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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划界工作背景

河湖及水利工程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是保障

和服务民生的重要物质载体，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界线划定是依

法保护水利工程的重要措施，是加强水利工程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

作，通过划界、明确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有利于依法行政、依法管

理水利工程，有利于水利工程安全和运行，有利于提高水资源支撑保

障能力。

为做好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以下简称

“划界”）工作，2014年 1月水利部印发《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

指导意见》，要求强化河湖管理与保护，依法划定河湖管理和保护范

围，开展河湖水域岸线登记。2014年 8月水利部引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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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2017年底前完成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直管的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2020年底前

基本完成国有水管单位管理的其他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

保护范围划定，推进建立范围明确、权属清晰、责任落实的河湖管理

和水利工程管理保护责任体系。

2016年 12月湖南省水利厅印发《湖南省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工作

实施方案》（湘水建管[2016]70号），实施方案中明确具体目标为：

2017年完成工程实施方案和管理范围划定工作试点任务；2018年基

本完成流域性河道堤防、大型水库及部分大型水闸的工程管理范围和

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并依法确定管理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属，予以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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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为水利工程依法管理、规范管理奠定基础；到 2020年底全面完

成水库、水闸、堤防划界确权和验收，基本完成国有水管单位管理水

库、水闸、堤防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具备条件的进行登记发证，

对其他的进行划界登记，为实现水利工程“产权明晰、全责落实、经

费保障、管用得当、持续发展”的总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2018年 8 月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国土资源厅联合印发《关于做

好全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湘水发[2018]22号），通知

中明确各地要按照 2020 年年底前基本完成河湖管理范围划定的目

标，精心组织，倒排工期，加快进度，加强督导，确保按时完成任务。

2019年 1 月湖南省河长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与湖南省水利厅联

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湘河

委办[2019]3号），通知中再一次明确责任主体，提出河湖划界技术

要求及工作流程。

根据《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全省河湖管理

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湘水发[2018]22号）要求，各地要在 2018

年完成全省流域面积在 5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及常年水面面积在 1平

方公里以上的湖泊管理范围划界方案编制与审查工作；2019年全省

完成划界方案报批工作；2020年完成河湖管理范围界桩埋设工作。

为全面贯彻落实文件精神，岳阳楼区水利局拟对境内河湖开展管理范

围划界方案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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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泊基本情况

吉家湖位于岳阳市主城区西北部、洞庭湖沿湖风光带内侧，由洞

庭湖湖埂围截而成，是垸内的调蓄湖泊。吉家湖上段主要用于堆放洞

氮煤灰，下段为渔业养殖水体。吉家湖集雨面积 8.7km2，水域面积

约 0.59km2，可调蓄湖容 50万 m3。湖体与洞庭湖通过低排闸和低涵

相连，与洞庭湖仅一堤之隔，是洞庭湖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 2.1-1 吉家湖地理位置图

2.1 吉家湖洪水位情况

2.1.1 吉家湖流域气象

吉家湖流域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热量

充足，雨水集中，无霜期长。年平均气温 17℃，极端最高温度 39.1℃；

极端最低温度-11.3℃；年平均降雨量 1302mm，月平均最大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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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mm；常年主导风向为 NNE，年平均风速为 2.2m/s。

2.1.2 最高控制水位

吉家湖集雨面积 8.7km2，水面面积约 0.59km2，为吉家湖大堤内

湖。吉家湖没有稳定的外来水源补给，主要依靠湖区内雨水、污水维

持水量。其补水来源主要以生活污水直排为主。吉家湖内水资源损耗

主要以蒸发、以及吉家湖电排站外排为主。吉家湖电排站排涝流量为

5.99m3/s，装机容量为 2*550kw，可调蓄容量为 50万 m3。总体来说，

吉家湖已形成以蓄涝为主，撇洪、电排相结合的较为完善的排涝体系。

据《东风湖、吉家湖一湖一策实施方案》，吉家湖最高控制水位为

27.06m。

2.2 吉家湖岸线情况

吉家湖岸线全长 13.95km，其中有堤防段长度 0.89km，无堤防段

长度 13.06km。按有堤防和无堤防类型划分，吉家湖可划分为 7段，

具体划分如表 2.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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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吉家湖岸线情况

