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平县城供水工程改造项目—黄峰斗水库～雅水水厂

原水输水工程穿越河源和平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选址

唯一性论证报告 
 
 
 
 
 
 
 
 
 
 
 

 

 

 

 

 

 

建设单位：和平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二○二二年十二月 

 

 

 
 

 



项目名称：和平县城供水工程改造项目—黄峰斗水库～雅水 

水厂原水输水工程穿越河源和平阳明县级自然 

保护区选址唯一性论证报告 

委托单位：和平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编制单位：河源市恒辉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省和山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      詹永祥 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 ：      高明栋 林业工程师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证书编号： D344049391 
 

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证书 

资格等级：丙级 

证书编号：LDG 丙 2021-032 

 
项目参加人员：曾志灵  詹永祥  高明栋  蒋振明   

周益锋、吕伟民、杨福胜 

 

 

 



 



 

 

 



目  录 
第一章 概述 ..........................................................................................................................................................1 

一、项目背景 ..............................................................................................................................................1 

二、项目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 

三、项目任务由来 .....................................................................................................................................6 

四、编制的依据 ..........................................................................................................................................6 

五、论证范围和内容 ................................................................................................................................8 

六、论证过程 ..............................................................................................................................................9 

第二章 项目基本概况 .................................................................................................................................... 10 

一、项目概述 ........................................................................................................................................... 10 

二、相关法律要求 .................................................................................................................................. 12 

第三章 控制因素分析 .................................................................................................................................... 14 

一、保护区概况 ....................................................................................................................................... 14 

二、雅水水库补水 .................................................................................................................................. 17 

三、地质因素 ........................................................................................................................................... 18 

四、项目线路与保护区关系................................................................................................................ 18 

第四章 唯一性论证 ......................................................................................................................................... 21 

一、管道线路选址原则 ......................................................................................................................... 21 

二、管道线路总体控制因素................................................................................................................ 22 

三、线路方案比选分析 ......................................................................................................................... 23 

第五章 保护措施 ............................................................................................................................................. 43 

一、设计期环境保护措施 .................................................................................................................... 43 

二、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 43 

三、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 .................................................................................................................... 44 

第六章 结论和建议 ......................................................................................................................................... 46 

一、结论 .................................................................................................................................................... 46 

二、建议 .................................................................................................................................................... 47 

 

 

 
 



 1 

第一章 概述 

一、项目背景 

和平县城用水主要由黄峰斗水库供应。主线路为黄峰斗水库水流

经下方黄峰斗电站前 DN2000 的管道接驳，由直径 80cm 的管道输水，

沿省道 S339 线到达热水镇河坑口，再直接进山，以隧洞形式横穿河

源和平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直到叶屋坑，后到达雅水水厂进行处理，

处理后供应和平县城。雅水水库作为应急用水，修建有一条管道在雅

水村山口与黄峰斗水库输水管道汇合，进入雅水水厂。整个管道长度

为 12.7km。 

图 1 旧管道线路图 

 

该管道修建较早，当时设计为 5 万 m3/d，管径 80cm，由于规模较

小、输水管管径小及材质参差不齐，加之年久老化，目前供水能力仅

为 3.5 万 m3/d，和平县城供水不足等问题已经出现，据实地调查，当

前县城每天缺水已达到 4000m3。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城镇化率越来越高，城镇

居民数量的不断增加，第七次人口普查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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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人口增加 4.5万人，和平县城面积扩大 5 km2，城镇企业的入驻，

城镇用水量也在不断增多，原有供水水量已严重不足，严重影响了居

民、企业及公用设施的用水需求和用水安全。供水短缺已影响到和平

县经济建设和城镇一体化发展，供水设施的系统性布局和改造势在必

行。 

二、项目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和平县城民生及工业生产的保障 

水是生命之源，是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质，是

决定物种生存的基本要素，人类离开水就无法生存。  

水对于城市发展而言尤为重要，是首要解决的问题。和平县城供

水不足的情况由来已久，每逢用水高峰时段水量就不满足需要，严重

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对此情况人民群众反响很大，要求解决问题

的呼声很高。县城目前供水以黄峰斗水库为唯一水源，供水系统现状

最大供水能力仅为 3.5 万 m³/d，与城市发展近期（2023 年）需水 5.0 

万 m³/d 尚有差距，距离中期（2030 年）需水 10.0 万 m³/d 和远期

（2035 年）需水 15.0 万 m³/d 的目标则相差悬殊，供水根本得不到

保障，更谈不上发展。  

本工程建设是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用水问题

为突破口，完善公共供水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将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

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项目已被当地政府列为重大民生工程、

民心工程，建设已成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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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经济收入的增加，人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

好，健康意识在逐步加强，对饮用水的质量要求愈来愈高。和平县城

供水系统中某些环节，已不适应新形势下的供水需求。通过对城区供

水设施进行系统改造，可以明显提高居民生活饮用水质量，改善居民

的生活条件，有利于促进人民的身体健康。另外，和平县规划城区范

围内，如县城周边的农村多以地下水为主（自备水源），地下水资源

的开发利用未做到有效节制，合理开发，统一管理，某些单位和居民

用水未经过净化处理直接使用，对人民身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随着

城市发展，将上述区域用水纳入城市统一供水的服务范围，既保护了

地下水资源，又保障了人民身体健康，同时可促进城乡区域供水一体

化，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因此，该项目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三）、落实节水型城市及和平县生态文明建设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供水节水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国发［2000]36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

的通知》（国办发（2005）45 号文件）、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等文件中的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建立健全水资源战略储备

体系，各大中城市要建立特枯年或连续干旱年的供水安全储备，规划

建设城市备用水源，制订特殊情况下的区域水资源配置和供水联合调

度方案；做好城市供水、节水和水污染防治工作，坚持开源和节流并

重、节流优先、治污为本、科学开源、综合利用的原则，为城市建设

和经济发展提供安全可靠的供水保障和良好的水环境，以水资源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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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利用，支持和保障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极度短缺

的城市，要在综合考虑当地水资源挖潜、大力节水和水污染治理的基

础上，依据流域水资源规划实施跨流域调水；统一规划，优化配置，

多渠道保障城市供水，科学确定供水水源次序，城市用水要做到先地

表水、后地下水，先当地水、后过境水；逐步改变过去一个水系、一

个水库、一条河道的单一水源向城市供水的方式，采取“多库串联，

水系联网，地表水与地下水联调，优化配置水资源”的方式，提高城

市供水保证率。本工程的实施就是落实节水型城市建设，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四）、推动和平县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城市供水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

要物质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人民生活水平和文明卫生水平。城市供水作为社会经济的基础设施，

其建设应未雨绸缪，适当超前。  

随着和平县城区不断扩大、城市化进程发展加快，另外凭借区位

优势，大批企业落户和平县福和产业转移园，城市的发展、居民的增

多、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城区的需水量日益加大，对城区供水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根据在编《和平县城市总体规划（修编）》（2017-2035），

至 2025 年县城人口达 16 万，远期至 2035 年，县城人口 22 万人。

据此初步预测 2023 年县城需水量将达到 5 万 m³/d，2030 年城区需

水量将达到 10 万 m³/d 左右。现有供水规模将不能满足县城用水量的

需要，是城市发展的瓶颈。为使得供水设施适应和平县城市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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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步伐，城区供水设施的系统性布局和改造势在必行，是推动当地社

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综上所述，规划实施和平县城供水工程改造项目，是贯彻落实节

水型社会建设，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当地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也是事关和平县长远发展的一项战略性公共基

