能力，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规划》对流域防洪有关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广泛听取了专家

意见，反复征求了流域内各省（市）有关部门的意见。２００５ 年 ６ 月，水利部组织召

开太湖流域防洪规划审查会，邀请各方面专家、流域内各省（市）人民政府和国务

院有关部门，对《规划》进行了审查。《规划》征求流域内各省（市）人民政府和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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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有关部门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报请国务院审批后，用以指导今后 ２０年太湖流域的防洪工作，是

２１世纪初期太湖流域防洪建设和管理的基础和依据。

第一章　 防洪形势

一、流域概况

太湖流域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南翼，呈周边高、中间低的碟状地形，行政区划分属江苏省、浙江

省、上海市和安徽省，总面积 ３６８９５平方公里，２００３年人口 ３６８１ １万人，耕地面积 ２２０９ ６万亩。太

湖流域平原地区面积 ２９５５７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 ８０％，地面高程往往低于洪水位。

太湖流域河道总长约 １２万公里，河道密度达每平方公里 ３ ２５ 公里，以太湖为中心，分上游水

系和下游水系。上游水系包括苕溪水系、南河水系及洮蟢水系等；下游水系包括黄浦江水系、北部

沿江水系和南部沿杭州湾水系。京杭运河穿越流域腹地及下游诸水系。流域湖泊面积 ３１５９ 平方

公里，其中太湖湖区水面积 ２３３８平方公里。

流域分为湖西区、浙西区、太湖区、武澄锡虞区、阳澄淀泖区、杭嘉湖区、浦西区和浦东区 ８个水

利分区。其中湖西区、浙西区和太湖区为流域上游区，其他为下游区。

二、洪水特征

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 １１７７毫米，年际变化明显，年内雨量分配不均。６—７ 月为梅雨期，降雨

历时长、总量大、范围广，易造成流域性洪涝。８—１０月为台风多发期，台风暴雨降雨集中、强度大，

易造成区域性洪涝。风暴潮增水引起沿海沿江高潮位，易导致濒江临海地区受灾。

流域平原地势低洼、平坦，地面坡降在 １ ／ １０ 万—１ ／ ２０ 万，河道水面比降小，排水速度慢；洪水

外排受东海半日潮汐顶托，排水时间短、难度大，洪涝滞蓄时间长，易加重洪涝灾害。１９９９ 年洪水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流域发生的最大洪水，最大 ９０日洪量为 ２６７ ２亿立方米，其中最大 ３０ 日洪量为

１７９ ９亿立方米，均超过 １００年一遇。

三、洪涝灾害

太湖流域特殊的气候及地形地貌特征使得太湖流域洪涝灾害频繁，灾害损失严重。

新中国成立以来，相继发生 １９５４ 年、１９９１ 年大洪水和 １９９９ 年特大洪水。１９５４ 年太湖水位

达 ４ ６５ 米，流域近 ２５％平原受灾。１９９１ 年太湖水位高达 ４ ７９ 米，流域受灾农田 ９４１ 万亩，受灾

人口 １１８２ 万人，当年直接经济损失达 １１３ ９ 亿元。１９９９ 年太湖水位最高达 ４ ９７ 米，超过环湖

大堤设计水位 ０ ３１ 米，流域受淹农田 １０３１ 万亩，受灾人口达 ７４６ 万人，当年直接经济损失达

１４１ ２５ 亿元。

台风暴潮增水引起高潮位，导致潮水漫溢或冲毁堤岸，造成濒江临海地区局部灾害。地处流域

下游和沿海的地区，夏秋两季常受台风暴雨袭击，降雨强度大且集中，如适逢天文高潮和上游洪水

下泄，往往造成更大灾害。１９８１年的 ８１１４号热带气旋、１９９７ 年 ９７１１ 号热带气旋、２０００ 年的“派比

安”、“桑美”热带气旋等，造成潮水漫堤，居民家中进水，企业浸水停产，农田受淹，房屋倒塌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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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

四、防洪形势

太湖流域城市、人口、财富高度集中，已初步形成以特大城市上海市为中心的城市群体，２０００

年城市化水平达 ６９ ７％。太湖流域防洪体系建设直接关系到长江三角洲核心区域，特别是上海、

杭州、苏州、无锡、嘉兴、湖州等大中城市和重要基础设施的防洪安全。

１９９１年太湖流域大水后，国务院决定全面实施《太湖流域综合治理规划方案》确定的太湖流域

综合治理骨干工程，包括：望虞河、太浦河、杭嘉湖南排、杭嘉湖北排通道、环湖大堤、湖西引排、红旗

塘、东西苕溪防洪、扩大拦路港泖河及斜塘、武澄锡引排及黄浦江上游干流防洪工程。规划方案以

防洪除涝为主，统筹考虑航运、供水、水资源保护和水环境改善等方面需求。防洪以 １９５４年降雨洪

水为设计标准，其全流域平均最大 ９０天降雨量约相当于 ５０年一遇。

太湖流域综合治理骨干工程已基本实施完成，打通了太湖排洪通道，改变了太湖防洪有网无纲

的状况，初步形成了以治太骨干工程为主体，联同上游水库、区域河道、平原圩区和江堤海塘等工程

组成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治太骨干工程的建设提高了流域整体防洪能力，也为流域水资源配置、

水环境改善提供了基础条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９年出现了对流域防洪更为不利的成灾降雨典型，降雨时空分布更为集中，流域成

灾暴雨的雨日天数由 １９５４年的 ９０日缩短为 ３０— ６０ 日。原太湖流域综合治理规划标准已达不到

防御流域不同降雨典型的 ５０年一遇洪水标准，流域、部分城市及区域防洪能力明显偏低。

太湖流域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类活动频繁，土地开发利用程度高，城镇面积扩大，河湖水面积

减少，圩区排涝能力增强、地面沉降、河道淤积严重等，降低了已建工程的防洪除涝能力，增加了防

洪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防洪减灾体系不完善，洪涝矛盾突出，部分已建工程标准不足，调度运行

现代化水平不高，防洪安全管理薄弱；流域洪水蓄泄能力明显不足，洪水威胁依然存在，洪涝灾害仍

是制约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章　 指导思想及规划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健全和完善防洪减灾体系，支撑流域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给洪水以出路，适度承担洪涝风险，合理利用雨洪资

源，实现洪水控制向洪水管理的转变。坚持依法治水、科学治水、团结治水，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规律，大力推进太湖流域水利现代化建设。

二、基本原则

太湖流域防洪规划应坚持和体现以下原则：

１ 水利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化和环境建设相协调，并适度超前。建设与流域经济社会

发展相适应的防洪减灾体系，提高流域防御洪涝灾害的能力，增强水资源调控能力；同时，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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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也应考虑地区具体防洪条件，合理安排城市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

２ 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防洪建设统筹考虑流域水资源配置和水环境改

善，以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协调流域、区域、城市的防洪布局，保障

流域防洪安全，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上游与下游、防洪与除涝，以及防洪减灾与水资源开发利用、

优化配置、管理和保护等综合利用的关系。

３ 蓄泄兼筹、洪涝兼治。正确处理洪水的蓄、滞、泄关系，以太湖洪水安全蓄泄为重点，统筹安

排流域泄洪和地区排涝。以现有流域防洪工程为基础，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结合区域防洪除涝

