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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项目背景

根据《苏州市“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到 2020

年，苏州市需要完成江苏省下达的全市煤炭消费总量削减任务，电力

行业煤炭消费占煤炭消费总量的比重提高到 65%以上，非电力等其他

行业煤炭消费占煤炭消费总量的比重降低到 35%以下。“十二五”末，

苏州市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量折合标煤为 8222.28万吨，其中煤炭

消耗 7026 万吨，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消耗煤炭 1487.31 万吨，

占煤炭消费总量的 21%，因此，“十三五”期间苏州市的煤炭消费总

量削减任务十分艰巨。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原企业名称为“江苏吴江中国东方

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9月实施公司变更登记，见附件 1

和附件 2）积极响应江苏省和苏州市的“263”专项行动要求，同时

结合《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和《苏州市区热电联产

规划（2016～2020）》，主动提出关停盛泽热电厂现有两台 75t/h次高

温次高压煤粉炉，同时关停吴江艺龙实业有限公司（原艺龙集团热电

厂）四台 35t/h燃煤锅炉。投资建设 2×100MW级高效燃气-蒸汽联合

循环热电联产机组（以下简称“盛泽燃机热电”）替代现有关停燃煤

机组。通过整合现有的热源点和热网，使城市能源供应更加符合环境

保护、低碳经济的要求，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和节能减排、提高能源

利用率，更有利于环境保护，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有利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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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调整能源结构。

同时，盛泽燃机热电的建设将有利于满足当地用电需求，提高接

入地电网的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适当延缓当地 500kV变电容量

的建设，为苏州市提供优质的清洁电能，实现节能减排、优化电源结

构，并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1.1.1 项目位置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盛泽镇西南部庄平村，东邻新江南运河（澜溪

塘），南距盛泽与桃源的界河约 270m，西至松（陵）桃（源）线（X205

线），北距东阳桥港约 165m。场地南北向长约 315～345m，东西向宽

245m，可用地面积 8.10hm2。场地地面自然标高为 1.1～2.3m，主要

为林地。东侧澜溪塘堤顶标高 3.4～3.5m。按地方规划要求：厂址退

让澜溪塘 50m，退让 X205中心线 45m。

1.1.2 建设规模

本工程利用西气东输二线管线工程供应燃料天然气，建设燃气-

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根据替代的热负荷情况，本工程建设规模为

2×100MW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且预留扩建 2×400MW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的条件。本项目配套取水泵房布置在距澜

溪塘西岸约 70m处的厂区围墙内，由澜溪塘至取水泵房的引水通道

设计为长 70m，净宽 1.5m，净高 2.0m的规则矩形，其中引水口设置

为“八”字型，喇叭口处宽 7.24m。

1.2 项目建设必要性

（1）区域热负荷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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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 2套热电联产燃气机组的建设，便于整合和关停盛泽镇的

燃煤热源点，对工业及民用热负荷进行优化整合，由清洁能源提供集

中供热，满足当地用热需求，为当地经济发展升级奠定坚实的基础。

（2）满足当地负荷发展的需求

随着用电负荷的增长，2020～2025年吴江 220kV电网电力缺口

将达到 3347MW～3798MW。因此本工程的建设，将提高接入地电网

的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适当延缓当地 500kV变电容量的建设。

（3）缓解能源紧缺，改善能源结构

江苏电网基本为纯火电系统，且主要为煤电，装机结构较为单一。

能源结构的不合理给煤炭采购、运输和环境带来很大压力。因此，江

苏省有必要发展多种能源，改变当前严重依赖煤炭的能源消费结构。

本工程利用天然气发电，将有效缓解江苏能源紧缺矛盾，同时改善能

源结构。

（4）减少能源消耗，降低污染物排放

建设燃机热电联产机组，以整合关停苏州市吴江地区盛泽镇东片

的盛泽热电部分机组、吴江艺龙实业有限公司（原艺龙集团热电厂）

4炉 2机，有利于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的实现，削减大气污染物排

放量，为将苏州市建设成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作出重要贡

献。

本工程建设的 2×100MW级燃机热电联产机组，节能环保，符

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及能源建设基本方针。

1.3 评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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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法律法规及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国家主席令第 74号 2016年 7月

2日修订，于 2017年 9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国家主席令第 88号 2016年 7

月 2日修订，于 2017年 9月 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8年 3月 19日修订，

于发布之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2011年 1月 8日第二次修订，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5）《太湖流域管理条例》（2011年 9月 7日国务院第 604号令，