起点 终点 有堤防 无堤防

备注湖泊里程数

（km）
坐标

湖泊里程

数（km）
坐标

堤防

等级

长度

（km）

堤顶高程

（m）

堤顶宽度

（m）
是否达标 长度（km）

地面高

程（m）

0

（415629.54
01，

3255509.824
71）

6.90

（417084.28
7432，

3256601.381
7）

6.90 无堤防

6.90

（417084.28
7432，

3256601.381
7）

7.38

（416781.58
7269，

3256947.858
89）

0.48 有堤防

7.38

（416781.58
7269，

3256947.858
89）

8.50

（416065.56
9336，

3256482.141
97）

1.12 无堤防

8.50

（416065.56
9336，

3256482.141
97）

8.98

（415702.45
9595，

3256147.886
29）

0.48 吉家湖大堤

8.98

（415702.45
9595，

3256147.886
29）

11.63

（415629.54
01，

3255509.824
71）

2.65 无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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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起点和终点填写湖泊里程数和点位坐标，其中里程数吉家湖与东风湖相邻处为里程起点，沿着吉家湖管理范围线逆时针合计里

程；

（2）表中坐标系统：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高斯投影，标准 3 度分带；高程系统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3）堤防等级根据相关设计文件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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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涉湖建设项目情况

吉家湖涉河建设项目主要包括桥梁、码头、管线、隧道、取排水、

洲滩利用、景观工程、拦河建筑物等。其中涉河建设项目共 4处，具

体分布情况见表 2.3-1。

表 2.3-1 吉家湖涉湖建设项目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北纬（°） 东经（°） 类型 管理单位

1 杭瑞高速桥 29.413040 113.143805 桥梁 /

2 蒙华铁路桥 29.412386 113.158568 桥梁 /

3 高架桥 29.419451 113.148794 桥梁
岳阳楼区政

府

4 吉家湖电排站 29.422516 113.143451 电排 市修防处

2.4 土地权属情况

根据国土资源部门 2013年组织开展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

调查成果，位于岳阳楼区的土地权属状况复杂：

1、城区部分河段国有土地所有权范围将河道、堤防及城区的国

有土地归为一体，无法体现出河道的权属关系。

2、乡镇大部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范围将防洪堤防与农村集体

土地划为一体，另外农村无堤防段河道，设计洪水位淹没大量农村集

体土地，按照该情况，若以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界限来作为河道管理

范围界线，则明显不符合划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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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区发展迅速，大部分沿河地物地貌已发生变化，对于城区

的堤防土地权属登记情况，在岳阳楼区水利局也没有相关的土地登记

发证资料。

综上所述，本次不考虑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直接按照管理

范围要求划定。

2.5 历史划界情况

通过岳阳楼区水利局了解到，吉家湖没有历史划界情况。故本次

划界，以《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及相关法律法规为指

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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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原则及依据

3.1 工作原则

一、坚持依法依规，依法划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试

行）》、《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湖南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文件、

技术标准等为依据，依法依规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

二、坚持因地制宜，统筹兼顾。考虑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

实际要求，按照尊重历史、注重现实的原则，因地制宜确定管理范围

划定标准。要结合第三次土地调查，统筹推进相关工作。在现有河湖

管理体制和格局的基础上，为相关改革预留空间，做好衔接。

三、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县市区水

行政主管部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在县市区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按

照职责分工承担范围划定、界桩埋设及产权登记等具体工作；省市两

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技术指导、审核及督察工作。

四、坚持统一标准，统一底图。划界工作统一工作底图，统据标

准。已经完成划界的，要按照新的标准对成果资料进行核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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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工作依据

3.2.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号，

2016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8

号，2016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号，2017

年修订）；

（4）《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656号）；

（5）《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 63号）；

（6）《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湖南省第

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1号）；

（7）《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湖南省

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58号）；

（8）《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办法》（湖

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43号，2008年修正）；

（9）《湖南省水利水电工程管理办法》（1989年 2 月 25日湖

南省人民政府发布，2011年修正）；

（10）《湖南省洞庭湖区水利管理条例》（湖南省第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5号）；

（11）《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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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75号）；

（12）其他相关地方政策法规。

3.2.2政策文件

（1）《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水规计（2014）

48号）；

（2）《关于加强河湖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水建管（2014）

76号）；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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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关于做好全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湘水发

【2018】22号）；

（5）《关于抓紧划定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的通知》（水利

部水管（1989）5号）；

（6）《关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用地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