工程，做到蓄泄兼筹、洪涝兼治。

４ 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防灾与减灾并举，建设与管理并重。推行洪水管理，试行

洪水保险制度，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

５ 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统一规划，分级实施，确保重点，兼顾一般，区分轻重缓急，考虑远近

结合，分期实施，完善防洪减灾体系。

三、防洪减灾目标

（一）总体目标

按照与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要求，坚持兴利除害相结合，以流域现有防洪减灾体系为基

础，以防洪安全为重点，综合考虑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水环境保护，形成流域、城市和区域三个层次

的防洪格局。建成标准协调、调度科学、运行高效、质量达标、管理规范、法制健全的现代化防洪减

灾体系。实行洪水风险管理，健全防洪安全管理体制，全面建立防洪安全保障体系。遇设计标准内

洪水，可保障流域整体防洪安全；遇超标准洪水，有切实可行的防御方案，减少洪涝灾害损失，保障

流域经济活动基本正常和社会生活稳定。

今后 ２０年，流域达到防御不同降雨典型 １００ 年一遇的洪水标准；遇 １９９９ 年实况洪水，能确保

流域重点保护对象防洪安全。区域基本达到防御 ５０ 年一遇洪水标准。城市防洪达到国家规定的
防洪标准。

（二）近期目标

近期 １０年，在现有防洪减灾体系的基础上，补充和完善必要的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基本形成完
整的防洪减灾体系，初步实现流域水利现代化。近期流域能防御不同降雨典型的 ５０ 年一遇洪水，

重点工程建设与防御流域 １００年一遇洪水的标准相衔接。

建成流域洪水预报、预警、调度、决策及灾情评估系统，建设防洪与水资源调度系统，推行洪水

风险管理，完善防洪安全管理措施，落实防御超标准洪水对策。

城市防洪基本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区域防洪标准由 １０—２０年一遇提高到 ２０—５０ 年一
遇；除涝标准达到 １０—２０年一遇。

第三章　 防洪总体规划

一、防洪保护区

流域防洪保护区总面积 ２３６６４ 平方公里。２０００ 年区内国内生产总值 ９３９０ ８ 亿元，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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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３４ ４万人，平均人口密度 １５３３人 ／平方公里，人均 ＧＤＰ 为 ２６０００元，单位面积 ＧＤＰ 为 ４０７３ ６ 万

元 ／平方公里。预测 ２０１０年区内国内生产总值 １６８７０ 亿元，人口 ３６８７ 万人；２０２０ 年区内国内生产

总值 ３０３９３亿元，人口 ３８８８万人。

二、防洪总体布局

按照流域防御 １００年一遇洪水的要求，以治太骨干工程为基础，以太湖洪水安全蓄泄为重点，

充分利用太湖调蓄，妥善安排洪水出路，完善洪水北排长江、东出黄浦江、南排杭州湾的流域防洪工

程布局，形成流域、城市和区域三个层次相协调的防洪格局，健全工程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防洪

减灾体系。

巩固、提高环湖大堤安全度和防洪标准，提高流域洪水蓄滞能力和水资源调蓄能力。遇 １９９９

年实况洪水能保障环湖大堤安全。

扩大望虞河行洪能力，实行两岸有效控制，统筹安排西岸地区排水出路；延伸拓浚新孟河、新沟

河等沿江引排河道，增加流域和区域北向长江的泄洪和引水能力。

扩大太浦河行洪能力，实施两岸有效控制，兼顾杭嘉湖地区排涝，完善相应地区防洪安全措施；

综合整治东太湖，实施吴淞江行洪工程，提高流域东出黄浦江能力，改善下游地区排水条件和水

环境。

拓浚平湖塘，新辟出杭州湾口门，增建南排杭州湾泵站，延伸扩大长山河等骨干河道，增加涝水

南排杭州湾能力。

实施城市及区域防洪工程，提高城市自保能力，疏浚整治区域性骨干排水河道，实施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建设上游水库，加强圩区建设管理和滨湖地区治理，实施水土保持。

加强流域防洪安全管理，理顺流域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体制，强化流域管理；建立和健全流域

水管理法规和制度；加强监测，提高流域洪水和水资源科学调度水平，维护流域水工程设施的良性

运行。

根据流域整体防洪需要，本着统筹兼顾、近远结合、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原则，按《若干意

见》，近期流域防御不同降雨典型 ５０年一遇洪水的目标，根据工程的重要性、建设条件和资金筹措

等，选择部分实施条件成熟的工程项目，复核其防洪能力，作为近期防洪建设的重点。

规划近期实施的流域防洪工程包括：环湖大堤后续工程、望虞河后续工程、太浦河后续工程、新

孟河延伸拓浚工程、平湖塘延伸拓浚工程、吴淞江行洪工程（上海段）。

根据需要与可能，其他工程视建设条件，统筹安排，在近期择机组织开工实施，主要包括：吴淞

江行洪工程（江苏段）、延伸扩大长山河等南排工程、新沟河延伸拓浚工程、东西苕溪防洪后续工

程，大泖港、金汇港河道治理工程，完善区域骨干配套河道、水库建设及除险加固工程和主要城市防

洪工程等。

三、设计暴雨和设计洪水

太湖流域防洪保护区属平原河网地区，地势平坦，水面比降小，河网密布，互相连通，受降雨中

心及河口潮汐等影响，其流向往复不定。另外，人类活动对河道水位和水量交换影响也较大。由于

缺少系统的实测断面流量资料，而流域降雨资料较丰富，因此采用设计暴雨并运用太湖流域产水模

型模拟河网入流过程，间接推求设计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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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计暴雨

以 １９５４年、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９年最大 ９０日降雨过程作为设计暴雨典型，采用时空同倍比或分时段