础设施项目。工程的实施，必将推进县城经济建设、推动城乡供水一

体化发展，促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实现资源综合利用，确保城乡饮水

安全和生态、产业用水，同时提升水质和环境质量，提升城市品位和

市民幸福指数，构建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工程建设十分必要

和紧迫。 

（五）、保障和平县城生命水源供水安全 

结合前述给水现状及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整个和平县城供水系

统存在单一水源的供水安全性低、原水管道输水能力不足、水厂清水

池调蓄容积不足及城区管网较陈旧等问题，其中原水管道输水能力不

足的问题尤为突出。原水输水线路中有一段长达 4.2km的隧洞，该隧

洞无相关修建资料，现状隧洞断面不明，内部未衬砌，糙率不明，隧

洞内部无法进入检查维护，隧洞纵断面呈中间高两边低的“龟背”型，

严重限制了过流能力，是和平县城生命水源的“卡脖子”段。  

从黄峰斗水库～雅水水厂的原水输水系统为输送和平县城区居

民生活用水唯一的水源管道，其重要性不可言喻。日常承载城区住户

区域的供水，涉及面广，作用性强。由于现状隧洞是目前和平县城供

水的唯一途径，不能长时间停水，现状隧洞无法探明，也无法进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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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因此现状约 4.2km 的隧洞段是“带病运行” 的，是和平县生命

水源的“卡脖子”段。要确保和平县城唯一供水水源供水安全，为改

善和平县城人民群众饮用水条件和生活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

量和生产水平，推动和平县科技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次黄峰斗水

库～雅水水厂原水输水工程建设是十分必要与迫切的。 

三、项目任务由来 

根据工程的设计方案，和平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负责的和平

县城供水工程改造项目。线路起点位于和平县热水镇黄峰斗水库大坝

下方的黄峰斗电站，经热水镇河坑口林场进入和平县阳明县级自然保

护区，在保护区内铺设管道 408m 后（宽度 3m），以隧洞形式穿越保护

区 1915m，隧洞通达雅水村后，再与雅水水库管道汇合后送水至雅水

水厂。整个线路在阳明保护区内穿越长度 2323m，占用保护区面积

0.1264 公顷。 

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推进重要线状基础设施重点项

目穿越环境敏感区前期工作的通知》（粤发改重点〔2016〕174 号）规

定，重要线状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应尽可能绕避环境敏感区，对不能绕

避的项目，应进行多方案比选。因此，需开展和平县城供水工程改造

项目穿越河源和平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线路路径唯一性论证。 

四、编制的依据 

（一）、国家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修订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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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9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 12 月 28 日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18 年 3 月 19 日修

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 年 10 月 07 日修

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

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2017 年 10 月 7 日

修订实施）； 

（8）《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

村部公告 2021 年第 3 号）； 

（9）《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农业农

村部公告 2021 年第 15 号）； 

（10）《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10 月 1 日实施）； 

（二）、地方法律法规 

（1）《广东省林地保护管理条例》（2020 年修正）； 

（2）《广东省自然保护区建立和调整管理规定》（2017 年 12 月

30 日实施）； 

（3）《广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修正）。 

（三）、相关规范性文件 

（1）《森林公园总体设计规范》（LY/T51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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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GB/18005-1999）； 

（3）《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GB/T 38582-2020）；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HJ19-2011）； 

（5）《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的通知（中办发〔2019〕42号）； 

（6）《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规范生态严格控制区管理工作的通

知》（粤环函〔2014〕796 号）； 

（7）《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推进重要线状基础设施重点项

目穿越环境敏感区前期工作的通知》（粤发改重点〔2016〕174 号）； 

（8）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强化资源要素支

撑全力推进省重大项目开工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办函〔2021〕

227 号）； 

（9）《河源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10）河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源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方案》的通知（河府〔2021〕31号）。 

五、论证范围和内容 

（一）、论证范围 

本项目为和平县城供水工程改造项目，其规划为新增一条供水管

道，在黄峰斗水库下游的黄峰斗电站前 DN2000 管道上接驳 DN1000 的

管道，沿浰江河堤埋设到达河坑口林场后，以 408m埋地铺设和 1915m

隧洞的方式穿越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输水至雅水水厂，同时补水到

雅水水库，全程穿越阳明保护区 2323m。因此，本次论证主要讨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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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为输水管道穿越自然保护区的各比选方案论证问题。 

（二）、论证内容 

本报告主要论证内容为： 

（1）通过对区域社会经济、城镇规划建设、林地占用、交通运

输、自然条件等方面的详细调查、研究分析，结合土地利用规划、控

制性详细规划，提出项目避绕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或减少保护区用地

的线位比选方案。 

（2）从安全性、技术标准、生态敏感区、与城市规划的协调、征

地拆迁、工程实施难易程度等方面，论证推荐方案穿越阳明县级自然

保护区范围线位的唯一性。 

六、论证过程 

2022年 11 月，我公司受和平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委托，开

展和平县城供水工程改造项目穿越河源和平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选

址唯一性论证工作，具体如下： 

2022 年 11 月-12 月开始收集建设相关资料，并对所有资料整理

归纳分析。同时开始相关外业调查。 

2023 年 1-2 月，对各比选方案的优缺点进行分析，完善论证报

告编写，完成评审。 

2023年 3 月，根据专家及相关部门反馈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形

成最终成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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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概述 

（一）、供水现状 

和平县城区现状供水系统主要分为原水输水系统、净水厂和配水

系统三大块。其中原水输水路线约 15.05km（管道 10.85km、隧洞

4.2km）、水厂一座（设计规模 5 万 m3/d 的雅水水厂，实际供水仅为

3.5 万 m3/d）、配水管网 40km 左右（管径 DN100-DN700）。根据调研，

水厂原水取自县城西部的热水镇黄峰斗水库，原水经输水管道沿省道

S339埋设至河坑口，后进入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再经输水隧洞输送

至水厂，处理后以重力流至配水管网再至用户使用。现状供水用户 2.9

万余户，供水人口可达 12 万人，供水范围主要为和平县城、工业园

及周边区域。城区集中供水系统的维护运营现由和平县天平供水有限

公司承担。 

纵观和平县城周边，能满足整个和平县城用水需求的仅为黄蜂斗

水库，故旧管道供水系统是从黄峰斗水库取水，供水水源较单一，供

水安全性低、原水管道输水能力不足、水厂清水池调蓄容积不足及城

区管网较陈旧等问题，其中原水管道输水能力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

原水输水线路中有一段长达 4.2km 的隧洞，该隧洞无相关修建资料，

现状隧洞断面不明，内部未衬砌，糙率不明，隧洞内部无法进入检查

维护。由于输水为重力流输水（无压供水），隧洞纵断面呈中间高两

边低的“龟背”型，严重限制了过流能力，是和平县城生命水源的

“卡脖子”段。目前每天缺水约 4000m3，节假日缺水问题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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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管道在阳明保护区内先沿硬底化村道内侧埋设，在到达隧洞口

前约 50m时，以明管架设方式到达隧洞口，隧洞前保护区内输水长度

为 440m。经实地调查，旧管道埋设部分对保护区基本无影响，架设部

分宽度为 2m，高度为 2m，除占用部分保护区面积外，对周边林木生

长，动物活动基本无影响。 

图 1 旧管道及输水隧洞现状 

 

（二）、供水改造 

和平县城供水工程改造项目是根据当前县城缺水现状和未来和

平县城整体发展需要而申请的项目，项目性质属新建项目，项目类别

为民生项目；建设单位为和平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1 年 10

月和平县发展和改革局立项（项目代码：2110-441624-04-01-124421），

2023年 02 月项目升级为市级重点项目。 

本次黄峰斗水库～雅水水厂原水输水工程改造建设主要任务有：

①为和平县城供水提供水源，供水水源仍以黄峰斗水库为主；②县城

提供应急供水水源，拟由雅水水库取水。供水范围主要为和平县城、

工业园及周边区域。工程的主要建设内容：（1）新建输水隧洞约 

4.82km；（2）新建输水管线约 11.38km（含隧洞内 4.82km）；（3）新

建雅水水库应急水源工程，含加压泵站 1 座和输水管道 0.54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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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水输水线路工程自黄峰斗水库引水至雅水水厂，利用黄峰斗电

