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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县 2022 年度国家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项目 

初步设计报告评审意见 

2022 年 4 月 2 日，高青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组织召开了《高青县 2022 年

度国家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项目初步设计报告（送审稿）》（以下简称《初

设》）进行了技术评审。参加会议的有监管单位高青县水利局、高青县自然

资源局、高青县文化和旅游局，建设单位高青县水资源保护利用中心，编

制单位淄博市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第三方服务机构山东锦卓建设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及特邀专家，与会专家和代表观看了项目区

影像资料，听取了建设单位介绍和方案编制单位的汇报，经讨论，提出评

审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根据《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公布我省地下水限采区和禁采区的通知》（鲁

水资字〔2015〕1 号），高青县被划分为深层地下水超采区，总面积 830km2。

为从根本上解决地下水资源问题、保持城市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改善城

市的生态环境、完成省下达的压采任务，尽早实施高青县 2022 年度国家地

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项目是非常必要的。 

二、工程任务和规模 

本工程任务是通过对杜姚沟和北支新河进行拓宽扩挖、岸坡护砌、维

修水闸等措施增加地表蓄水量，利用当地地表水置换引黄灌溉用水指标，

满足灌溉需要，利用引黄灌溉用水指标置换项目区范围内的村庄生活用水

及工业用水，从而实现地下水压采指标。结合封停机井、完善地下水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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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服务体系建设等措施，达到压采地下水能力 210 万 m3。 

评审认为，《初设》提出的工程任务和规模基本合适。 

三、水文 

《初设》报告分别对杜姚沟、北支新河进行水文计算，并与《淄博市

高青县北支新河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淄博市水利勘测设计院，2010）、

《高青县杜姚沟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淄博市水利勘测设计院，2019）

成果对比分析，最终确定北支新河（24+430～28+030 段）20 年一遇流量为

240.3m3/s，杜姚沟（9+710～12+100 段）20 年一遇流量为 65.714m3/s、杜

姚沟（12+100～16+160 段）20 年一遇流量为 38.411m3/s、杜姚沟（16+160～

20+960 段）20 年一遇流量为 53.156m3/s、杜姚沟（20+960～26+260 段）20

年一遇流量为 75.714m3/s。 

评审认为，《初设》提出的设计洪水成果和方法基本合适。 

四、工程地质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工程区地震动峰值

加速度为 0.10g，相应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 

杜姚沟勘探深度内场区地层主要为素填土（Qml）、第四系全新世平原

河湖碎屑堆积层，按成因及岩性的不同自上而下共分 5 层，1 层人工填土、

2 层壤土、3 层轻粉质壤土、4 层壤土、5 层粉砂。北支新河勘探深度内场

区地层主要为素填土（Qml）、第四系全新世平原河湖碎屑堆积层，按成因

及岩性的不同自上而下共分 4 层，1 层素填土、2 层壤土、3 层砂壤土、4

层壤土。采取了土试样在室内对基本的物理力学性质进行了分析试验，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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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Wp）试验采用滚搓法，液限（WL）试验采用圆锥法（圆锥入土深度 10mm），

颗粒分析、三轴剪试验（UU）及固结试验，在现场采用了标贯试验原位测

试手段，获得了各层岩土的物理力学性质。 

评审认为，《初设》工程地质勘察初步探明了工程地质条件，提出的地

质参数基本适宜，但应按照初步设计阶段要求进一步完善地质资料。 

五、建设标准与工程设计 

（一）建设标准 

杜姚沟、北支新河工程等别为Ⅳ等，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4 级，堤防工

程级别为 4 级。管理道路设计使用年限为 3 年，桥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为

公路-Ⅱ级，设计使用年限 30 年。 

评审认为，《初设》提出的建设标准基本合适。 

（二）工程设计 

1、深井永久封填 20 眼，封存备用 69 眼，转为监测井 2 眼，新建监测

井 2 眼； 

2、杜姚沟拓宽扩挖16.55km，草皮护坡16.55万m2，新建管理道路16km，

配套桥涵建筑物 30 座，岸坡护砌 1.2km； 

3、北支新河拓宽扩挖 3.6km，草皮护坡 3.6 万 m2，维修拦河闸 1 座；

岸坡护砌 0.24km。 

评审认为，《初设》提出的工程建设内容基本合适，但应对以下内容进

行补充完善： 

1、结合工程现状，在尽量扩大蓄水面积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平面、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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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面设计。 

2、根据拓宽后的河道，进一步优化管理道路布置及配套桥涵建筑物设

计。 

3、复核护坡冲刷计算成果。 

（三）体制机制建设 

1、地下水水位监测设计利用现状深井改建为深层地下水水位监测井 2

眼、新建深层地下水水位监测井 2 眼。每眼监测井配套遥测水位计 1 套。 

2、投入 12 万元完善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工程

的日常管护、人员的培训考核、水利科技推广等。 

评审认为，《初设》提出的体制机制建设内容基本合适。 

六、施工组织设计 

《初设》提出的施工组织设计基本合适，但应进一步优化施工导流方

案，完善施工组织平面布置图。 

七、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 

本工程占地均位于河道管理范围内，无新增永久占地。《初设》提出的

建设征地与安置基本合适，但应进一步复核实物调查和移民投资。 

八、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设计 

评审认为，《初设》提出的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设计基本合适。 

九、节能、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设计 

评审认为，《初设》提出的节能、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设计基本合适。 

十、工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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