同频率缩放推求设计暴雨，确定了“５４ 实况”（“５４ 同倍比”）、“９１ 上游”、“９１ 北部”、“９９ 南部”４

种雨型的 ５０年一遇和 １００年一遇设计暴雨。

（二）设计洪水

流域 ５０年一遇设计洪水最大 ９０日洪量为 ２２４ ３ 亿—２３４ １ 亿立方米，其中最大 ３０ 日洪量为

１４７ ６亿—１４９ ０亿立方米。

流域 １００年一遇设计洪水最大 ９０日洪量为 ２４７ ２亿—２６０ ２亿立方米，其中最大 ３０日洪量为

１６３ １亿—１７０ ０亿立方米。

设计洪水成果见附表 １和附表 ２。

四、洪水安排

（一）太湖防洪设计水位

规划 １００年一遇太湖防洪设计水位 ４ ８０米。

（二）洪水总量安排

遇 １００年一遇 ９１年型洪水，造峰时段（３９ 日）流域总洪量为 １７９ ８ 亿—１８４ ９ 亿立方米，北排

长江 ５８ １亿—６３ １亿立方米，东出黄浦江 ４７ ２亿—４７ ７亿立方米，南排杭州湾 １７ ７亿—１６ ７亿

立方米，太湖调蓄 ２８ ２亿—２８ ５亿立方米。

遇 １００年一遇 ９９ 年型洪水，造峰时段（３０ 日）流域总洪量为 １５９ １ 亿立方米，北排长江 ３３ ２

亿立方米，东出黄浦江 ３３ ８亿立方米，南排杭州湾 １５ １亿立方米，太湖调蓄 ３９ ８亿立方米。

（三）规划工程排水量

望虞河工程：遇 １００年一遇 ９１年型洪水，造峰时段承泄太湖洪水 １２ ９ 亿—１３ ７ 亿立方米；遇

１００年一遇 ９９年型洪水，造峰时段承泄太湖洪水 ６ ４亿立方米。

太浦河工程：遇 １００年一遇 ９１年型洪水，造峰时段承泄太湖洪水 １４ ８ 亿—１４ ９ 亿立方米，杭

嘉湖北排涝水 ３ ５亿—４ １亿立方米；遇 １００年一遇 ９９年型洪水，造峰时段承泄太湖洪水 ５ ７亿立

方米，杭嘉湖北排涝水 ４ ４亿立方米。

吴淞江工程：遇 １００年一遇 ９１年型洪水，造峰时段承泄太湖洪水 ５ ８ 亿— ６ ６ 亿立方米，至苏

沪边界，排水量为 ８ ９亿—９ １亿立方米；遇 １００年一遇 ９９ 年型洪水，造峰时段承泄太湖洪水 ３ １

亿立方米，至苏沪边界，排水量为 ５ ６亿立方米。

新孟河工程：遇 １００年一遇 ９１ 年型洪水，造峰时段入长江水量为 ７ ５ 亿—７ ９ 亿立方米；遇

１００年一遇 ９９年型洪水，造峰时段入长江水量为 ３ ３亿立方米。

杭嘉湖南排工程：遇 １００年一遇 ９１年型洪水，造峰时段杭嘉湖入杭州湾水量为 １６ ７ 亿—１７ ７

亿立方米；遇 １００年一遇 ９９年型洪水，造峰时段杭嘉湖入杭州湾水量为 １５ １亿立方米。

新沟河工程：遇 １００年一遇 ９１ 年型洪水，造峰时段入长江水量为 ２ ９ 亿—３ ３ 亿立方米；遇

１００年一遇 ９９年型洪水，造峰时段入长江水量为 １ ６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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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流域防洪工程规划

一、环湖大堤后续工程

按防御流域 １００年一遇洪水标准设计，１９９９ 年实况洪水位复核。东段堤防级别暂定为 ２ 级，

西段堤防级别暂定为 ３级，重点堤段可适当提高等级。堤顶高程维持原设计 ７ ０—７ ８ 米不变，部

分堤段采取消浪或允许越浪的工程措施。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堤身土方填筑、堤后填塘固基、堤前抛石、护砌及防浪墙加固加高、堤后内

青坎护砌、堤顶防汛公路、穿堤建筑物加固改建、入湖河道拓浚等，统筹安排上游滨湖地区治理

工程。

二、望虞河后续工程

按防御流域 １００年一遇洪水标准设计。穿京杭运河立交及常熟枢纽级别为 １ 级（已建部分按

２级建筑物进行安全复核），干河堤防、护岸及支河口门控制建筑物级别为 ３级。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扩大河道底宽，相应扩大穿京杭运河立交及常熟枢纽规模，加固改造已建

工程，对望虞河两岸沿线口门实施有效控制，统筹安排西岸排水出路，研究延伸拓浚走马塘等工程

方案的可行性等。

三、太浦河后续工程

按防御流域 １００年一遇洪水标准设计。太浦闸级别为 １级，其他支河建筑物级别为 ３级。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太浦闸除险加固工程，疏浚太浦闸上引河、闸下至平望段河道及部分穿湖

荡段；拟设太浦河穿京杭运河立交涵洞，落实相应配套措施；增建南岸口门控制建筑物，增设杭嘉湖

北排入太浦河泵站；加高加固堤防，完善防汛公路、上堤公路，堤后填塘固基等。

四、新孟河延伸拓浚工程

按防御流域 １００年一遇洪水标准设计。枢纽工程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２级，两岸堤防、护岸级别

为 ３级。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延伸拓浚新孟河，拓浚湟里河，入湖河道初选拓浚漕桥河，建设江边枢纽及

穿京杭运河、武宜运河立交工程等。

综合考虑防洪和引水要求，合理选定河线，优化工程规模。

五、吴淞江行洪工程

按防御流域 １００年一遇洪水标准设计。入江枢纽工程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１ 级，其他枢纽工程

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２级，两岸堤防、护岸级别为 ３级。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拓浚吴淞江、蕴藻浜、罗蕴河、新川沙河，新建新川沙河枢纽，改建蕴西、蕴

东水利枢纽，新建苏州河西闸。初拟吴淞江与大运河交叉建筑物采用立交方式，进一步研究吴淞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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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支河口门控制的必要性。

六、东太湖疏浚整治工程

疏浚从东茭嘴至瓜泾口闸的主行洪通道。疏浚规模及恢复大缺港通道方案需结合东太湖综合

治理以及吴淞江行洪工程规划进一步研究确定。

七、扩大杭嘉湖南排工程

按流域防御 １００年一遇洪水标准设计。出海枢纽级别为 １ 级，排水干河堤防及建筑物级别为

３级。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延伸拓浚平湖塘，新建独山排涝节制闸，延伸拓浚长山河，增设长山河、南

台头及杭州三堡排涝泵站工程等。

八、东西苕溪防洪后续工程

西险大塘和导流东大堤堤防级别分别为 １级和 ２级。西险大塘按防御 １００年一遇洪水标准设

计；导流东大堤防洪标准与环湖大堤一致。

西苕溪干流按防御 ２０年一遇洪水标准设计，河道堤防级别为 ３级。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对西险大塘及导流东大堤堤防实施加固，对局部河段进行拓浚整治，实施

导流西岸整治工程，拓浚整治西苕溪干流及长兴分洪道工程等。

九、新沟河延伸拓浚工程

新沟河江边枢纽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２级；三山港、五牧河穿京杭运河立交主要建筑物以及河道

堤防工程建筑物级别为 ３级。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延伸拓浚河道，新建江边枢纽、穿京杭运河立交工程、沿线主要跨河桥梁及

配套建筑物等。

十、大泖港、金汇港河道治理工程

大泖港防洪工程：整治河道、加固加高堤防、加固支河水闸。

大泖港上游河道防洪工程：整治掘石港、胥浦塘等河道，加高加固堤防，新建及加固支河水闸，

建设防汛道路、管理设施及绿化工程等。研究嘉兴中心河拓浚的必要性。

金汇港拓浚工程：拓浚浦东区金汇港，相应改扩建南入杭州湾、北联黄浦江水利枢纽，初拟增建

南排杭州湾泵站。

十一、水库工程

建设胜天、老虎潭、合溪、凤凰、油车等水库，并对老石坎、对河口、青山、沙河、大溪等大型水库

进行除险加固。

十二、水土保持规划

太湖流域共有水土流失面积 １６２４ ７平方公里，近期完成综合治理水土流失 ６０％，远期完成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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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治理水土流失 ８０％。