站取水口，从电站上游 DN2000进水钢管接驳。DN1000 管道接出后埋

设 4.79km，经 S339 道路-热水大桥-河坑口林场到达新建隧洞；新建

隧洞长约 4.82km；原水出新建隧洞后继续铺设 1.7km 管道后至雅水

水厂配水池。整个原水输水管线长约 11.38km。 

雅水应急水源工程包括雅水加压泵站和 0.54km 应急水源管道。

雅水加压泵站厂区布置于雅水水库大坝坝后，距离大坝坝后坡脚约

100m。应急水源管道从雅水水库输水涵管坝后发电钢管接出，沿上坝

路铺设，在担水坑附近接入 DN1000 原水管道，管道总长 0.54km。 

黄峰斗水库～雅水水厂原水输水工程投资估算总投资为

18553.69 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 14664.01 万元，其他费用 1536.96

万元，预备费 1682.34 万元，设备购置费 670.47 万元。该项目建设

资金来源为申请政府债券及地方配套。 

二、相关法律要求 

（一）、《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推进重要线状基础设施重点项目

穿越环境敏感区前期工作的通知》（粤发改重点〔2016〕174 号） 

我省部分重要线状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穿越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

保护区、生态严控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等环境敏感

区前期工作推进慢，影响项目开工建设。为加快推进重要线状基础设

施重点项目穿越环境敏感区前期工作，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有关

工作通知如下： 

四、对确需穿越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的项目，在穿越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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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森林公园线路路径唯一性、生态影响评价和范围、功能区调整可

行性论证通过的前提下，允许将线路走廊调整为非自然保护区和森林

公园，并在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区外缘补划不少于调出面积的自然

保护区和森林公园。 

（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强化资源要素支撑 

全力推进省重大项目开工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办函〔2021〕

227 号） 

第十二条优化项目涉林审批：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采取隧道或桥梁等无害化方式穿越地方级自然保护

地（以地质遗迹资源为保护对象的除外）的省重大线性工程项目，在

不涉及占用自然保护地土地、水体和海（河）床的前提下，经唯一性

论证和生态影响专题评价，对自然保护区域、野生动物迁徙洄游通道

无影响或者影响可控的，可不调整自然保护地。省重大线性工程项目

所属行业省级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唯一性论证并出具意见。线路唯

一性论证通过后，再开展生态影响专题评价，涉及省级自然保护地和

市县级自然保护区的由省林业局组织开展评价并出具意见，涉及市县

级自然公园的由地级以上市林业主管部门组织开展评价并出具意见。

针对项目用林涉及的相关审批审核事项，省林业局要研究探索进行整

合优化，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 

综上可知，和平县城供水工程改造项目应充分考虑对环境敏感区

的影响，尽量避绕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范围区域，重点建设项目

确实无法避绕的，需要对项目选线的唯一性进行充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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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控制因素分析 

为了论证和平县城供水工程改造项目穿越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

的线管选址唯一性，本章依据调查结果和资料，从保护区概况到管网

规划，全面分析影响线位布设的主要控制因素，为穿越保护区线位方

案的拟定、比选提供准确、科学的依据。 

一、保护区概况 

（一）、河源和平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 

2003年 10 月 21 日，为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保障国土生态安全，

经和平县人民政府同意，新建和平县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和府函

〔2003〕82 号），面积 7100 公顷。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河源市

和平县西北部，北与江西省交界，南至热水镇中兴村，东至大坝镇石

谷村，西与黎明保护区接壤，属于“自然生态系统”类别的“森林生

态系统类型”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生态

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 

阳明保护区地带性植被为典型常绿阔叶林，是我省的天然屏障，

由于历史上受人为活动的干扰频繁，现大部分为天然次生林。近年来，

随着保护力度的加大，其森林生态系统正在逐步恢复，正处于向常绿

阔叶林地带性顶极群落进展演替阶段。阳明保护区的中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森林生态系统，可以作为地区恢复和重建退化森林生态系统的参

照系统，在自然保护区系统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生物多样性具有多重价值，如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据调查记录，在保护区范围内记录到维管植物 175 科 626 属 1088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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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栽培植物 83 种），其中蕨类植物 28 科 42 属 70 种，裸子植物 8 

科 12 属 15 种，被子植物 139 科 572 属 1003 种；记录到陆生野生脊

椎动物 194 种，隶属于 23 目 79 科；包括两栖类 1 目 5 科 19 种，爬

行类 2 目 14 科 31种，鸟类 13 目 44科 113 种，哺乳类 7 目 16 科 31 

种。保护区临近城镇，现区内资源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而保护区的

管理建设，有利于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保护，构筑起坚固的粤北森林

生态屏障。 

（二）、河源黄石坳省级自然保护区 

河源黄石坳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西南部,九

连山东麓,东经 114°48′33〞—114°55′35〞，北纬 24°20′05〞

—24°27′04〞之间，地跨阳明、热水、合水、青州（黎明林埸）4 个

镇，距和平县城 20km，总面积 8097 公顷，始建于 2000 年 3 月，于

2004年 1 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晋升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位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属中低山丘陵地貌，区内森林

资源丰富，空气清新、环境优越，珍藏着无数珍宝，以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为主的自然环境极具保护、观赏和科研价值，属“森林生态系统

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珍稀动植物资源及其栖息地；

复杂的森林类型和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独特的物种种质资源。 

保护区内的植被为典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可分为常绿阔叶林、

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针阔叶混交林、暖性针叶林、热性针叶林、

灌草丛、竹林和人工植被 8种类型，以阔叶林面积最大，占 46.3％；

针阔混交林次之，占 31.5％；目前保护区内的针阔混交林正向顶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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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阔叶林迅速发展。 

区内资源丰富，物种繁多，据广州大学的专家教授调查，区内有

维管植物 206 科 740 属 1417 种，属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有 10 科 11 属

11 种，其中国家Ⅰ级保护植物有伯乐树、红豆杉 2 种，国家Ⅱ级保护

植物有金毛狗、桫椤、苏铁蕨、水蕨、香樟、半枫荷、花榈木、闽楠、

伞花木等 9 种。属珍稀濒危植物有 7科 7 属 7种：其中渐危 4 种，沉

水樟、白桂木、巴戟天、水田七；稀有 3种，竹柏、观光木、吊皮椎。 

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动物栖息、繁衍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场所，据专

家调查，区内有脊椎动物 148 种，其中哺乳纲 6 目 15 科 31 种，鸟纲

12 目 22 科 49 种，爬行纲 2 目 4 科 12 种，两栖纲 2 目 6 科 15 种，

鱼纲 5 目 12 科 34 属 41 种。属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 17

种，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有云豹 1 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

有穿山甲、水鹿、小爪水獭、斑林狸、白鹇、蛇雕、褐翅鸦鹃、褐林

鸮、斑头鸺鹠、虎纹蛙等 11 种，省级重点保护动物有豹猫、池鹭、

平胸龟、棘胸蛙、沼水蛙等 5 种。 

保护区内水资源丰富，东江一级支流—浰江由西北向东南贯穿而

过，保护区内河长 20.5km、河宽 30m 左右，内有黄石坳、回龙镇、良

排 3 个水库及电站。两岸绿树成萌，山水交融，风景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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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自然保护区区位图 

二、雅水水库补水 

雅水水库位于浰江流域，在浰江的二级支流、雅水河上游。坝

址以上集雨面积为 10.63km2，校核水位 259.38m，设计洪水位

258.63m，常水位 255.0m，死水位 236.16m。水库总库容 362.44万

m3，正常蓄水位以下库容 263.31 万 m3，死水位以下库容 15.72 万

m3。大坝为均质土坝，坝顶高程 262.30m。雅水水库距雅水水厂约

2.5km，于 2000年经省政府批准划为饮用水源保护区，主要承担向

和平县城应急补水任务。每年枯水期，雅水水库水量就严重不足，

无法满足应急用水（县城居民用水、工业用水及消防用水）量，故

本次管道线路设计需方便为雅水水库补水，以确保应急用水充足。 

 