发[2001]355号）；

（7）《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意见》（湘办[2017]13号）；

（8）《湖南省自然资源生态空间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实施方案

（2015~2020年）》（湘办发（2016）2号）；

（9）《水利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水流产权确权试点方案>的

通知》（水规计（2016）97号）；

（10）《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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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号）。

3.2.3技术标准规范

（1）《防洪标准》（GB50201-94）；

（2）《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SL44-2006）；

（3）《堤防设计规范》（GB50286-2013）；

（4）《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71-96）；

（5）《河道整治设计规范》（GB50707-2011）；

（6）《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00）；

（7）《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18314-2009）；

（8）《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GB/T7930-2008）；

（9）《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44-2006）；

（10）《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24356-2009）；

（11）《全球定位系统 GPS测量规范》（GB/T18314-2009）；

（12）《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

（CH/T2009-2010）；

（13）《湖南省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建设技术规定》（修订

版）组织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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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织实施情况

吉家湖河湖划界工作由岳阳楼区水利局组织实施，我公司作为技

术支撑单位，具体分工如下：

（1）岳阳楼区水利局负责组织项目实施方案的审定，组织成果

的检查验收，提供水务相关基础资料，及时协调解决工作实施中遇到

的相关问题。

（2）我公司负责界线划定工作底图制作、管理范围划定、界桩

和告示牌制作与埋设、界桩和告示牌位置实测、管理范围划定公告图

制作、管理范围划定报告编制等技术层面工作。

（3）相关乡镇按属地原则，负责具体组织村组进行指界，负责

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及维稳工作，确保河道划界工作的平稳推进。

4.1 已有资料的收集

（1）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资料；

（2）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成果；

（3）基础图件资料：1:2000数字正射影像、1:2000不动产数字

线划图、空三加密成果等；

（4）水利工程规划设计资料，涉河建设项目情况；

（5）《岳阳市城市规划区山体水体保护规划（2017~2030）》，

《吉家湖、吉家湖一湖一策实施方案》，岳阳楼区行政区划图；

（6）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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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工作底图制作

4.2.1已有资料预处理

根据第一次水利普查和地方水利部门提供的相关资料，对堤防高

程值和水文站历史最高洪水位值进行高程基准转换，将收集到的所有

堤防高程和水文站历史最高洪水位值的高程基准转换统一到 1985国

家高程基准。

基于区域周边高等级控制点计算转换参数，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

权确权等非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成果进行坐标转换，将所有数据资

料的平面坐标系统一为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高斯投影，标准 3度

分带。

将收集到的征地范围线、已登记土地权籍图、规划设计图等重要

纸质资料进行矢量化处理。对有空间地理数据的堤防规划和权源资料

进行格式转换、坐标转换等处理，对无空间地理数据的堤防规划和权

源资料尽量根据界桩点坐标和文字说明进行矢量化，形成空间数据。

4.2.2河湖划界参考要素补充采集

在航测立体采集系统下，设置立体测图所用的各种参数，恢复航

摄数字影像的立体模型，基于 1:2000航摄资料补充采集了吉家湖水

域外围 100~200 米范围内对于河湖管理范围划界有参照基准作用的

相关地物要素，包括等高线、河口线等。其中，等高线平地和丘陵地

区基本等高距 1米，山区高山区为 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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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数据整合

将处理后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成果、空间矢量化后的规划

设计和权源资料、1:2000正射影像和立体下采集的相关要素叠加，形

成吉家湖河湖管理范围划定的工作底图。

4.3 管理范围室内初步划定

按照《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试行）及相关法律

法规中河湖管理范围划定的原则和标准，技术支持单位在工作底图上

完成吉家湖管理范围线和界桩的预埋设。

4.3.1最高控制水位

吉家湖集雨面积 8.7km2，水面面积约 0.59km2，为吉家湖大堤内

湖。吉家湖没有稳定的外来水源补给，主要依靠湖区内雨水、污水维

持水量。其补水来源主要以生活污水直排为主。吉家湖内水资源损耗

主要以蒸发、以及吉家湖电排站外排为主。吉家湖电排站排涝流量为

5.99m3/s，装机容量为 2*550kw，可调蓄容量为 50万 m3。总体来说，

吉家湖已形成以蓄涝为主，撇洪、电排相结合的较为完善的排涝体系。

据《东风湖、吉家湖一湖一策实施方案》，吉家湖最高控制水位为

27.06m。

4.3.2最高控制水位标图

根据工作底图上的高程点和等高线等高程信息，标注各离散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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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控制水位点，然后在工作底图上连接成最高控制水位线。