上游山丘区以小流域为单元，开展坡耕地、荒坡、疏林地和沟壑的治理。

平原区加强河道整治，保护河岸坡面的植被绿地，建设护岸工程，对城市开发区和主要交通干

线的基本建设活动进行规范管理，防止人为的水土流失。

严格执行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申报审批制度和建设项目的主体工程与水土保持设施“三同

时”制度，加大监督执法力度。

太湖流域防洪规划主要工程见附表 ３。

第五章　 区域防洪规划

根据河道水系、地形及洪涝特点，流域分成湖西区、浙西区、太湖区、武澄锡虞区、阳澄淀泖区、

杭嘉湖区、浦西区和浦东区 ８个水利分区。各区域因气象、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及人类活动影响的

差异，暴雨洪水特性有所不同。因此，根据各区域洪涝灾害特点和规律，研究防洪除涝对策是十分

必要的。

本章包括湖西区、武澄锡虞区、阳澄淀泖区、杭嘉湖区及浙西区 ５ 个水利分区的防洪规划。太

湖区的滨湖区列入阳澄淀泖区。浦东区、浦西区列入上海市城市防洪规划统一考虑。

一、湖西区

近期：区域防洪标准总体达到 ２０年一遇，并向防御 ５０ 年一遇洪水过渡；南渡以西山丘区和通

胜地区防洪标准为 １０年一遇。除涝标准为 １０—２０年一遇。

远期：区域防洪标准总体上达到 ５０年一遇，南渡以西和通胜地区为 ２０年一遇。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通江河道疏浚，按照流域防洪及引水要求，合理安排入湖河道规模。拓浚

入洮湖河道和洮湖、蟢湖间沟通河道，建设县级城市防洪工程，圩区堤防和配套建筑物加固及南渡

以西蓄滞洪区建设。

研究茅山运河的远景工程规划。

二、武澄锡虞区

近期：区域防洪标准为 ２０年一遇，并向 ５０年一遇过渡。除涝标准为 ２０年一遇。

远期：区域防洪标准达到 ５０年一遇。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进一步疏浚各通江河道，扩建澡港泵站，扩大北排入江能力；结合望虞河西

岸控制工程，妥善安排涝水出路，加强低洼地区治理；统筹考虑太湖水资源保护和改善区域水环境

的要求，研究新增入江河道的可行性。

三、阳澄淀泖区

近期：区域防洪标准逐步向 ５０年一遇过渡。除涝标准为 ２０年一遇。

远期：区域防洪标准达到 ５０年一遇。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拓浚杨林塘、白茆塘、七浦塘等入江河道；结合航道规划整治苏申外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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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牵牛河，打通明镜荡等。

研究运东控制线的必要性。

四、杭嘉湖区

区域防洪标准为 ５０年一遇。

城镇除涝标准为 ２０年一遇 ２４小时雨量一日排出；农村圩区 １０ 年一遇一日雨量二日排出，积

水深不大于作物耐淹深度。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拓浚长水塘、洛塘河、吕眆塘等内部河道，整治大钱港、罗、幻、濮、汤

等入湖港，新建上塘片泵闸，拓浚配套河道。

五、浙西区

西险大塘及导流东大堤防洪标准达到 １００年一遇；长兴平原达到 ５０年一遇；平原圩区、土斗区

达到 ２０年一遇；其他农业耕作区达到 １０—２０年一遇。

城镇除涝标准为 ２０年一遇 ２４小时雨量一日排出；农村圩区 １０ 年一遇一日雨量二日排出，积

水深不大于作物耐淹深度。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西苕溪晓云土斗滞洪区，圩区治理工程等。

太湖流域各分区防洪建设主要措施见附表 ４。

第六章　 主要城市防洪规划

流域内有特大型城市上海及杭州、苏州、无锡、常州、嘉兴和湖州 ７座重要城市。除杭州市因辖

区调整外，太湖流域主要城市防洪规划已通过审查，部分城市防洪工程已基本完成。

一、上海市

黄浦江干流及主要支流按国家批准的 １０００年一遇高潮位设防。海堤防潮标准：城市化地区为

２００年一遇高潮位加 １２级风；非城市化地区为 １００年一遇高潮位加 １１级风。

城市分片除涝标准为 ２０年一遇 ２４小时雨量一日排出。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海塘防洪（潮）工程，区域防洪除涝工程，以及市区防汛墙除险加固工

程等。

开展黄浦江河口建闸工程规划前期工作，择机建设。

二、杭州市

城区钱塘江北岸海堤按 １００年一遇高潮位加 １２级风设防，其中钱塘江大桥至三堡船闸城区段

按 ５００年一遇高潮位设防。上泗片单独设防，防洪标准为 ５０年一遇；西湖水系防洪标准为 ５０ 年一

遇；山溪性河流根据沿溪两岸防洪保护区的重要性，防洪标准为 １０—２０年一遇。

建成区及规划城区除涝标准为 ２０年一遇 ２４小时雨量一日排出。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钱塘江及其支流防洪堤及排水口门整治工程，西湖防洪工程，河道整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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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低洼圩区电排工程等。

三、苏州市

城市中心区面积 ７４平方公里，防洪标准为 ２００ 年一遇；新区、工业园区、吴中区、相城区、浒关

区均为 １００年一遇。

除涝标准为 ２０年一遇 ２４小时雨量一日排出。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新建控制建筑物，新建排涝泵站，拓浚整治河道，加高加固护岸等。

四、无锡市

城市中心区面积 １５６ 平方公里，防洪标准为 ２００ 年一遇；其他城区为 ５０—１００ 年一遇；山洪防

治标准为 １０—２０年一遇。

除涝标准为 ２０年一遇。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运东片大包围、运西片防洪工程，山洪防治工程等。

五、常州市

城市中心区防洪标准为 ２００年一遇，其他城区为 １００年一遇。

除涝标准为 ２０年一遇 ２４小时雨量一日排出。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和改建水闸，新建排涝泵站，疏浚整治河道、堤防护岸工程等。

六、嘉兴市

城市规划区防洪标准达到 １００年一遇。

除涝标准为 ２０年一遇。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堤防、防洪闸站、河道拓浚工程等，结合城市开发和河道整治规划对市区内

河道全面整治。

七、湖州市

城区防洪标准为 １００年一遇。

除涝标准为 ２０年一遇 ２４小时雨量一日排出。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堤防、防洪闸站、河道拓浚工程等。

太湖流域城市防洪建设主要措施见附表 ５。

第七章　 非工程措施规划

一、流域防洪与水资源调度系统建设

流域防洪与水资源调度系统建设包括覆盖全流域的信息采集系统、通讯系统、计算机网络系

统、防汛决策支持系统。同时，建设流域主要控制线监控及重点工程自动控制系统，提高流域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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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能力和洪水调度水平。

（一）水文基础设施建设

水文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内容包括水文站网建设、水文巡测队建设和流域水文基本设施建设等。

水文站网建设范围近期包括流域内向太湖局报汛的水文站点，远期包括流域内所有水文站点。

水文巡测队建设范围包括流域水文巡测基础设施建设、设备配备及人员培训等。根据水利部《水

文基本设施建设实施意见》开展水文基本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水尺标石网点的规划建设。