 

 

图 3-2雅水水库 



 18 

 

三、地质因素 

热水至阳明管道线路大地构造属粤北第一构造层（地槽褶皱基

底）。该构造一般统归于华南褶皱系，华南褶皱系属于加里东运动回

返的褶皱系，本褶皱系的基底是由硬化程度较低的震旦-志留系变质

岩系组成。原岩为杂陆屑式建造组合，内含巨厚的类复理石碎屑岩建

造、硅质岩建造、碳酸盐建造，含炭质页岩建造、笔石页岩建造，夹

酸性或中基性火山岩建造和铁、磷等矿物。累积最大厚达 20000m，

自下而上构成一个完整的沉积旋回，统称为加里东旋回，属冒地槽型

沉积。该处岩石组成为石英砂岩和板岩互层，厚度可达 4000m。工程

区附近断裂为河源断裂和恩平-新丰断裂，没有大规模区域性大断裂。

总体而言，工程区地质构造稳定性较好，未发现有影响场地稳定性的

古河道、暗浜、古冲沟、古塘、地下坑穴等不良地质作用，岩溶发育

较弱，无土洞塌陷、地裂缝等地质灾害或不良地质作用，地壳相对稳

定，管道埋设、铺设及隧道建造不受影响。 

四、项目线路与保护区关系 

（一）北方案（推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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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北方案（推荐方案）从黄峰斗水电站前的 DN2000水管接驳，

后沿浰江河道到河坑口林场，再进入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穿过保护

区后与雅水水库应急输水管道汇合，再输水到雅水水厂。推荐方案在

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内铺设 3m宽，408m 长的空气井、检查井和排泥

井（占用保护区面积 0.0069 公顷）后，以隧洞的形式横穿阳明县级

自然保护区到达雅水水厂，保护区范围内隧洞长度 1915m。 

经实地调查，管道施工区域内无旅游设施，输水管道在进入保护

区前主要为埋设，即为在浰江河道东侧的河堤上埋设，跨河部分以架

设的方式通过。进入保护区后，施工临时用地宽度 10m、40m 不等，

永久使用林地宽度仅 3m，临时使用林地在工程建设完成后及时复绿，

以减少对保护区的影响，管道铺设 408m 后进入隧洞。管道以隧洞方

式穿越保护区长度 1915m，故对保护区影响较小。管道建设整体对保

护区影响较小。 

 

图 3-2北方案与保护区关系图 

（二）南方案 

本方案沿省道 S339线到热水镇，再沿 X112县道到政和村转 X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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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道到达合水镇高速路口，再沿国道 G358 到和平县城，最后输水到

达雅水水厂。该管道穿越黄石坳省级自然保护区，长度为 17.15km，

穿越试验区、缓冲区和核心区。 

 
图 3-3南方案与保护区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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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唯一性论证 

根据线位控制因素分析，线位沿线主要控制因素有：沿线城镇、

河流分布情况、自然地理条件、现状管网、备用水源补水、周边土地

利用现状以及自然保护区等。如何将各控制因素有机地协调起来，寻

找最优的线位方案，需要多方案的比选论证。本章拟定 3 条线位方案

从线位指标、与城镇规划相符程度、生态环境影响、征地拆迁、工程

实施难度、保护地影响、隧洞作业成本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比选论证。 

一、管道线路选址原则 

根据本次供水工程改造项目的特点，保证旧管道正常供水，与城

镇规划协调、注重环境保护、降低工程造价、结合地形地势、减少土

地使用，确定本工程路径选线的基本原则如下： 

（一）、做到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基础的改造方案 

贯穿以人为本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尽量避开自然生态环境保护

区、水源保护区、文物保护区、国有林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以及

严格控制区等敏感区，综合考虑技术经济、环境人文、地质条件和社

会稳定等因素，在不能避让的情况下，选择最优的路径穿越保护地。 

（二）、不影响旧管道正常使用 

和平县城目前供水仅有黄峰斗水库一个来源，每天向县城供水量

为 3.5 万 m3/d，施工应避免与旧管道线路交叉或重合，影响旧管道正

常供水。 

（三）、输水线路应综合考虑地形、地质、水力学、施工、运行、沿

线建筑物、工程总体布置及对周围环境影响等因素，以自身重力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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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不使用途中辅助设备，减少输水成本。  

（四）、在满足工程总体布置要求的条件下，线路应选在沿线地质

构造简单、岩体完整稳定、上覆岩层厚度适中、水文地质条件有利及

施工方便的地区。 

（五）、线路布置时应与岩层、构造断裂面以及主要软弱带走向有

较大角度。应避开可能造成地表水强补充的冲沟，应充分考虑喀斯特

地貌，尽量避开强烈喀斯特发育区。 

（六）、管道尽量减少弯曲，降低转弯角度，减少水头损失。 

（七）、输水线路的布置应尽量避开人口密集的乡镇和较大规模的

建筑物，减少拆迁量，节约土地资源，避免影响城镇发展规划。 

（八）、输水管道除为和平县城供水外，还负责为雅水水库补水，

确保雅水水库应急用水充足。 

二、管道线路总体控制因素 

根据线位方案，结合项目的主要控制因素，对拟定的管线方案进

行比选。比选因素具体如下： 

（一）区位条件因素 

（1）管网布局的安全性 

对比比选管线的建设情况、地质条件等，分析比选管线方案布局

是否安全。 

（2）管线走向顺捷性 

通过比较比选管线，分析管线走向是否顺捷。 

（3）协调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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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比选管线与现有道路、房屋等建设协调难度，分析其建

设可行性。 

（二）规划因素 

（1）与区域城市规划匹配性 

分析比选管线方案与所在区域的城市规划的匹配性。 

（2）用地规划 

分析比选管线方案穿越区域的用地规划，能否满足项目的建设要

求。 

（三）环境因素 

尽量避让居民集中居住区，减少拆迁量，避让自然保护区，确实

无法避让，尽量减少使用。 

三、线路方案比选分析 

黄峰斗水库位于和平县城西北方，距离和平县城直线距离16km，

坝址以上流域面积为195km2，校核水位292.39m，设计洪水位290.96m，

常水位 290m，最低供水位 282m，死水位 275m。水库总库容 2430万

m3，正常蓄水位以下库容 2127 万 m3，调节库容 1267 万 m3，死库容 860

万 m3。大坝为砌石砼双曲拱坝，坝顶高程 292.4m。水库坝址以上多年

平均年径流总量为 16.5 亿 m3，保证率为 95%时的枯水年径流总量为

7356万 m3，多年平均流量 5.2m3/s，水量较为丰富。水库功能主要为

和平县城供水、发电等，水质常年维持在Ⅱ类标准以上，是饮用水Ⅰ

类水源保护地，本次供水工程改造项目继续取该水库的水。 

雅水水库靠近和平县城，是和平县城应急用水水库，与黄蜂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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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形成和平县城供水双保险，确保和平县城用水安全稳定。由于雅水

水库库容较小，集水快，干涸也快，故本次改造还将由黄蜂斗水库为

雅水水库补水，确保雅水水库常年备有应急水源充足。 

图 4-1 黄峰斗水库 

 

根据本项目的管线布设原则，进一步研究了项目的线路可行性，

通过实地踏勘，并多次征求地方意见。工程选线设计了 3条线路方案，

即北方案（推荐方案）、中方案、南方案，具体方案走向示意图如下： 

图 4-2 方案比选与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的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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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方案（推荐方案） 