自 2011年 11月 1日起施行）

（6）《江苏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根据 2018年 11月 23日江苏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五次修订）

（7）《江苏省防洪条例》（2018年 11月 23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修正）

（8）《江苏省河道管理条例》（2017年 9月 24日通过，自 2018

年 1月 1日起实施）

（9）《江苏省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规定》（苏水政

[2004]34号）及其修订

（10）《苏州市河道管理条例》（2005年 1月 1日起施行）

（11）《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有关规定》（2017年 12月

22日水利部令第 49号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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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苏州市蓝线管理办法》（2005年 12月 1日起施行）

1.3.2 技术规范和标准

（1）《防洪标准》（GB50201-2014）

（2）《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3）《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44-2006）

（4）《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SL278-2002）

（5）《水利水电工程围堰设计规范》（SL645-2013）

（6）《河道演变勘测调查规范》（SL383-2007）

（7）《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00）

（8）《水文调查规范》（SL196-2015）

（9）《水利动能设计手册》（防洪分册）

（10）《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导则（试行）》

（11）《江苏省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影响评价技术规定

（试行）》（苏水管[2018]82号）

（12）《太湖流域重要河湖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水利技术规定（试

行）》（太管建管[2012]179号）

1.3.3 有关规划、设计和参考资料

（1）《苏州市城市防洪规划》

（2）《太湖流域防洪规划》国务院国函[2008]12号文批复

（3）《江苏省近期防洪规划》

（4）《苏州市水利（水务）“十三五”规划》

（5）《吴江水资源综合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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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江市新农村建设盛泽镇水系规划》

（7）《苏州水利志》

（8）《吴江水利志》

（9）《吴江盛泽 2×100MW级燃机热电联产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10）《吴江盛泽 2×100MW级燃机热电联产项目水资源论证报

告书》（苏州市网慧水利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11）《吴江盛泽 2×100MW级燃机热电联产取水口工程航道通

航条件影响评价报告》（浙江交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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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情况

2.1 建设项目概况

2.1.1 工程概况

本项目取水水源为澜溪塘，取水口设置在厂区东侧澜溪塘西岸，

取水泵房位于厂区围墙内，补给水取水构筑物及取水泵房等土建设施

按全厂容量（2×100MW级+2×400MW级）一次建成，结合规划退

让距离，布置方案如下：在澜溪塘河岸边设取水口，通过钢筋混凝土

沟道连接至补给水泵房，补给水泵房布置在距澜溪塘西岸约 70m处。

泵房进水前池分为 2格，顺流道方向设检修闸门、固定式清污机、正

面进水旋转滤网、吸水井、补给水泵等设备，补给水泵为全室内布置，

其他设备为半露天布置。补给水泵房内规划安装 4台补给水泵，2大

2小。本期工程安装 2台水泵，1用 1备，变频控制。

2.1.2 引水工程布置

本项目拟在厂区东侧澜溪塘西岸新建一座取水口，通过引水通道

输送至厂内补给水泵房。本次取水工程的取水口及引水通道在河道管

理范围内。

拟建取水口位于吴江区盛泽镇庄平村燃机热电联产厂区东侧、澜

溪塘西岸，在现状澜溪塘护岸处建口宽 7.24m、底高程为 0.0m（镇江

吴淞高程，下同）的开敞式喇叭状引水口，凹入堤后约 2.65m，喇叭

口及两侧以排桩方式建挡墙与原澜溪塘护岸相接，排桩挡墙采用直径

1.0m，桩中心间距 1.15m，桩顶设冠梁，冠梁顶宽 1.2m，顶标高 6.0m，

桩底标高-17.1m，对排桩挡墙内外侧土体均采用高压旋喷桩进行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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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施工组织方案

一、作业程序

作业流程图：定位放线→围堰施工→原挡墙拆除→灌注桩排桩墙

施工→高压旋喷桩施工→基坑开挖→护底施工→围堰拆除。

二、施工方案

图纸会审后对本工程的施工进行全面策划，明确分部和单位工程

的质量目标及要求，细化质量控制点的设置方案。

施工程序：预应力方桩施工→井点降水→土方开挖→中间段施工

（垫层施工→底板放线→底板钢筋绑扎→内模板安装加固→侧壁及

顶板钢筋绑扎→外模板安装加固→整体浇筑砼→养护→模板拆除）→

两侧段施工→土方回填。

三、施工工期

2.2 本项目取水口施工安排在枯水期，工期为 4 个月，具体时间为

2020.9.15～ 2021.01.15，其中围堰施工工期约一个月，从

2020.9.15～2020.10.15。项目区基本情况

2.2.1 自然地理

吴江区位于北纬 30°45'36"～ 31°13'41"，东经 120°21'04"～

120°53'59"，是江苏省的东南门户，东西最大距离 52.67km，南北最

大距离 52.07km。东接上海市青浦区，南连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桐

乡市和湖州市南浔区，西临太湖，北靠吴中区和昆山市，东南与浙江

省嘉善县毗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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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社会经济