（二）防洪与水资源调度系统建设

规划建设内容包括数据通信骨干网及信息交换平台、信息采集系统、水利工程远程监控管理系

统、流域数据中心（ＢＤＣ）、决策支持系统等。

数据通信骨干网及信息交换平台为通信提供信道，保证流域内信息资源共享和信息传输；信息

采集系统完成水情、工情、险情、灾情信息的采集和报送；决策支持系统对各种实时信息进行收发和

分析处理，在此基础上进行信息检索、模型计算、统计分析、方案选择和评估等工作，为防洪与水资

源调度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防洪安全管理

（一）河湖水域管理

禁止围湖和侵占水面，有计划地实施退渔（田）还湖，清淤除障，维护河湖水面率；恢复河湖调

蓄洪水能力，保护湿地，改善生态环境；加强对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的管理；制定河道的疏

浚计划，加强对船舶的管理；加强河湖动态监督管理，防止水事纠纷。

（二）圩区建设管理

圩区治理与流域、区域治理相协调。圩区建设遵循洪涝兼顾的原则，服从流域规划，合理控制

圩区排涝标准，加强圩区在汛期的合理调度，严格控制联圩并圩，不得将湖荡等大水面围入圩内，不

得减少圩外河道行洪能力。制定圩区治理专项规划。

（三）严格实施规划保留区制度

《规划》确定的工程建设用地，经工程所在地的土地管理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地区

核定，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批准后，划定规划保留区。规划保留区内的土

地为防洪工程建设专用，任何地方、部门和个人不得建设与防洪无关的其他永久建筑设施；特殊情

况下，国家工矿建设项目确需占用规划保留区内的土地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报请

批准，并征求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规划保留区划定后，应当公告。

《规划》划定规划保留区面积 １０９平方公里。

（四）地下水管理

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划定禁采区和限采区范围。超采区实行全面封井，建立

超采区地下水动态监测体系和水资源管理监督机制。严格控制新井开凿，加强地下水计划用水管

理，实施地下水回灌。

三、流域防洪调度管理

（一）流域调度组织机构建设

为加强流域各省（市）防汛工作的组织协调，统一指挥，团结抗洪，协调防洪安全与水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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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按照《防洪法》的要求，成立流域防汛抗旱指挥协调机构，建立相应工作制度，形成流域防

洪和水资源有效协调机制，组织深入研究并细化防洪调度方案及应急预案等，使各项防汛抗旱工作

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二）流域工程调度管理

工程调度需统筹兼顾、综合利用。以太湖洪水安全蓄泄为重点，在保证流域防洪安全的同时，

合理利用雨洪资源，改善水环境，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利用。通过水利工程的优化调度，协调上下游、

省市间、洪与涝、流域与区域的关系。专项研究制定流域防洪和水资源调度方案。

（三）超标准洪水防御对策

太湖防御超标准洪水的重点保护目标是：重点保护环湖大堤安全及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常

州、嘉兴、湖州等大中城市和重要基础设施的防洪安全，尽可能减少洪涝灾害损失。遇超标准洪水

时，流域防洪需努力保证环湖大堤不溃堤。各城市防洪也应制定相应的超标准洪水防御对策。

太湖流域超标准洪水防御思路是：尽量利用外排工程超泄洪水；太湖及河网适度超蓄；适当限

制圩区排涝；围湖垦殖区破圩蓄洪。

遇超标准洪水，当太湖水位超过 ４ ８０米时，执行超标准洪水预案，努力保证环湖大堤不溃决和

重要保护对象的防洪安全。

规划初拟超标准洪水防御对策：加强防洪工程泄洪调度，妥善安排地区防洪措施，主要排洪河

道全力泄洪；充分利用太湖的调蓄能力，加强环湖大堤的防御抢护；落实城市超标准洪水防御措施；

采取蓄、滞、分洪措施。

四、保障措施

（一）建立完善的流域防洪工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根据国务院颁发的《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建立职能清晰、权责明确的水

利工程管理体制，管理科学、经营规范的水管单位运行机制，市场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水利工程维

修养护体系，规范的资金投入、使用、管理与监督机制和较为完善的政策、法律支撑体系，实现防洪

工程良性运行，充分发挥防洪工程作用。

（二）改革防洪工程投融资体制

加大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主体的投资力度。制定相应的政策，调动社会各界（重点针

对防洪受益区）投资于防洪工程建设的积极性，以形成公众关注防洪、社会投资防洪的局面。积极

利用外国资本。试行 ＢＯＴ融资方式。

（三）科技保障

加强产、学、研结合，完善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加大防洪科研和科技推广投入，开展技术交流

与合作，加强科技咨询、评估、技术监督和科技信息资源利用。

（四）推进和完善工程建设管理体制改革

按照深化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积极推进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合

同管理制；规范水利基本建设市场，严格市场准入制度，使水利建设管理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相适应。

（五）开展流域洪水保险研究

开展洪水保险的前期研究；制定洪水风险图。

２５４ “十二五”国家级专项规划汇编（第一辑）

三

基
础
设
施



五、政策法规建议

制定《太湖管理条例》、《太湖流域圩区管理办法》、《防洪规划保留区划定和管理规定》及《流

域机构行政处罚权限规定》等相关政策法规。

第八章　 规划实施意见及效果评价

一、总体实施安排

规划近期实施的流域防洪建设项目主要包括：环湖大堤后续工程、望虞河后续工程、太浦河后

续工程、新孟河延伸拓浚工程、平湖塘延伸拓浚工程、吴淞江行洪工程（上海段），以及太湖流域防

洪与水资源调度系统建设。

由各省市根据轻重缓急，在近期安排实施主要城市防洪工程、区域骨干工程。

根据资金投入的可能，近期适时组织开工实施的其他流域防洪工程建设项目包括：吴淞江行洪工

程（江苏段）、延伸扩大长山河等南排工程、新沟河延伸拓浚工程、东西苕溪防洪后续工程，大泖港、金

汇港河道治理工程，完善区域骨干配套河道、水库建设及除险加固工程和主要城市防洪工程等。

远期开工实施东太湖疏浚整治工程等。开展黄浦江河口建闸工程规划前期工作，择机建设。

二、投资规模

太湖流域防洪规划流域防洪工程总投资为 ６１９ ９ 亿元。区域防洪工程总投资为 ８９ ３ 亿元。

主要城市防洪工程总投资为 ３１８ ６亿元。

三、环境影响评价

规划实施将完善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提高流域防洪除涝标准，增加从长江引水能力，为水资源

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创造条件，为改善水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群健康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奠定基础。防洪工程属非污染开发建设项目，但对局部河段的水环境、航运、泥沙淤积、占地及移民

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工程施工期对附近的环境会产生短暂的不利影响。规划工程建设遵循

环境保护管理程序，编制切实可行的移民安置规划，加强对基本农田的保护，通过采取相应的环境

保护对策措施，妥善解决环境影响。

四、实施效果评价

（一）防洪减灾作用

流域近期防洪建设任务完成后，流域防洪标准可达到不同降雨典型的 ５０ 年一遇；主要城市防

洪标准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区域防洪标准由 １０—２０ 年一遇提高到 ２０—５０ 年一遇。远期防洪建