利用黄峰斗电站取水口，从电站上游 DN2000 进水钢管接驳直径

DN1000 的输水管道。由于该处距离省道较近，便于维护管理；取水点

距离黄峰斗水库有一定距离，不影响黄蜂斗水库（黄峰斗县级湿地公

园）的生态系统，在不发电的情况下，可以满足 10 万 m3/d 的供水。 

供水从黄峰斗电站取水口接驳后，管道沿浰江河堤东岸埋设，到

河坑口转东进入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在保护区内主要以埋设的方式

铺设 408m，再以隧洞的形式到达雅水水库大坝下方，与雅水应急水管

合并后输水到达雅水水厂配水池。管道全长 11.38km（其中 4.82km 

为隧洞），黄峰斗电站—隧洞进口段管道长 4.36km，隧洞段长 4.82km；

雅水水库—雅水水厂段管道长 2.20km。隧洞出水口新增一条补水管

道和一个加压泵，连接到雅水水库，方便为雅水水库补水，全程 540m，

确保雅水水库应急用水充足。 

管道在保护区内以 3m 宽埋地铺设 408m长，再以隧洞方式穿越保

护区 1915m。管道永久占用林地 3m 宽，408m 长。因施工需要，规划

临时用地 10m-40m不等（临时用地在完工后及时复绿，恢复林地植被，

恢复保护地范围）。 

线路穿越和平县阳明镇和热水镇，涉及自然村 6 个，分别为：北

联村、丰道村、联丰村、田心村、雅水村和中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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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北方案线路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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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北方案占地统计表 

 

序号 乡镇 村 地籍小班号 地类 管理类型 权属 森林类别 林种 保护等级 优胜树种 面积（公顷）
1 阳明镇 雅水 441624008005000300301 未成林地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商品林 一般用材林 Ⅲ 针阔混 0.5568
2 阳明镇 雅水 441624008005000201602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 水源涵养林 Ⅲ 针叶混 0.2283
3 阳明镇 雅水 441624008005000201204 未成林地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 水源涵养林 Ⅲ 杉木 0.0200
4 阳明镇 雅水 441624008005000201800 非林地  集体     0.7035
5 阳明镇 雅水 441624008005000300400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重点公益林 水源涵养林 Ⅲ 针阔混 0.2209
6 阳明镇 雅水 441624008005000201205 未成林地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 水源涵养林 Ⅲ 杉木 0.0276
7 阳明镇 雅水 441624008005000201203 未成林地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商品林 一般用材林 Ⅲ 杉木 0.0448
8 阳明镇 雅水 441624008005000300200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 水源涵养林 Ⅲ 马尾松 0.1473
9 阳明镇 雅水 441624008005000201601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 水源涵养林 Ⅲ 针阔混 1.4692

10 阳明镇 雅水 441624008005000300700 非林地  集体     0.5591
11 阳明镇 丰道 441624008007000100400 非林地  集体     0.0144
12 热水镇 中兴 441624007005000100601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商品林 一般用材林 Ⅱ 杉木 0.2054
13 热水镇 田心 441624007003000401100 水域  集体   Ⅱ  0.2708
14 热水镇 北联 441624007002000601800 非林地  集体     0.8864
15 热水镇 中兴 441624007005000100602 无立木林地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商品林 一般用材林 Ⅱ  0.1705
16 热水镇 田心 441624007003000401000 非林地  集体     0.0312
17 热水镇 中兴 441624007005000200200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商品林 一般用材林 Ⅱ 杉木 0.2144
18 热水镇 中兴 441624007005000200101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商品林 一般用材林 Ⅳ 杉木 0.0100
19 热水镇 田心 441624007003000401300 非林地  集体     0.0807
20 热水镇 中兴 441624007005000101200 水域  集体   Ⅱ  0.1346
21 热水镇 联丰 441624007004000500800 非林地  集体     0.6635
22 热水镇 北联 441624007002000601700 水域  集体   Ⅱ  1.3516
23 热水镇 中兴 441624007005000101300 非林地  集体     0.0068
24 热水镇 中兴 441624007005000100500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商品林 一般用材林 Ⅱ 杉木 0.0049
25 热水镇 联丰 441624007004000400700 非林地  集体     0.6717
26 热水镇 联丰 441624007004000400800 水域  集体   Ⅱ  0.0438
27 热水镇 中兴 441624007005000200900 非林地  集体     0.6038
28 热水镇 北联 441624007002000401500 非林地  集体     0.0720
29 热水镇 北联 441624007002000601600 非林地  集体     2.1106
30 热水镇 中兴 441624007005000101100 非林地  集体     1.6819
31 热水镇 中兴 441624007005000100200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商品林 一般用材林 Ⅱ 杉木 0.0218
32 热水镇 中兴 441624007005000100300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 水源涵养林 Ⅲ 杉木 0.0621
33 热水镇 北联 441624007002000401106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商品林 一般用材林 Ⅱ 杉木 0.0387
34 热水镇 北联 441624007002000601900 水域  集体   Ⅱ  0.0113
35 热水镇 中兴 441624007005000100400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 水源涵养林 Ⅱ 杉木 0.1869

13.5273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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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方案（推荐方案）红线数据统计： 

1、北方案总体占地 13.5273公顷； 

2、北方案占用保护区总面积为 1.2376 公顷，其中缓冲区面积

0.9414 公顷，占用实验区面积 0.2962公顷。永久占用阳明县级自然

保护区面积为 0.0069 公顷，全部为保护区缓冲区；临时占用保护区

面积 1.2307公顷，其中缓冲区面积 0.9345 公顷，实验区面积 0.2962

公顷。主要为 3m 宽，408m 长的输水管道。 

3、占用阳明保护区范围主要为一般商品林和非林地，优势树种

为杉树。 

4、因施工需要，北方案占用保护区临时用地 1.2307 公顷，施工

完成后，通过及时复绿，树种乡土阔叶树种混交林，可提升林地质量，

以降低对保护区的影响。 

优缺点分析： 

1、北方案的优点： 

①、线路与旧管道基本平行，且不影响旧管道正常供水，后期同

时维护两条管道省时省工； 

②、管道长度较短，节省施工材料，同时减少水头损失； 

③、管道在浰江河道堤岸埋设，环境影响小，在保护区内仅占 3m

宽，并以隧洞穿越保护区，对保护区影响小； 

④、隧洞出口距离雅水水库近，方便为雅水水库补水，确保应急

用水充足。 

⑤、北方案虽占用了阳明自然保护区，但主要为临时用地，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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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通过复绿，则对保护区影响较小。 

2、北方案的缺点： 

①、占用了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长度 408m，宽度 3m；施工时

临时使用林地仍占用了保护区的范围，需要在施工后及时复绿； 

②、修建隧洞 4.82km，施工时间较长，约 26个月，隧洞施工

占用施工费用较高。 

（二）、中方案 

利用黄峰斗电站取水口，从电站上游 DN2000 进水钢管接驳直径

DN1000 的输水管道。由于该处距离省道较近，便于维护管理；取水点

距离黄峰斗水库有一定距离，不影响黄蜂斗水库（黄峰斗县级湿地公

园）的生态系统，在不发电的情况下，可以满足 10 万 m3/d 的供水。 

供水从黄峰斗电站取水口接驳后，管道沿浰江河道铺设，到热河

山庄后，转东向，以隧洞形式穿越山体，直至叶屋坑，再与旧管道重

合，输水至雅水水厂配水池。该方案规避自然保护区，本方案管线总

长 12.51km，其中隧洞段 5.83km，管线段长 6.68km。 

线路穿越和平县阳明镇和热水镇，涉及自然村有 5 个，分别为：

北联村、丰道村、田心村、雅水村和中兴村。 

图 4-4 中方案线路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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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方案占地统计表 

 

 