4.3.3管理范围界限初步划定

根据吉家湖岸线情况、《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技术导则》（试行）

及相关法律法规，在工作底图上初步划定管理范围线。

1）第一步：有堤防段，根据堤防等级及《堤防设计规范》

（GB50286-2013）确定堤防护堤地横向宽度，画出管理范围线；

2）第二步：无堤防段，根据吉家湖最高控制水位及工作底图上

的等高线和等高点等信息，在工作底图上画出最高控制水位线作为管

理范围线；

3）第三步：整合连接有堤防、无堤防段管理范围线作为吉家湖

管理范围线。

管理范围线的编号按照“河流编码—县级行政区划代码—岸别界

线号”的格式。如 FE102—430602—S001表示“岳阳楼区吉家湖管

理范围线第一段”，根据不同标准或依据划定的管理范围线要用独立

线段表示。

4.3.4界桩和告示牌布设

本次吉家湖管理范围划定方案共布设界桩 55座，告示牌 7座，

具体界桩情况见附表 2，告示牌情况见附表 3。界桩和告示牌布设规

则如下：

1、界桩布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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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范围线上或附近范围内，按照界桩布设原则，选择布设界

桩和告示牌。界桩和告示牌布设位置要尽量选择在不影响人民群众生

产生活的地方，并且有利于界桩保护，比如不布设在耕地地块中央，

而布设在耕地的田境上、沿江公路选在绿化带上。

管理范围界桩布设一般间距：城镇河道不宜小于 200m，其他河

道不宜小于 1000m。当按照界桩布设规则，界桩落在湿地、水域等不

适宜埋设区域时，可在管理范围界线方向上调整界桩位置。

在无生产、生活、人类活动的陡崖、荒山、森林等河段，可根据

实际情况加大界桩间距，但在下列情况应增设管理范围界桩：

（1）重要下河通道（车行通道）；

（2）重要码头、桥梁、取水口、电站等涉河设施处；

（3）河道拐弯（角度小于 120度）处；

（4）水事纠纷和水事案件易发地段或行政界；

（5）县界交界、河道尽头处应埋设界桩。

对于下述情况应该埋设公共界桩，对于需布设公共界桩的河段，

先开展划界工作的河段要按照划界标准，先初步确定公共界桩的位

置，后划界河段要主动与先划界河段进行接边。

（1）干、支河交汇处

干、支河交汇处需设置公共界桩，并按照干河界桩埋设，支河划

界成果信息化时需采集公共桩数据并进行编号；干河管理范围内不再

埋设支河管理范围界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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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4-1 干支流交汇处无控制性建筑

（2）主、次河平行（两河三堤）

主、次河道平行且管理范围交叉，交叉管理范围设置公共界

桩，并按照主河埋设，次河划界成果信息化时需采集公共界桩数

据并进行编号。

图 4.3.4-2 主干流平行

（3）相邻行政区

相邻行政辖区管理范围在接边处需采用同标准划定，管理范

围与行政边界交汇处需设置公共界桩并按照上游（湖泊、水库等

按照顺时针方向）行政区编号下游划界成果信息化时需采集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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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数据并作为起始编号。公共界桩仅作为管理范围界线标识，不

代表行政区划界线。

图 4.3.4-3 相邻行政界线

（4）水工建筑物

河道（湖泊）管理范围线与水工建筑物管理范围线相交处应埋设

管理范围公共桩。

图 4.3.4-4 水工建筑物

2、告示牌布设位置

城市规划区告示牌不少于 3处，城镇规划区告示牌不少于 1处。

告示牌通常设置在下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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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穿越城镇规划区上下游；

2、重要下河通道（车行通道）；

3、人口密集或人流聚集地点河岸。

3、管理范围界桩编号

（1）管理范围界桩的编号规则为“河流编码—县级行政区划代码

—岸别—公共标识码—接桩号”，其中岸别编码“L”代表左岸，“R”