设任务完成后，流域防洪标准可提高到不同降雨典型的 １００年一遇，遇 １９９９年实况洪水，可确保流

域重点保护对象防洪安全，为区域防洪减灾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为流域城市群的防洪减灾提供可

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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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资源配置作用

太湖流域防洪规划布局统筹考虑流域水资源利用的要求，以“一湖两河”（太湖、望虞河、太浦

河）为重点，治太骨干工程为依托，以太湖为水资源调配中心，充分利用太湖调蓄，进一步扩大流域

北向长江引水能力，新增流域引江入湖工程，增加太湖水资源量；同时补充必要的非工程措施，巩

固、完善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提高流域水资源调控能力，实现“引排结合”，为流域提供长期稳定的

供水水源，统一配置本地水资源及引江水量，满足流域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的需求。

（三）水环境改善作用

规划方案安排扩大流域北向长江、东出黄浦江、南向杭州湾排洪涝能力工程，实施区域性河道整

治和中小河道清淤疏浚，有利于改善“一湖两河”等流域重要供水水源地和河网的水质，增加流域水资

源量，加快水体置换速度，有利于改善水质，促进水资源保护，提高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能力。

（四）改善航运条件

规划新辟和拓浚河道，增加了通航里程，提高了航道等级；通过流域内防洪除涝和水资源调度

工程的建设，可降低航道的洪水位，减轻洪水期停航或限航的压力；抬高枯水位，增加通航时间。

五、经济评价及社会效益

规划防洪工程建设项目的国民经济内部收益率为 ９ ７０％，大于社会折现率 ７％；经济净现值

１９２ ３亿元，经济效益费用比 １ ４６，大于 １。流域防洪体系建设效益明显，对保障流域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流域防洪规划通过完善流域防洪工程和非工程体系，结合区域和城市防洪工程建设，可提高防

洪标准，通过对洪水“蓄、滞、泄”的科学调度，提高各地区的防洪减灾能力，避免或减少上下游的洪

涝矛盾，有利于保障社会安定团结。

附表 １　 太湖流域 ５０年一遇设计洪量统计表

单位：亿立方米

时　 段
（日）

雨　 型
统计区域

一 二 三 四

５４实况 ９１上游 ９１北部 ９９南部

３０

湖　 西 １３ ４６ ３１ ５４ ３０ ８０ ２８ ０８

武澄锡虞 ６ ６１ １２ ６３ １３ ８２ １１ ０５

阳澄淀泖 ７ ３３ １６ ６８ ２１ ６５ １６ ３８

太湖区 ６ ９６ １３ ０８ １５ ０８ １５ １８

杭嘉湖 １９ ０３ ２８ ７８ ２５ ６６ ２９ ８３

浙　 西 １７ ６６ ２３ １０ １７ ８１ ２４ ０７

浦东浦西 ７ ５３ １７ ２７ １９ ６４ １８ ９７

沙洲自排 ０ ８ １ ６５ １ ８０ １ ４１

上塘自排 １ ０７ １ ４０ １ ２５ １ ４２

滨江自排 ０ ５４ １ ５３ １ ５０ １ ２５

上游小计 ３８ ６２ ６９ ２６ ６５ １８ ６８ ５８

下游小计 ４２ ３７ ７８ ４０ ８３ ８３ ７９ ０５

全流域合计 ８０ ９９ １４７ ６６ １４９ ０１ １４７ ６３

２５６ “十二五”国家级专项规划汇编（第一辑）

三

基
础
设
施



续表

时　 段
（日）

雨　 型
统计区域

一 二 三 四

５４实况 ９１上游 ９１北部 ９９南部

６０

湖　 西 ２９ ０６ ４１ ８３ ４０ ７３ ３７ ３１

武澄锡虞 １２ １４ １６ ７７ １８ ２０ １６ ３１

阳澄淀泖 １４ ６４ ２０ ８５ ２４ ６１ ２０ ２７

太湖区 １３ ３７ １７ ３０ １７ ９９ １８ ６２

杭嘉湖 ３７ ９８ ３７ ８４ ３５ ０９ ３８ ７０

浙　 西 ３４ ０７ ３４ ２７ ２９ ９１ ３５ ３３

浦东浦西 １３ ２６ ２１ ７１ ２４ １１ ２４ ２８

沙洲自排 １ ４３ ２ １７ ２ ３６ ２ ０６

上塘自排 ２ ０６ １ ８４ １ ７１ １ ８５

滨江自排 １ １７ １ ９７ １ ９２ １ ５８

上游小计 ７７ ６７ ９５ ３８ ９０ ５５ ９２ ８４

下游小计 ８１ ５１ １０１ １７ １０６ ０７ １０３ ４６

全流域合计 １５９ ４９ １９６ ５５ １９６ ６２ １９６ ３１

９０

湖　 西 ４１ １８ ４９ ８７ ４８ ７０ ４０ ０４

武澄锡虞 １６ ５８ １９ ６２ ２１ ６５ １９ ４３

阳澄淀泖 ２０ ５３ ２２ ９４ ２７ ５０ ２４ ９９

太湖区 １８ ６６ １７ ９４ １９ １８ ２０ ７５

杭嘉湖 ５４ ０７ ４２ ４４ ３７ ７９ ４９ ０１

浙　 西 ４６ ６９ ４０ ８０ ３６ ２６ ４５ ２６

浦东浦西 ２１ ０２ ２３ ７２ ２６ ４２ ２８ ２２

沙洲自排 １ ９７ ２ ４９ ２ ７６ ２ ４１

上塘自排 ２ ９ ２ １２ １ ９０ ２ ３０

滨江自排 １ ６２ ２ ３４ ２ ２８ １ ６４

上游小计 １０８ １５ １１０ ９５ １０６ ４２ １０７ ７０

下游小计 １１７ ０７ １１３ ３４ １１８ ０２ １２６ ３７

全流域合计 ２２５ ２２ ２２４ ２９ ２２４ ４５ ２３４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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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２　 太湖流域 １００年一遇设计洪量统计表