序号 乡、镇 村 地籍小班号 地类 管理类型 权属 森林类别 林地保护等级 林种 优势树种 面积（公顷）
1 阳明 雅水 441624008005000300301 未成林造林地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商品林 III级 一般用材林 针阔混交林 1.5396
2 阳明 雅水 441624008005000401002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地） III级 水源涵养林 其它软阔 0.0807
3 阳明 雅水 441624008005000201602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地） III级 水源涵养林 针叶混交林 0.0385
4 阳明 雅水 441624008005000300601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商品林 III级 一般用材林 针叶混交林 0.0216
5 阳明 雅水 441624008005000201201 未成林造林地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地） III级 水源涵养林 针阔混交林 0.1495
6 阳明 雅水 441624008005000401300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地） III级 水源涵养林 其它软阔 0.1072
7 阳明 雅水 441624008005000400500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地） III级 水源涵养林 针阔混交林 1.0117
8 阳明 雅水 441624008005000201204 未成林造林地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地） III级 水源涵养林 杉木 0.0084
9 阳明 雅水 441624008005000400401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商品林 II级 一般用材林 阔叶混交林 0.1997

10 阳明 雅水 441624008005000400501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商品林 III级 一般用材林 针阔混交林 0.0442
11 热水 中兴 441624007005000400200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地） III级 水源涵养林 湿地松（国外松） 0.0254
12 阳明 雅水 441624008005000300400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重点公益林（地） III级 水源涵养林 针阔混交林 0.734
13 阳明 雅水 441624008005000300600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地） III级 水源涵养林 针叶混交林 0.0213
14 阳明 雅水 441624008005000300300 未成林造林地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地） III级 水源涵养林 针阔混交林 0.0027
15 阳明 雅水 441624008005000401003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商品林 III级 一般用材林 其它软阔 0.1274
16 阳明 雅水 441624008005000401301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商品林 III级 一般用材林 其它软阔 0.01
17 阳明 雅水 441624008005000201205 未成林造林地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地） III级 水源涵养林 杉木 0.0859
18 阳明 雅水 441624008005000201203 未成林造林地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商品林 III级 一般用材林 杉木 0.5823
19 阳明 雅水 441624008005000300200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地） III级 水源涵养林 马尾松（广东松） 0.2621
20 阳明 雅水 441624008005000400400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重点公益林（地） II级 水源涵养林 阔叶混交林 0.1191
21 阳明 雅水 441624008005000201601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地） III级 水源涵养林 针阔混交林 0.0874
22 热水 中兴 441624007005000200102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商品林 IV级 一般用材林 其它软阔 0.1474
23 热水 非林地 8.5745

13.9806
北联、丰道、田心、中兴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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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方案红线数据统计： 

1、中方案总体占地 13.9806公顷； 

2、中方案占用林地面积 5.4061 公顷，其中生态公益林 2.7339

公顷，商品林面积 2.6722 公顷。非林地面积 8.5745公顷。 

优缺点分析： 

1、中方案优点： 

①、不穿越保护区，对保护区影响小，对生态敏感区域影响小； 

②、出隧洞与旧管道重合，不占用农田和村庄，影响小； 

2、中方案缺点： 

①、隧洞 5.83km，建造成本高，施工时间长； 

②、距离热水镇较近，影响热水镇发展规划； 

③、隧洞进水前段占地村庄房屋较多，拆迁补偿多。 

（三）、南方案 

本方案取水口位于黄峰斗水库大坝左岸，距坝端约 160m。为新建

取水口，后沿省道 S339 线到热水镇，再沿 X112 县道到政和村转 X182

县道到达合水镇高速路口，转 G358 国道到达和平县城西侧，后进入

雅水水厂配水池。该方案旨在沿路铺设虽避开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

但从黄石坳省级自然保护区横穿，本方案管线总长 40.26km，沿道路

铺设管线段长 40.26km。 

线路穿越和平县热水镇、合水镇和阳明镇，涉及自然村有 13 个，

分别为：北联村、丰道村、合水村、南湖村、珊湖村、珊坪村、田心

村、下径村、星星村、雅水村、兴径村、政和村和中兴村。 



 33 

图 4-5 南方案线路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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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南方案占地统计表 

 

序号 乡、镇 村 地类 管理类型 权属 森林类别 林地保护等级 林种 优势树种 面积（公顷）
1 合水 合水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地） III级 水源涵养林 针叶混交林 0.5799
2 热水 南湖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地） III级 水源涵养林 杉木 1.628
3 热水 下径 竹林 林业部门 集体 重点公益林（地） I级 水源涵养林 毛竹 2.5182
4 热水 中兴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商品林 III级 一般用材林 其它软阔 0.4732
5 合水 合水 未成林造林地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地） III级 水源涵养林 阔叶混交林 0.2138
6 热水 北联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地） II级 水源涵养林 针阔混交林 0.7129
7 阳明 丰道 其他无立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地） III级 水源涵养林 0.1233
8 合水 兴径 国家特灌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地） II级 水源涵养林 油茶 0.0545
9 热水 南湖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重点公益林（地） I级 水源涵养林 杉木 0.6812

10 热水 北联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商品林 IV级 一般用材林 针阔混交林 1.2602
11 合水 政和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重点公益林（地） I级 水源涵养林 其它软阔 1.8888
12 合水 政和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重点公益林（地） I级 自然保护区林 其它软阔 0.2111
13 热水 下径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重点公益林（地） I级 自然保护区林 杉木 0.2568
14 热水 下径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重点公益林（地） I级 自然保护区林 其它软阔 0.3213
15 热水 下径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重点公益林（地） I级 水源涵养林 其它软阔 5.0722
16 合水 政和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重点公益林（地） II级 水源涵养林 其它软阔 1.4376
17 热水 南湖 采伐迹地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商品林 III级 一般用材林 0.2184
18 热水 中兴 国家特灌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商品林 III级 食用原料林 油茶 0.0133
19 合水 合水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商品林 III级 一般用材林 针叶混交林 0.1034
20 合水 兴径 其他无立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重点公益林（地） II级 水源涵养林 0.0229
21 合水 珊坪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商品林 II级 一般用材林 马尾松（广东松） 0.0986
22 热水 南湖 国家特灌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地） III级 水源涵养林 油茶 0.0663
23 阳明 雅水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地） III级 水源涵养林 马尾松（广东松） 0.1009
24 热水 下径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重点公益林（地） I级 水源涵养林 杉木 1.7963
25 合水 合水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地） II级 水源涵养林 马尾松（广东松） 0.6468
26 合水 兴径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重点公益林（地） I级 水源涵养林 其它软阔 1.2861
27 阳明 丰道 乔木林 林业部门 集体 一般公益林（地） III级 水源涵养林 针阔混交林 0.0372
28 热水 下径 国家特灌林 林业部门 集体 重点公益林（地） I级 水源涵养林 油茶 0.4098
29 阳明、热水、合水非林地 60.8915

83.1245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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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南方案红线数据统计： 

1、南方案总体占地 83.1245公顷； 

2、南方案穿越黄石坳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 32.3453公顷，

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0.4%，其中实验区面积 19.9923 公顷，缓冲区面

积 5.1696 公顷，核心区面积 8.1834 公顷； 

3、南方案占用林地面积 22.2330 公顷，其中生态公益林 20.0659

公顷，商品林面积 2.1671 公顷。非林地面积 60.8915 公顷； 

4、南方案占用Ⅰ级保护林地 40个小班，面积 14.4418公顷； 

南方案优缺点： 

1、南方案优点： 

沿路铺设，施工难度低，施工时间短； 

2、南方案缺点： 

①、穿越黄石坳省级自然保护区，占用保护区面积较大，对保护

区影响大； 

②、占用Ⅰ级保护林地，需完成林地保护等级降级调整；  

③、经过 3 个乡镇及和平县城，经过 13 个村，同时横穿县城，

对城乡规划发展有影响，同时拆迁量较大； 

④、管道较长，运营及后期维护难度大，成本高。 

（四）、三种方案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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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三种方案对比表 