代表右岸，“S”代表缺省值，不区分左右岸；0 代表非公共桩，1

代表干河（湖泊、水库）与支河（出入湖河道、溢洪道）管理范围公

共桩，2代表主次河平行（两河三堤管理范围公共桩），3代表河道

（湖泊）与拦河大坝等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公共桩，4代表跨县河道（湖

泊）管理范围公共桩。如 FE102-430602-S0001表示“岳阳楼区吉家

湖第一根非公共桩”。FE102-430602-S3001表示“岳阳楼区吉家湖第

一根公共桩”。

（2）管理范围告示牌编码按照“河流编码—县级行政区划代码

—岸别顺序号”，如 FE102-430602-S001表示“岳阳楼区吉家湖第一

张告示牌”。

4.4 管理范围线实地修正

对照工作底图，实地查看室内初步划定的管理范围线的走向和界

桩的布设情况，并根据实地现场情况及相关政策要求，对局部的管理

范围线进行调整，并调整确定界桩埋设位置。最后完成吉家湖管理范

围划定方案和管理范围划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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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划界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88号，2016

年修订）第二十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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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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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71-96）第 3.1.2条护堤地范围，

应根据工程级别并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历史习惯和土地资源开发利

用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确定：

（1）护堤地横向宽度，应从堤防背水侧堤脚线开始起算，设有

戗堤或防渗压重铺盖的堤段，应从戗堤或防渗压重铺盖堤脚线开始起

算。

（2）特别重要的堤防工程或重点险工险段，根据工程安全和管

理运行需求，可适当扩大护堤地范围。

（3）根据《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一般情况

下护堤地的横向宽度，如下表所示：

表 5-1 护堤地宽度

工程级别 1 2、3 4、5

护堤地宽度（m） 30~20 20~10 10~5

5.1 有堤防段划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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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防及护堤地。护堤地的界定应符合“现已确定、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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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形成或社会公认”的原则。

划界类型Ⅰ：根据《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4、

5级堤防的护堤地宽度为 5~10m，本次划界统一选取 10m为各堤防的

护堤地宽度。故本次以堤防背水坡堤脚线外延 10米作为管理范围线，

其示意图如下所示：

划界类型Ⅱ：通过现场调查了解到，吉家湖大堤位于洞庭湖与吉

家湖之间，若洞庭湖与吉家湖皆以堤防背水侧堤脚线外延作为管理范

围线，则存在管理范围重合问题，考虑到洞庭湖面积较大，故本次以

吉家湖大堤靠吉家湖一侧堤顶线作为管理范围线，其示意图如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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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无堤防段划界标准

划界类型Ⅲ：根据《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无堤

防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应为设计洪水位或者历史最高洪水位。吉家湖

没有稳定的外来水源补给，主要依靠湖区内雨水、污水维持水量，可

调蓄空间大。故本次吉家湖无堤防段，采用吉家湖最高控制水位作为

管理范围线。本次划界中此类划界标准简称为“划界类型Ⅲ”。其示

意图如下所示：

5.3 具体划界标准

根据不同标准或依据划定的管理范围线要用独立线段表示。本次

吉家湖共划有 7条管理范围线，其划定标准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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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102-430602-S001 划定标准表

序

号

湖泊起点

里程

湖泊终点

里程
起点位置坐标 终点位置坐标 划界依据 备注

1 K0+000 K6+800
（412507.628784

，3252265.87384）

（417084.287432

，3256601.3817）
划界类型Ⅲ 无堤防

情

况

说

明

该段均为自然岸坡无堤防建设，根据《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

无堤防河道（湖泊）其管理范围根据设计洪水位或是历史最高洪水位确定。由于

吉家湖没有稳定的外来水源补给，主要依靠湖区内雨水、污水维持水量。其水位

主要由吉家湖电排及涵闸控制，最高控制水位为 27.06m。故该段采用吉家湖最高

控制水位进行管理范围划界。

划

界

示

意

图

影

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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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102-430602-S002 划定标准表

序

号

湖泊起点

里程

湖泊终点

里程
起点位置坐标 终点位置坐标 划界依据 备注

2 K6+800 K7+380
（417084.287432

，3256601.3817）

（416781.587269

，3256947.85889）

划界类型

Ⅱ
有堤防

情

况

说

明

该段为一个路堤结合段，堤防等级为 5级，根据《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

技术导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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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防及护堤地。根据《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4、
5堤防的护堤地宽度为 5~10m，故本次堤防背水侧堤脚线外延 10m划定管理范围

线。

划

界

示

意

图

影

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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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102-430602-S003 划定标准表