单位：亿立方米

时　 段
（日）

雨　 型
统计区域

一 二 三 四

５４同倍比 ９１上游 ９１北部 ９９南部

３０

湖　 西 １６ ０８ ３５ ４４ ３６ ８１ ３１ ３８

武澄锡虞 ７ ４３ １３ ８５ １７ ３７ １２ ３４

阳澄淀泖 ８ ９９ １８ ３２ ２３ ７３ １８ ０４

太湖区 ８ ２５ １４ ４４ １６ ４７ １６ ６７

杭嘉湖 ２１ ６９ ３１ ４６ ２８ ７０ ３２ ７９

浙　 西 ２０ ６８ ２５ ７５ ２０ １３ ２６ ５３

浦东浦西 ９ ２８ １８ ９９ ２１ ３４ ２０ ８１

沙洲自排 ０ ９８ １ ８１ ２ ２８ １ ５８

上塘自排 １ ０７ １ ５２ １ ３９ １ ５６

滨江自排 ０ ７７ １ ７１ １ ７６ １ ３９

上游小计 ４５ ７８ ７７ ３３ ７５ １７ ７５ ９８

下游小计 ４９ ４４ ８５ ９４ ９４ ８２ ８７ １３

全流域合计 ９５ ２２ １６３ ２７ １６９ ９８ １６３ １０

６０

湖　 西 ３３ ２５ ４６ ５８ ４８ ９５ ４１ ６３

武澄锡虞 １３ ６０ １８ ３３ ２１ ６６ １８ ２０

阳澄淀泖 １７ ３１ ２２ ９７ ２７ ５６ ２２ ３３

太湖区 １５ ６３ １９ ０８ １９ ９８ ２０ ４５

杭嘉湖 ４１ ４１ ４１ ５４ ３９ １６ ４２ ４７

浙　 西 ３８ ９５ ３７ ９９ ３３ ４４ ３８ ８８

浦东浦西 １７ ０８ ２３ ８９ ２３ ８１ ２６ ６３

沙洲自排 １ ７７ ２ ３７ ２ ８２ ２ ３１

上塘自排 ２ ００ ２ ０１ １ ９０ ２ ０３

滨江自排 １ ５９ ２ １９ ２ ３０ １ ７８

上游小计 ８９ ４２ １０５ ８４ １０４ ６７ １０２ ７４

下游小计 ９３ １７ １１１ １１ １１６ ９１ １１３ ９６

全流域合计 １８２ ５９ ２１６ ９５ ２２１ ５８ ２１６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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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段
（日）

雨　 型
统计区域

一 二 三 四

５４同倍比 ９１上游 ９１北部 ９９南部

９０

湖　 西 ４７ ６０ ５５ ４６ ５４ ２４ ４４ １５

武澄锡虞 １８ ７７ ２１ ３９ ２３ ９３ ２１ ３５

阳澄淀泖 ２３ ８３ ２５ ２９ ３０ ２４ ２７ ４９

太湖区 ２１ ４７ １９ ８１ ２１ １３ ２２ ８２

杭嘉湖 ６０ ３５ ４６ ６４ ４１ ７７ ５３ ５９

浙　 西 ５５ １２ ４４ ７８ ３９ ８９ ４９ ４６

浦东浦西 ２５ ４１ ２６ １７ ２９ ０７ ３０ ９６

沙洲自排 ２ ４５ ２ ７３ ３ ０７ ２ ６７

上塘自排 ２ ９３ ２ ３１ ２ ０９ ２ ５４

滨江自排 ２ ２３ ２ ５９ ２ ５３ １ ８３

上游小计 １２６ ４２ １２２ ６５ １１７ ７９ １１８ ２５

下游小计 １３３ ７４ １２４ ５３ １３０ １６ １３８ ５９

全流域合计 ２６０ １６ ２４７ １８ ２４７ ９５ ２５６ ８４

注：“９１北部”最大 ３０日洪量为 １７０亿立方米，最大 ６０日洪量为 ２２２亿立方米，分别较“９１上游”、“９９南部”多
约 ７亿立方米和 ５亿立方米，是因为该方案以 １９９１ 年降雨为典型，仅以最大 ９０ 日 １００ 年一遇降雨量控制，
而 １９９１年降雨实况，最大 ３０日和最大 ６０日降雨量重现期均大于最大 ９０日降雨量重现期，导致“９１北部”雨
型全流域及部分水利分区面平均最大 ３０日、６０日降雨量均超过了 １００年一遇。

附表 ３　 太湖流域防洪规划主要工程汇总表

工程名称
设计
标准

建筑物级别 工程建设内容

环湖大堤后续工程
１００年
一遇

东段堤防级别暂定为 ２级，西段
堤防级别暂定为 ３级，重点堤段
可适当提高等级。

堤身土方填筑、堤后填塘固基、堤前抛石、护砌及防

浪墙加固加高、堤后内青坎护砌、堤顶防汛公路、穿

堤建筑物加固改建、入湖河道拓浚等，统筹安排上游

滨湖地区治理工程。

望虞河后续工程
１００年
一遇

穿京杭运河立交及常熟枢纽级

别为 １级（已建部分按 ２级建筑
物进行安全复核），干河堤防、

护岸及支河口门控制建筑物级

别为 ３级。

扩大河道底宽，相应扩大穿京杭运河立交及常熟枢

纽规模，加固改造已建工程，对望虞河两岸沿线口门

实施有效控制，统筹安排西岸排水出路，研究延伸拓

浚走马塘等工程方案的可行性等。

太浦河后续工程
１００年
一遇

太浦闸级别为 １级，其他支河建
筑物级别为 ３级。

太浦闸除险加固工程，疏浚太浦闸上引河、闸下至平

望段河道及部分穿湖荡段；拟设太浦河穿京杭运河

立交涵洞，落实相应配套措施；增建南岸口门控制建

筑物，增设杭嘉湖北排入太浦河泵站；加高加固堤

防，完善防汛公路、上堤公路，堤后填塘固基等。

新孟河延伸拓浚

工程

１００年
一遇

枢纽工程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２
级，两岸堤防、护岸级别为 ３级。

延伸拓浚新孟河，拓浚湟里河，入湖河道初选拓浚漕

桥河，建设江边枢纽及穿京杭运河、武宜运河立交工

程等。

吴淞江行洪工程
１００年
一遇

入江枢纽工程主要建筑物级别

为 １级，其他枢纽工程主要建筑
物级别为 ２ 级，两岸堤防、护岸
级别为 ３级。

拓浚吴淞江、蕴藻浜、罗蕴河、新川沙河，新建新川沙

河枢纽，改建蕴西、蕴东水利枢纽，新建苏州河西闸。

初拟吴淞江与大运河交叉建筑物采用立交方式，进

一步研究吴淞江两岸支河口门控制的必要性。

２５９太湖流域防洪规划（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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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设计
标准