 

序号 主要因素 北方案 中方案 南方案 比选结果

1
占地面积
（公顷）

13.5273 13.9806 83.1245 北方案较优

2
占用林地面积（公

顷）
3.6296 5.4061 22.2330 北方案较优

3 自然保护地

经过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占用阳
明保护区1.2376公顷，永久占用保护
地面积0.0069公顷，临时占用保护地
面积1.2307公顷，需要调整保护区。

无
经过黄石坳省级自然保护区，面积
32.3453公顷，需要调整保护区。

中方案较优

4 占用林地等级调整 无 无
Ⅰ级保护林地14.4418公顷，需要进

行保护等级降级方可施工。

北、中方案较
优

5 线路长度 全长11.38km 全长12.51km 全长40.26km 北方案较优

6 隧洞建设 4.82km隧洞建设 5.83km隧洞建设 无 南方案较优

7 施工难度及工期
需挖隧洞4.82km，预计工期约28个

月
需挖5.83公里隧洞，预计工
期约33个月。

沿道路铺设，预计工期约17个月 南方案较优

8 社会稳定性因素

明管占地较少，仅有2.65km（保护
区内408m，保护区外2.21km），隧
洞4.82公里，埋设3.91公里，故征地
拆迁量少。

明管6.68km，隧洞前征地拆
迁多，特别是田心村有一定
的拆迁量。

全部为明管铺设，整条线路拆迁量大 北方案较优

9 对旧管道影响
平行铺设，基本无影响，后期同时

保养两条管道容易。
隧洞前无影响，隧洞后有影
响

热水镇前均沿S339铺设，有影响；后
期保养管道费时费力。

北方案较优

10 胜地坑水库补水
隧洞出口距离胜地坑水库540m，需
要一个加压泵，能确保胜地坑水库

应急用水充足。

隧洞出口为叶屋坑，需要连
接1300m应急补水管道。

无应急管道。 北方案较优

11 城乡整体规划
管道在河坑口转向阳明县级自然保
护区，影响热水镇发展规划少。

管道靠近热水镇，影响热水
镇发展规划。

管道经过热水镇、合水镇及阳明镇，
13个行政村，影响县城及各个乡镇发
展规划。

北方案较优

12 整体投资估算 预计直接投资16275.22万元 预计直接投资18897.89万元 预计直接投资33476.91万元 北方案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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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方案对比分析： 

1、占地因素分析。 

三种方案中，北方案长度最短，占地最少，南方案长度最长，总

占地最多；北方案占用林地最少，南方案占用林地最多，本着节约土

地资源的原则，减少森林资源占用及提升森林生态价值，北方案最优。 

2、自然保护地因素分析。 

北方案穿越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占用保护区面积 1.2376公顷，

其中永久占用保护区面积 0.0069 公顷，临时占用保护区 1.2307 公

顷。中方案不占自然保护区面积。南方案穿越黄石坳省级自然保护区，

面积 32.3453 公顷，占保护区总面积 0.46%，线路穿越黄石坳省级自

然保护区试验区、缓冲区和核心区。南方案占用林地保护等级Ⅰ级林

地 14.4418 公顷，需要进行保护等级降级。 

北方案虽占用了阳明保护区 1.2376 公顷，但经实地调查，该处

主要为杉树纯林、荒山荒地和非林地河流等，整体林相较差，生态价

值不高，抗逆性低，项目建设占用对保护区整体影响较小。北方案永

久占用保护区 0.0069 公顷，主要为空气井、检查井和排泥井，面积

较小。北方案施工临时占用了保护区 1.2307 公顷，施工完成后，及

时复绿，营造乡土阔叶树种混交林，可恢复林地质量和提高生态价值，

使其对保护区整体景观和价值影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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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永久用地类型图 

 
图 4-7 北方案实地走向 

3、施工难度分析 

北方案需要打隧道 4.82km，中方案需要打隧道 5.83km，南方案

无需打隧道，且管道均沿路铺设，故南方案施工难度低，工期最短；

中方案隧洞最长，工期最长。故南方案较优。 

4、社会稳定性因素 

北方案全长 11.38km，扣除隧洞长度 4.82km，埋设长度 4.32km，

北方案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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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管铺设长度 2.24km；中方案全长 12.51km，扣除隧洞长度 5.83km，

明管铺设 6.68km；南方案全部为明管铺设，长度 40.26km。由此可见，

北方案对农田或林地影响较小，拆迁补偿最低，南方案拆迁补偿最高。

根据工程可行性报告预算，北方案拆迁补偿费用 54.15万元；中方案

拆迁补偿费用 1275.80 万元；南方案拆迁补偿费用 1495.94 万元。故

北方案较优。 

5、对旧管道的影响 

北方案与旧管道平行铺设，两条管道互不影响；中方案在隧洞进

水前与旧管道交叉，隧洞出水后与旧管道重叠；南方案在热水镇前与

旧管道重叠，故为确保旧管道正常供水，北方案较优。 

6、雅水水库补水 

和平县城供水目前仅有黄峰斗水库，供水较单一，如发生异常情

况，县城会出现供水中断问题，应急供水为县城供水提供新的保障，

为和平县城提供双保险。为北方案隧洞出口位于雅水水库下方 540m，

便于连接雅水水库，使用一个加压泵便可以为雅水水库补水，可保障

应急用水充足，应急补水管道短，成本低；中方案隧洞出口在叶屋坑，

需要连接 1.3km应急供水管道，方可到达雅水水库，需要补水管道长，

且需要多次加压，成本高；南方案没有应急供水管道，供水单一。故

北方案较优。 

7、城乡整体规划 

省道 S339 位于浰江西侧，该侧居住了更多的村民，浰江东侧居

民较少，虽北方案线路经过 2 个乡镇，6 个村，但管道仅沿浰江河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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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设，到河坑口转向向东，进入保护区，线路整体对热水镇扩容发展

影响较小；中方案经过 2 个乡镇，5 个村，但该线路位于浰江西侧，

北联村及田心村住宅较多，且该方案更加靠近热水镇，对热水镇整体

规划发展有影响；南方案经过 3 个镇，13个村，在热水镇已影响到城

镇发展，穿越热水镇城市规划区；合水镇及县城也横穿城镇规划区，

对各乡镇和县城整体规划发展有较大影响。故北方案较优。 

 
图 4-5 线路对城镇及乡村发展规划的影响对比图 

8、直接投资估算 

根据项目工程可行性报告预算，项目费用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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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投资比较表 

 

由此可见，北方案直接投资最少，南方案直接投资最大，故北方

案较优。 

综上所述，本着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综合考虑技术、经济、环

境、社会稳定，城市整体规划、保护区、城乡总体规划、为应急水库

补水和土地利用等因素，为避免生态环境破坏、社会影响及拆迁安置，

同时考虑旧管道供水正常运行，北方案具有唯一性，为最优方案。 

北方案虽占用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面积 1.2376 公顷，但占用保

护区比例较小，且林相较差，生态价值较低。通过占补平衡，选择林

相较好，抗逆性较好的乡土阔叶混交林补入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将

在《和平县城供水工程改造项目穿越河源和平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经

营范围调整综合论证报告》中具体论述），则可在项目顺利进行且阳

明县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面积不减少及总面积不减少的情况下，提高

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的整体生态环境，生态价值也会得到提升。 

北方案施工临时占用保护区面积，在施工完成后，需及时复绿，

种植乡土阔叶树种混交林，可使保护区面积不减少的情况下，提升保

数量 投资（万元） 数量 投资（万元） 数量 投资（万元）

一 建筑工程

1 输水隧洞 m 4830 8053.37 5830 9720.73 / /

2 输水管道 km 11.32 7752.22 12.51 8567.16 40.26 32376.44

立方米 1098 6898 10577

亩 2.287 33.16 47.1

可比性投资 万元

可比投资差 万元

二 54.15 1495.941275.80

南方案输水线路
（管道）

中方案输水线路
（管道+隧洞）

北方案输水线路
（管道+隧洞）序号 项目 单位

建设征地移
民补偿投资

15859.74 19563.69 33872.38

3703.95 180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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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生态价值。 