序

号

湖泊起点

里程

湖泊终点

里程
起点位置坐标 终点位置坐标 划界依据 备注

3 K7+380 K8+500
（416781.587269

，3256947.85889）

（416065.569336

，3256482.14197）
划界类型Ⅲ 无堤防

情

况

说

明

该段均无堤防建设，根据《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无堤防河

道（湖泊）其管理范围根据设计洪水位或是历史最高洪水位确定。由于吉家湖没

有稳定的外来水源补给，主要依靠湖区内雨水、污水维持水量。其水位主要由吉

家湖电排及涵闸控制，最高控制水位为 27.06m。故该段采用吉家湖最高控制水位

进行管理范围划界。

划

界

示

意

图

影

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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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102-430602-S004 划定标准表

序

号

湖泊起点

里程

湖泊终点

里程
起点位置坐标 终点位置坐标 划界依据 备注

4 K8+500 K8+980
（416065.569336

，3256482.14197）

（415702.459595

，3256147.88629）
划界类型Ⅱ 有堤防

情

况

说

明

该段为吉家湖大堤，大堤内侧为吉家湖，外侧为洞庭湖，若吉家湖和洞庭湖

皆以背水侧堤脚线外延作为管理范围线，则存在管理范围重合问题，考虑到洞庭

湖流域面积广、水面面积大，故本处以吉家湖大堤堤顶道路靠吉家湖一侧道路边

线作为吉家湖的管理范围线。

划

界

示

意

图

影

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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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102-430602-S005 划定标准表

序

号

湖泊起点

里程

湖泊终点

里程
起点位置坐标 终点位置坐标 划界依据 备注

5 K8+980 K11+630
（415702.459595，

3256147.88629）

（415629.5401，

3255509.82471）
划界类型Ⅲ 无堤防

情

况

说

明

该段均无堤防建设，根据《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无堤防河

道（湖泊）其管理范围根据设计洪水位或是历史最高洪水位确定。由于吉家湖没

有稳定的外来水源补给，主要依靠湖区内雨水、污水维持水量。其水位主要由吉

家湖电排及涵闸控制，最高控制水位为 27.06m。故该段采用吉家湖最高控制水位

进行管理范围划界。

划

界

示

意

图

影

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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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河湖划界数学基础采用以下标准：

平面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高斯投影，标准 3度分带；

高程基准：1985国家高程基准；

（2）纸质图件采用 1:3000打印；

（3）图纸管理范围线采用红色表示，线宽为 2磅，普通界桩采

用红色空心圆圈“⊙”表示，公共界桩采用蓝色空心圆圈表示，大小

均为 18磅，界桩编号注记文字统一采用宋体 12号，颜色用红色，其

他文字注记均用宋体 10号黑色；

（4）河湖划界数据存储格式以《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技术导则》

（试行）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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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岳阳楼区吉家湖管理范围划界标准

类别

起点 终点
河段

属性

长度

（km
）

依据

划界标准

备注湖泊里程数

（km）
点位坐标

湖泊里程数

（km）
点位坐标 护堤地范围 其他标准

无堤防 0

（415629.54
01，

3255509.824
71）

6.90

（417084.28
7432，

3256601.381
7）

城市

段
6.90

《湖南省河

湖管理范围

技术导则》

（试行）

最高控制水

位

有堤防 6.90

（417084.28
7432，

3256601.381
7）

7.38

（416781.58
7269，

3256947.858
89）

城市

段
0.48

《湖南省河

湖管理范围

技术导则》

（试行）

堤防背水侧

堤脚线外延

10m

无堤防 7.38

（416781.58
7269，

3256947.858
89）

8.50

（416065.56
9336，

3256482.141
97）

城市

段
1.12

《湖南省河

湖管理范围

技术导则》

（试行）

最高控制水

位

有堤防 8.50

（416065.56
9336，

3256482.141
97）

8.98

（415702.45
9595，

3256147.886
29）

城市

段
0.48

《湖南省河

湖管理范围

技术导则》

（试行）

吉家湖大堤

靠吉家湖一

侧堤顶线

无堤防 8.98

（415702.45
9595，

3256147.886
29）

11.63

（415629.54
01，

3255509.824
71）

城市

段
2.65

《湖南省河

湖管理范围

技术导则》

（试行）

最高控制水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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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起点和终点填写湖泊里程数和点位坐标，其中里程数吉家湖与东风湖相邻处为里程起点，沿着吉家湖管理范围线逆时针合计里