地处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的苏州市吴江区，近几年来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18年吴江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925.03

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分行业比重分别为：第一产业 43.10 亿元，占

2.24%，第二产业 986.79亿元，占 51.26%，第三产业 895.14亿元，

占 46.50%。

2.2.3 水文气象

吴江区地处中纬度，属北亚热带季风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

雨水丰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吴江区降水量的年际变化幅度较大，

在 1978 年至 2018 年期间，降雨量最枯年为 1978 年，年降水量

632.5mm，降水量最丰年为 1999年，年降水量 1685.0mm，年平均气

温 15.7℃，年平均日照时数 2086.4小时，全年无霜期 226天，年平

均降水量 1123.7mm（1956-2016）。春夏两季盛行东南风，秋冬季节

多偏北风，7～9月常受台风影响。冬季出现寒潮天气。

2.2.4 河流水系

吴江地处太湖东畔，水资源丰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地区。吴江

区境内湖荡星罗棋布。

境内水系以太浦河为界分为浦南、浦北 2大片，浦南属杭嘉湖水

网区、浦北属淀泖水网区。浦南片水系与杭嘉湖平原脉络相连，是承

受客水过境地势较低的水网圩区。主要河流有頔塘、澜溪塘等，主要

湖泊有麻漾、长漾、金鱼漾、雪落漾、莺脰湖、草荡等，千亩以上的

湖泊有 26个。浦南区主要的东泄河道为太浦河，本项目位于浦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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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溪塘南连浙江桐乡市乌镇市河，受乌镇市河和横泾港来水，北

入平望草荡，全长 28km，为浦南区主要河道之一，途纳西岸各支流

之水，部分水流由东岸诸港散入京杭老运河，其主流分为 2股，一股

进草荡由新运河入太浦河，一股入莺脰湖。澜溪塘现为新江南运河的

一段。

2.2.5 地形地貌

吴江主要地貌类型为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地貌，全区地势低平，

地形低洼平缓，自东北向西南缓慢倾斜，南北高差 2.0 m左右，河道

稠密，江南运河、太浦河在境内相交，水面积占总面积的 22.7%，根

据地貌成因及其特征，全区可分为湖荡平原和滨湖圩田平原两种类型。

2.3 区域相关规划及实施安排

2.3.1 太湖流域防洪规划

规划提出了流域、城市和区域三个层次的防洪目标。

流域防洪目标：近期到 2015年，达到防御不同降雨典型年的 50

年一遇洪水标准，重点防洪工程按 100年一遇防洪标准建设。远期到

2025年，达到防御不同降雨典型年的 100年一遇洪水标准，遇 1999

年实况洪水，能确保流域重点保护对象防洪安全。

城市防洪目标：上海市黄浦江干流及城区段按 1000年一遇高潮

位设防，城区段海堤按 200年一遇高潮位加 12级风设防；杭州市钱

塘江北岸海堤按 100年一遇洪潮高水位加 12级风设防，老城区段堤

防按 500年一遇高潮位设防；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嘉兴市、湖

州市按 100年一遇洪水位设防，其中苏州市、无锡市和常州市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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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按 200年一遇洪水位设防；其它县级城市按 50年一遇洪水位设防。

2.3.2 京杭大运河堤防加固工程

2016年，京杭大运河苏州段堤防加固工程经省发改委批准立项，

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大运河全线堤防达标建设。京杭大运河苏

州段堤防加固工程设计防洪标准为 100年至 200年一遇，其中，苏州

中心城区 200年一遇，相城区、高新区、吴中区、吴江区均为 100年

一遇，全线堤防设计顶高程 5.8～6.5m（吴淞高程，下同）。应急加固

段总长 12km，其中姑苏区段 2.8km，从青龙桥到狮山桥；高新区段

3.06km，从高新港到北津桥；吴江区、吴中区、相城区分别有 1.5～

2.5km。

2.3.3 航运规划

根据《苏州市内河航道网规划》，京杭运河苏州段是江南航道网

中连接苏、浙两省的省际干线航道，苏州境内全长 81.4km，是太湖

水系一条集航运、防洪、灌溉于一体的综合性河流。目前京杭运河航

道现状为 IV级，正在实施拓宽改造，将提升为 III级航道。



12

3.河道演变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与演变大致分为 3期:

①第 1期运河。运河的萌芽时期。春秋吴王夫差十年(公元前 486)

开凿邗沟，以通江淮。至战国时代又先后开凿了大沟（从今河南省原

阳县北引黄河南下，注入今郑州市以东的圃田泽）和鸿沟，从而把江、

淮、河、济四水沟通起来。

②第 2期运河。主要指隋代的运河系统。以东部洛阳为中心，于

大业元年（605）开凿通济渠，直接沟通黄河与淮河的交通。并改造

邗沟和江南运河。三年又开凿永济渠，北通涿郡。连同公元 584年开

凿的广通渠，形成多枝形运河系统。到隋炀帝（杨广）时，据说炀帝

为了到扬州看琼花，也为了南粮北运，开凿京淮段至长江以南的运河，

全长约 2000km。

隋朝时分为四段：（1）永济渠；（2）通济渠；（3）邗沟；（4）江

南河。

③第 3期运河。主要指元、明、清阶段。到元朝时，元定都大都

（今北京），必须开凿运河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方。为此先后开凿了

三段河道，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

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元代开凿的重点段一是山东境内泗

水至卫河段，一是大都至通州段。公元十八年(1281)开济州河，从任

城（济宁市）至须城（东平县）安山，长 75km；公元二十六年（1289）

开会通河，从安山西南开渠，由寿张西北至临清，长 125km；公元二

十九年（1292）开通惠河，引京西昌平诸水入大都城，东出至通州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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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长 25km；至元三十年（1293）元代大运河全线通航，漕船可

由杭州直达大都，成为今京杭运河的前身。

京杭大运河按地理位置分为七段：（1）北京到通州区称通惠河，

长 82km；（2）通州区到天津称北运河，长 186km；（3）天津到临清

称南运河，长 400km；（4）临清到台儿庄称鲁运河，长约 500km；（5）

台儿庄到淮阴称中运河，长 186km；（6）淮阴到瓜洲称里运河，长约

180km；（7）镇江到杭州称江南运河，长约 330km。扬州是里运河的

名邑，隋炀帝时在城内开凿运河，从此扬州便成为南北交通枢纽，藉

漕运之利，富甲江南，为中国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京杭大运河（江苏段）于 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全长 690km，约占大运河总长的五分之二。从北到南依次流经：徐州

市、宿迁市、淮安市、扬州市、镇江市、常州市、无锡市、苏州市 8

市，分为中运河、里运河、江南运河三段。淮安以北为中运河段、淮

安至扬州为里运河段、镇江以南为江南运河段。

江南运河（苏州段）北起苏锡两市交界的望亭沙墩港，南至苏嘉

两市交界的油车墩，全长 82.35km，占江南运河（208km）的 40%。

可分为西、中、南三段，西段自望亭的五七桥至枫桥，称为苏锡段，

河线顺直，水流偏东西走向，长约 18km；中段原自枫桥经绕苏州古

城阊、胥、盘三门外的闹市区，穿觅渡桥南下宝带桥，称为市河段，

河线弯曲，水流自西向东沿古城西、南外濠折东复转南，长约 14km，

1959年因航行不便，改由枫桥直南，沿枫江至横塘入胥江而至盘门

入大运河原线，1985年为进一步改善航道和城市环境，于横塘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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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新河，穿越胥江，沿北越来溪南下，近石湖折东，经澹台湖至宝带