在北方案施工前，需优化施工，坚持在保护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

的前提下施工，不越界使用林地，不越界破坏植被或采伐林木，使用

林地及采伐林木需要有合法手续。 

北方案在施工时，会产生一定的扬尘污染，施工废水及生活废水、

山体滑坡和水土流失等问题，为了防止对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及附近

居民的影响，建议对于扬尘污染使用洒水车及时对乡村干道及临时施

工便道进行洒水。对于施工废弃物及施工废水、生活废水，必须集中

收集，及时清理出施工场地，不得随意丢弃，影响保护区环境和供水

环境。对于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需及时种树种草，保水固土。 

本项目的建成，将彻底解决和平县城当前缺水的局面，同时确保

到 2035 年和平县城供水正常；本项目的实施将改善和平县城居民生

活条件，提高县城居民幸福指数，增强社会稳定性；供水稳定可吸引

更多企业入驻，推动和平县经济发展。项目的实施为后续改造雅水水

厂和城区供水管网系统升级改造打下基础，在黄峰斗水库输水系统旧

管线进行升级改造时，县城供水也不受影响，最终形成两条原水输水

管道的双线路保障加应急供水系统。项目的建设和实施将提供更大的

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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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保护措施 

一、设计期环境保护措施 

由于本项目穿越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占用了保护区面积 1.2376

公顷，设计时须优化施工方案，坚持“在保护中施工，在施工中保护”

的原则，减少临时占地的面积，在设计时预留一定的红线内面积，防

止破坏到范围外的植被及危害保护区外。同时应设计对阳明县级自然

保护区影响小的施工方案。如能缩短施工期，也会减少对保护区的影

响。  

施工设计阶段应充分考虑并实际调查林木、植被破坏的情况，含

种类，蓄积量，分布位置等，严格控制采伐林木的量，红线之外的林

木禁止采伐，对于红线内的林木，如不影响施工作业，也可不采伐。

临时占地内的林木可在确保施工的前提下，减少采伐量。根据林业有

关法律法规，占用林业用地除需要办理相关的用地手续外，采伐林木

手续也需要办理。 

二、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根据工程特点和环境特征，制定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计划和管理

办法等规章制度，优化施工方案，明确施工工艺、施工工序、环境管

理措施、防治责任范围等。 

（1）严格管理施工单位，减少人为制造的污染，如固体废弃物、

噪声等。落实环保要求，尽量不在保护区内设置取弃土（渣）场、搅

拌站等大临设施，不在保护区内设置施工营地。同时加强施工期环保

宣传和教育，开展环保专项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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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尽量避免在夜间施工，夜间通过保护区的施工运输车辆禁

止鸣笛，并对施工作业的灯光进行严格管理与控制。施工期如有不可

避免的夜间施工，则夜间灯光设备应配置向上的遮蔽设施，以减少对

鸟类的影响。施工场地以小范围投光为主，严格控制灯具遮光角度；

若遇夜间雾、雨等不良天气，不能增强光照，应减少施工行为。 

（3）减少施工临时用地，尽可能使用现有道路，降低施工对地

表土地的影响。施工结束后采取植被恢复措施，对临时用地进行复绿。 

（4）施工过程中，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方案，加强森林防火管理

力度，保护好工程建设影响区的风景资源和旅游资源单体。 

（5）施工过程中为防止地表径流冲刷施工场地，在场地四周开

挖临时排水沟及沉沙池；施工结束后进行表土回填，根据占地类型对

施工场地进行全面整地、复耕、绿化等措施恢复土地使用功能。 

（6）严格遵守保护区相关法律法规：在施工前，应对施工人员

进行保护区和野生动植物保护方面的知识宣传和教育，提高施工人员

的保护意识，严格控制施工范围，确保在工程用地红线范围内施工。

施工期间要爱护保护区的一草一木，保护好生态环境，严禁猎杀野生

动物，不允许毁坏建设用地以外的林木资源。 

三、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是非污染型水利建设项目，营运期项目本身不产生废水、

废气的污染。 

（1）制定生态保护方案 

管道定期检修，生活垃圾严禁倾倒在保护区内，工程建设后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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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垃圾及弃土应及时处理、清运，以减少占地，防治废土废料废水污

染，改善工程周边的环境，并切实落实好生态恢复措施，将工程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2）在保护区内设立标识牌，培训提高维护人员环保意识，不

在运营期间维护管道时影响和损坏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和林地。 

（3）做好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运营单位委托资质单位对保护区进行运营期的生态监测。监测内

容包括线路对野生植物种群数量与分布的干扰现状、对自然植被及珍

稀植物分布现状的破坏及干扰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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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为缓解和平县城当前供水短缺，并规划和平县城未来供水需求，

改善和平县城居民生活条件，提高县城居民幸福指数，增强社会稳定

性，推动和平县经济发展。项目的建设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 

经过比选，综合考虑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黄石坳省级自然保护

区、和平县生态控制线、和平县城市整体布局、拆迁难度及拆迁量、

隧洞难度及路网规划相符性等多方面因素，北方案具有唯一性，本项

目推荐选择北方案。本方案穿越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在建设和营运

期间将不可避免地对沿线的生态环境和水环境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但只要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减缓措施，其产生的不利影响可以得到有效

的控制。 

本项目从热水镇到和平县城，穿越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项目占

保护区面积为 1.2376 公顷，永久占用保护区面积 0.0069 公顷，临时

占用保护区面积 1.2307 公顷，项目红线内保护区面积占阳明县级自

然保护区总面积的 0.017%，且地类为疏林地和非林地，优势树种为杉

树。临时占用保护区的范围较大，在施工完毕后需及时复绿。项目建

设对保护区影响不大。 

根据项目工程可行性报告预测，项目建成后，可保障和平县城

2035年前供水正常。同时项目建设对后期雅水水厂升级改造，旧管道

升级改造及和平县城供水管网优化奠定基础。 

项目的建设对保护区的植被、植物、动物及其栖息地、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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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风景资源会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为永久占用土地，占

用保护区的林地，损坏区域内植被，造成地表裸露，从而存在水土流

失风险。且占用该部分面积，可能会影响该区域内动植物的生存场所，

导致该区域动植物数量减少，间接降低该区域的林地质量和生态价值。

此外施工期间人为活动增加，运输车辆增加可能带来森林火险、病虫

害爆发及外来生物入侵等问题，为自然保护区管理带来压力，需采用

适当的措施将生态环境风险降到最低。 

二、建议 

自然保护区拥有强大的生态功能，其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有着重

要作用，为了保证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功能质量受扩建项目影响将至最

低，就必须对项目进行科学的组织和严格的管理，对此有以下方面的

建议： 

  1、项目施工前应组织施工人员学习《中国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植物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做到施工人员

知法、懂法、守法。 

2、加强文明施工，施工完成后对施工场地及时清理，根据场地的

功能进行种树植草复绿，保证无地表土裸露。 

3、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并配合保护区做好相应的生态管护工

作，规范施工人员在保护区内的活动，尽量控制好施工时间和施工范

围。 

4、在无法避让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的情况下开展工程建设对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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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影响分析，同时积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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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和平县人民政府《关于建立阳明镇县级自然保护区的批复》和府函〔2003〕

8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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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和平县人民政府《关于建立黄石坳、河明亮自然保护区的决定》和府〔2000〕

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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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和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和平县城供水工程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和发改投审〔2021〕1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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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专家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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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自然保护区地理位置示意图 

80 



附图 2 项目选线方案比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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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北方案线路位置图 

82 



附图 4 中方案线路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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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南方案线路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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