程；

（2）表中坐标系统：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高斯投影，标准 3 度分带；高程系统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3）堤防等级根据相关设计文件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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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岳阳楼区吉家湖管理范围界桩成果表

序号 桩号
坐标

备注
X Y

1 FE102-430602-S0001 415629.5401 3255509.825
2 FE102-430602-S0002 415792.3598 3255354.89
3 FE102-430602-S0003 416111.4961 3255434.44
4 FE102-430602-S0004 416447.9223 3255427.596
5 FE102-430602-S0005 416558.2538 3255486.863
6 FE102-430602-S0006 416507.6851 3255654.411
7 FE102-430602-S0007 416578.0644 3255621.735
8 FE102-430602-S0008 416481.2268 3255726.51
9 FE102-430602-S0009 416451.1472 3255910.124
10 FE102-430602-S0010 416444.119 3256059.621
11 FE102-430602-S0011 416444.119 3256117.565
12 FE102-430602-S0012 416598.9004 3256113.199
13 FE102-430602-S0013 416798.9259 3256114.39
14 FE102-430602-S0014 416964.0262 3256135.028
15 FE102-430602-S0015 417020.1334 3255957.281
16 FE102-430602-S0016 417146.6685 3255818.228
17 FE102-430602-S0017 417336.0443 3255630.175
18 FE102-430602-S0018 417567.5155 3255579.348
19 FE102-430602-S0019 417767.5411 3255417.026
20 FE102-430602-S0020 418085.8353 3255349.954
21 FE102-430602-S0021 418040.5914 3255482.908
22 FE102-430602-S0022 417904.86 3255647.214
23 FE102-430602-S0023 417676.1537 3255721.192
24 FE102-430602-S0024 417454.494 3255805.488
25 FE102-430602-S0025 417423.9347 3255967.008
26 FE102-430602-S0026 417374.3738 3256036.966
27 FE102-430602-S0027 417470.9251 3256066.458
28 FE102-430602-S0028 417665.019 3256274.43
29 FE102-430602-S0029 417622.9503 3256339.915
30 FE102-430602-S0030 417447.1343 3256114.092
31 FE102-430602-S0031 417312.9902 3256196.246
32 FE102-430602-S0032 417332.0403 3256259.349
33 FE102-430602-S0033 417112.869 3256380.545
34 FE102-430602-S0034 416985.5677 3256451.834
35 FE102-430602-S0035 417005.4148 3256718.253
36 FE102-430602-S0036 416781.5873 3256947.859
37 FE102-430602-S0037 416480.5219 3256666.567
38 FE102-430602-S3038 416400.8517 3256651.774 公共桩

39 FE102-430602-S3039 416322.7294 3256583.123 公共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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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FE102-430602-S0040 416357.9525 3256538.774
41 FE102-430602-S0041 416152.5015 3256354.405
42 FE102-430602-S0042 416065.5693 3256482.142
43 FE102-430602-S0043 415702.4596 3256147.886
44 FE102-430602-S0044 415837.7279 3255948.125
45 FE102-430602-S0045 416002.7622 3256015.594
46 FE102-430602-S0046 416216.6787 3256176.56
47 FE102-430602-S0047 416359.9238 3256058.704
48 FE102-430602-S0048 416351.854 3255842.803
49 FE102-430602-S0049 416132.3818 3255959.882
50 FE102-430602-S0050 416225.6475 3255793.194
51 FE102-430602-S0051 416079.9941 3255688.419
52 FE102-430602-S0052 415931.5625 3255599.916
53 FE102-430602-S0053 415894.2562 3255794.781
54 FE102-430602-S0054 415839.4874 3255809.466
55 FE102-430602-S0055 415766.8593 32556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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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岳阳楼区吉家湖管理范围告示牌成果表

序号 桩号
坐标

备注
X Y

1 FE102-430602-S001 415769.2178 3255352.407
2 FE102-430602-S002 416526.3862 3255594.351
3 FE102-430602-S003 417578.1071 3255578.741
4 FE102-430602-S004 417948.2289 3255574.212
5 FE102-430602-S005 417079.7048 3256597.528
6 FE102-430602-S006 416483.4487 3256657.824
7 FE102-430602-S007 416095.0451 3255706.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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