桥汇入大运河原线；南段原自宝带桥，经吴江所属松陵、八坼、平望、

盛泽等镇，于王江泾出省境至嘉兴，称苏嘉段，长约 50km，后为缩

短航线，于 1970年在平望镇西新辟短河，取道澜溪塘至江浙二省交

界处的鸭子坝，直趋杭州，自此主航线不再经嘉兴，苏嘉段的名称亦

成为历史。

江南运河贯穿吴江南北，澜溪塘南连浙江桐乡市乌镇市河，受乌

镇市河和横泾港来水，北入平望草荡，全长 28km，现为新江南运河

的一段，1968年平望河段实施改道工程，在镇西开挖 2.7km长的新

运河（五级航道）。运河吴江段于 1996年至 1999年全面实施整治工

程，整治后的京杭大运河全年可通航 500吨级船舶，可承担集装箱运

输。目前苏南段京杭运河正在实施拓宽改造，将提升为三级航道。

澜溪塘现作为新江南运河的一段，河段顺直，水深较深，河床稳

定，河道两侧为直立式驳岸，随着近年来陆续实施的航道整治工程，

两侧岸坡更加稳固，有助于京杭运河的河势进一步稳定。且拟建工程

在京杭运河（澜溪塘）河段河面开阔，所涉航道为人工维护航道，两

岸建有直立式钢筋混凝土驳岸，边坡比较稳定，河道较顺直，取水口

与护岸顺接对取水河段河床冲淤影响小，不会改变河床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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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防洪评价计算

4.1 防洪标准

本建设项目涉及的防洪影响分析主要为取水工程穿堤影响及其

防洪安全。

根据太湖流域管理局编制的《太湖流域防洪规划》中流域、城市

和区域三个层次的防洪目标，太湖流域近期 2015年，达到防御不同

降雨典型年的 50年一遇洪水标准，远期到 2025年，达到防御不同降

雨典型年的 100年一遇洪水标准；城市防洪目标中苏州市按照 100年

一遇洪水位设防，其中苏州市、无锡市和常州市中心城区按 200年一

遇洪水位设防；区域防洪目标近期 2015年，防洪标准达到 20～50年

一遇，远期到 2025年，除山丘区等部分区域外，有条件的区域达到

防御 50年一遇洪水标准。

本工程位于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涉及到盛泽镇区域京杭运河岸

线涉水工程建设应按照 10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进行评价。因此，本工

程取水设施确定按照 10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进行评价工作。

4.2 水文分析计算

根据铜罗水位站历年最高、最低水位系列进行频率计算，并用

P-III型曲线适线，经计算分析各种保证率的设计水位如表 4.1-1。参

考全流域河网水文水利计算，考虑一定的安全余度，取水口附近 100

年一遇水位可采用 4.8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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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铜罗水文站高水位频率计算成果表

频率（%） 0.1 1 2 5 10 20 50 95 99

水位（m） 5.09 4.77 4.66 4.49 4.35 4.17 3.84 3.23 2.98

备注：镇江吴淞高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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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防洪评价

5.1 评价结论

（1）本项目厂区及其取水口工程建设防洪标准为 100年一遇，

采用岸边式布置，其建设符合《太湖流域防洪规划》确定的规划标准

及相关规定。

（2）取水口处河道为直线段，取水工程为开敞式凹型喇叭状引

水口，喇叭口及两侧以排桩方式建挡墙与原澜溪塘护岸相接，因此取

水口不占用现状河槽，无阻水结构。其建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河

道管理条例》第十二条：“修建桥梁、码头和其它设施，必须按照国

家规定的防洪标准所确定的河宽进行，不得缩窄行洪通道”的技术要

求。且根据模型分析，取水口工程的建设对河道水流条件的变化影响

微弱，对工程段河道行洪影响较小。

（3）本项目所在澜溪塘河段河面开阔，两岸建有直立式驳岸，

河道较顺直，取水口与护岸及规划防洪堤顺接对取水河段河势变化基

本无影响，不会改变河道岸线变化趋势。

（4）取水口运营期间产生的最大横流流速满足《运河通航标准》

要求。因此，工程建设后对主航道水流流态的影响较小，对航道船舶

的正常航行影响不大。

5.2 建议

（1）取水口工程建设应安排在非汛期进行施工，工程建设需设

置施工围堰，应在工程开工前完善具体的施工围堰方案，如需度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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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需要做好施工度汛方案，并报水行政部门审批。

（2）围堰的设置将对航道通航安全产生一定影响，应在围堰上

下游设置防撞设施，同时需在围堰顶设置警示标志及警示灯，提醒过

往船只，并加强值班检查，以免发生安全事故。

（3）取水口工程建成后业主须按照相关标准尽快恢复护岸，并

做好与上下游结构的顺接，引水通道穿越护岸位置需采取防渗措施，

保证取水设施与岸身紧密结合。

（4）取水口工程建成投运后，取水口附近由于流速的变化将会

产生泥沙淤积，业主应密切关注取水口处淤积情况，加强监测，及时

清淤。

（5）施工期间要注意水环境的保护，避免污水、废弃物等流向

上、下游，防止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同时要避免弃土、弃渣对堤防、

道路造成影响；要做好现场清理及施工围堰、河床浚深土方的安置，

保持河道与防汛通道的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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