建筑物级别 工程建设内容

东太湖疏浚整治工

程
　

　 疏浚从东茭嘴至瓜泾口闸的主行洪通道。疏浚规模

及恢复大缺港通道方案需结合东太湖综合治理以及

吴淞江行洪工程规划进一步研究确定。

扩大杭嘉湖南排能

力工程

１００年
一遇

出海枢纽级别为 １级，排水干河
堤防及建筑物级别为 ３级。

延伸拓浚平湖塘，新建独山排涝节制闸，延伸拓浚长

山河，增设长山河、南台头及杭州三堡排涝泵站工程

等。

东西苕溪防洪后续

工程

１００年
一遇

（西苕

溪干流

２０年
一遇）

西险大塘和导流东大堤堤防级

别分别为 １ 级和 ２ 级。西苕溪
干流河道堤防级别为 ３级。

对西险大塘及导流东大堤堤防实施加固，对局部河

段进行拓浚整治，实施导流西岸整治工程，拓浚整治

西苕溪干流及长兴分洪道工程等。

新沟河延伸拓浚工

程

１００年
一遇

新沟河江边枢纽主要建筑物级

别为 ２级；三山港、五牧河穿京
杭运河立交主要建筑物以及河

道堤防工程建筑物级别为 ３级。

延伸拓浚河道，新建江边枢纽、穿京杭运河立交工

程、沿线主要跨河桥梁及配套建筑物等。

大泖港、金汇港河

道治理工程

　 大泖港防洪工程：整治河道、加固加高堤防、加固支

河水闸。大泖港上游河道防洪工程：整治掘石港、胥

浦塘等河道，加高加固堤防，新建及加固支河水闸。

金汇港拓浚工程：拓浚浦东区金汇港，改扩建南入杭

州湾、北联黄浦江水利枢纽，初拟增建南排杭州湾泵

站。

水库工程

　 建设胜天、老虎潭、合溪、凤凰、油车等水库，并对老

石坎、对河口、青山、沙河、大溪等大型水库进行除险

加固。

附表 ４　 太湖流域主要区域防洪规划汇总表

分区名称 湖西区 武澄锡虞区 阳澄淀泖区 杭嘉湖区 浙西区

主要洪涝

灾害威胁

本地暴雨 流域洪水、本地暴

雨、长江洪潮

流域洪水、本地暴

雨、长江洪潮

流域洪水、本地暴

雨、钱塘江洪潮

本地暴雨

防洪保护区

面积（平方

公里）

４６０４ ２８００ ３４５５ ６６９２ １２９２

现状防洪

能力
＜２０年一遇 ２０年一遇 ２０年一遇 ２０年一遇 ＜２０年一遇

规划防洪

标准
２０—５０年一遇 ５０年一遇 ５０年一遇 ５０年一遇 １０—５０年一遇

规划思路

洪涝分开、分片控

制、高水高排、山圩

分治；扩大排江入

湖能力，充分利用

洮湖和蟢湖调蓄能
力。

高低分开、洪涝分

治；充分发挥现有

工程作用，完善控

制线，增加外排出

路。

上挡下泄、洪涝分

开、分区治理；统筹

区内的分级防洪格

局；扩大通江河道，

理顺淀泖水系。

充分发挥现有工程

作用，进一步实施

河道拓浚、圩区整

治，优化入太浦河、

黄浦江、杭州湾的

排水格局。

上蓄、中滞、下泄；增

加上游调蓄库容，拓

浚和加固中下游东

西苕溪河道和堤防，

增加下游圩区排涝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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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名称 湖西区 武澄锡虞区 阳澄淀泖区 杭嘉湖区 浙西区

主要防洪

工程

①拓浚入湖、入江
河道；②县级城市
防洪工程；③沙河、
大溪等水库的除险

加固；④南渡以西
滞蓄洪区建设；⑤
滨江自排区河道疏

浚；⑥圩区整治等。

①扩建澡港河泵
站；②内部配套河
道整治；③圩区整
治等。

①加强太湖大堤、
望虞河东岸控制和

太浦河北岸控制工

程建设；②拓浚杨
林塘等通江河道；

③整治苏申外港
线、牵牛河，打通肖

田湖；④圩区整治
等。

圩区及其他河道整

治工程。

圩区及其他河道整

治工程。

附表 ５　 太湖流域主要城市防洪规划汇总表

城市名称 上　 海 杭　 州 苏　 州 无　 锡 常　 州 嘉　 兴 湖　 州

主要洪涝

灾害威胁

长江、黄浦江洪

潮、本地暴雨。

钱塘江及支流洪

潮、东苕溪洪水、

本地暴雨。

太湖、京杭运

河洪水、本地

暴雨。

太湖、长江洪

水、湖西高片

及澄锡虞高

片来水、本地

暴雨。

太湖、长江洪

水、湖西上游

山区及高亢

平原来水、本

地暴雨。

钱塘江、杭州

湾洪潮、太湖

洪水、本地暴

雨。

东西苕溪

山洪、太湖

高水位、本

地暴雨。

规划面积

（平方公

里）

４４６６ ３０６８ ４００ ５１７ ４８０ ９２ ９４

现状防洪

能力

黄浦江干流市区

段 １０００ 年一遇
（１９８５ 年批准成
果），新划市区

段 ２０—５０ 年一
遇。海堤市区段

达到 １００年一遇
加 １２级风，其余
达到 １００年一遇
加 １１级风。

钱塘江北岸中心

城区段海塘 ２００
年一遇，其余钱

塘江干支流堤塘

２０—１００ 年 一

遇，西湖 １０年一
遇。

２０—１００年
一遇。

２０—１００年
一遇。

２０—５０年
一遇。

１００年
一遇。

２０—１００年
一遇。

规划防洪

标准

黄浦江干流城区

段及主要支流

１０００ 年一遇，海
堤城区段 ２００ 年
一遇加 １２级风。

钱塘江北岸海堤

１００年一遇加 １２
级风，中心城区

段海塘 ５００年一
遇，其他支河堤

防 ５０—１００ 年一
遇，西湖水系 ５０
年一遇，山溪性

河流 １０—２０ 年
一遇。

中 心 城 区

２００ 年一遇，
其他 １００ 年
一遇。

中 心 城 区

２００ 年一遇，
其 他 ５０—
１００ 年一遇，
山 洪 防 治

１０—２０ 年一
遇。

中 心 城 区

２００ 年一遇，
其他 １００ 年
一遇。

１００年一遇。 １００年
一遇。

防洪格局

黄浦江防汛墙及

外围海堤为防洪

屏障，分片控制，

挡潮除涝。结合

流域防洪进一步

研究黄浦江河口

建闸，实施浦东

区杭州湾出海工

程。

以钱塘江及支流

堤塘和东苕溪西

险大塘为防洪屏

障，分区设防，筑

堤、疏河、建泵

站。

分片设防，城

市中心区、工

业园区南部、

吴中区、相城

区设大包围，

新区局部洼

地修建圩区，

浒关区采用

包围格局。

分片设防，运

东片为大、小

两级包围，分

别防御大小

洪水，运西片

加高加固圩

区自保。

外围以长江

堤防、武澄锡

西控制线等

为防洪屏障，

城区分片治

理。

围、集、排、

降，钱塘江、

杭州湾海塘

为城区南部

防洪屏障，城

区建两级包

围圈，分别防

御大小洪水。

东西苕溪、

北排通道、

环湖大堤

等防洪工

程为城市

外围屏障，

城区分区

设防、分区

除涝。

２６１太湖流域防洪规划（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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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名称 上　 海 杭　 州 苏　 州 无　 锡 常　 州 嘉　 兴 湖　 州

主要防洪

工程

黄浦江中游干流

防洪工程（１０８
公里）、海塘加

高加固、区域防

洪除涝工程、金

汇港等南排杭州

湾工程、黄浦江

市区防汛墙加固

工程。

钱塘江及支流堤

塘加高加固、西

险大塘堤防加

固、城区河道整

治、低洼区围圩

电排工程。

大包围控制

枢纽、堤防工

程，河 道 拓

浚、整治工程

和排涝工程。

大包围堤防、

控制建筑物

工程，圩区加

高加固工程

及排涝工程；

山洪防治工

程。

分片包围控

制建筑物、排

涝工程及河

道工程，片内

河道整治工

程。

大包围筑堤、

建闸、设泵，

区内河道拓

浚，完善和续

建小包围圈。

分区外围

防洪堤和

防洪闸站

工程，拓浚

区内外河

道，局部填

高地面。

２６２ “十二五”国家级专项规划汇编（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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