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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and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river and lake shoreline, all cities should prepare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planning of river and 
lake shoreline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Guidelines for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Planning of 
River and Lake Shoreline (Trial).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planning of the river and lake shoreline 
in the urban planning area of Anqing City adopted a reasonable technical route, clarified the current sit-
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50 river and 10 lake shorelines, divided the boundary lines to determine the 
management scope, delimited the river and lake functional areas and put forward control measures for 
each functional area, which can be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basic basis for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iver and lake shoreline in the urban planning area of Anqing City adopted. Based on this practical work, 
this paper made some suggestions including adding flood analysis and control index determination ac-
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dding the protection scope delimitation requirements for river and lake 
shoreline, and using the large-scale of shoreline functional map as much as possible,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planning of other river and lake shor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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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加强河湖岸线管理工作，促进河湖岸线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各地按《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指南(试
行)》要求编制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采用合理的技术路线，厘

清了安庆市城市规划区50河10湖岸线保护与利用的现状及问题，划分了岸线临水边界线和外缘边界线从而确定

管理范围，划定了河湖功能区并针对各功能分区提出了管控措施，作为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

的顶层设计和基本依据。基于该实践工作，提出了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可因地制宜增加洪水分析与管

控指标确定等内容、增加河湖保护范围划定要求、岸线功能分区规划图应尽量使用大比例尺等建议，为其它河

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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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河湖具有重要的资源功能和生态功能，是水资源的载体、洪水的通道、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岸线作

为河湖两侧水陆边界一定范围内的带状区域，既具有行洪、调节水流和维护河湖健康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功能属

性，又在一定情况下同时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土地资源属性[1]。河湖岸线的保护与利用对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保障河湖行洪能力、维护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及河湖健康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 [3]。 
水利部 2007 年 2 月(水建管[2007] 67 号文)要求各流域机构完成重点河道(湖泊)岸线利用管理规划；水利部

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2008 年 3 月印发《全国河道(湖泊)岸线利用管理规划技术细则》(后文简称《技术细则》)，
指导了安徽省长江与淮河干流[4]、赣江[5]、珠江流域河道[6]、清水江干流[7]等大型流域河道岸线利用管理规划

的编制。潘明强等[8]根据《技术细则》对岸线控制线(临水控制线、外缘控制线)和功能区(保护区、保留区、控

制利用区、开发利用区)划分方法的规定，结合黄河流域特点，探讨了黄河流域河道岸线控制线和功能区的划分

方法；马志鹏等[9]指出《技术细则》主要针对全国大型流域，应增加针对中小流域岸线管理规划的技术规范准

则。 
为了加强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6 年 12 月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2017 年 11 月印发了《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要求严格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强化河湖岸线管理

保护，依法划定河湖管理范围。水利部 2019 年 3 月印发了《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指南(试行)》(后文简

称《指南》)，规定了规划原则、规划水平年、规划编制依据等基本要求，针对流域面积 1000 km2 以上河流和常

年水面面积 1 km2 以上湖泊，明确了岸线边界线(临水边界线、外缘边界线)与功能区(保护区、保留区、控制利

用区、开发利用区)的划定方法，指出了规划编制主要工作内容，指导各地开展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工

作，比如：太湖流域管理局 2019 年 6 月组织编制太湖、太浦河、望虞河等重要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10]；
河北省人民政府 2019 年 7 月下发通知要求省、市、县三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编制相关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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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11]。 
目前尚未有文献报道基于《指南》要求编制的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成果，为了促进河湖岸线保护与利

用规划编制的经验交流，本文首先介绍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的实践工作，然后对河

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提出几点想法与建议进行探讨。 

2. 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实践 

2019 年，在安庆市基于《指南》要求编制了《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作为安庆市

城市规划区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的顶层设计和基本依据。 

2.1. 规划区域及河湖概况 

安庆市[12]位于安徽省西南部、长江下游上段北岸，地处皖、赣、鄂三省结合部，是长江流经安徽省的第一

市，具有“襟三省而达江海，承东西而接南北”的区位优势。安庆市辖怀宁、桐城、望江、太湖、岳西、宿松、

潜山 7 县(市)及迎江、大观、宜秀 3 区，总面积 13,590 km2，占安徽省总面积的 9.73%。东南、南、西南分别与

本省铜陵市、池州市和江西省九江市隔江相望，东北与本省合肥市接壤，西接湖北省黄冈市，北与本省六安市

毗邻。 
安庆市城市规划区[13]位于安庆市南部、长江中下游北岸、皖河入长江处，介于东经 116˚57'17''~117˚14'15''

和北纬 30˚28'28''~30˚42'42''之间，辖大观、迎江、宜秀三个行政区和皖河农场，总面积 901 km2。安庆市区位及

城市规划区范围如图 1 所示。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涉及长江干流、皖河流域、破罡湖流域和菜子湖流域等 4 大水

系，主要包括 50 条河流(沟)和 10 个湖泊，河湖分布如图 2 所示，基本特征信息如表 1 所示。 

2.2. 规划编制必要性 

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河湖众多，但是部分河湖存在河湖岸线保护力度不足、无序开发利用等问题。随着河(湖)
长制的实施以及安庆市城市规划区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安庆市城市规划区对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提出了更高 
 

 
Figure 1. Loc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area of Anqing City 
图 1. 安庆市区位及城市规划区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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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istribution map of rivers and lakes in urban planning area of Anqing City 
图 2. 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河湖分布图 
 
要求。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和防洪、河势、供水、航运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密切相关，涉及水利、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农业、交通、园林等多个部门。为了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科学管控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河湖岸线资

源，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不同层次的要求，亟需编制一个全面合理，兼顾各部门、各行业、

各区域、河湖上下游与左右岸，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河湖岸线管理要求的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

规划。 

2.3. 规划编制技术路线 

采取“调研调查–现状及问题分析–规划目标确定–计算分析–规划方案编制–意见征询”的技术路线编

制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1) 调研调查：赴安庆市水利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等有关部门座谈咨询、收集并整理分析资

料，对 50 河 10 湖岸线进行测绘(比例尺为 1:5000)，实地调查河湖岸线，全面调研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的现状及

问题。同时，调研相关法律法规、规程规范、规划方法等文献，为规划编制作技术支撑。 
2) 现状及问题分析：通过调研调查，主要从河湖岸线保护、利用、管理等方面分析现状及问题。 
3) 规划目标确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的需求，结合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河湖岸线保护

与利用的现状及问题，提出规划目标与规划任务。 
4) 计算分析：根据岸线边界线划定和功能区划分的要求，对相关河流开展洪水分析和河势稳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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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List of lakes in urban planning area of Anqing City 
表 1. 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湖泊名录 

序号 湖泊 面积(km2) 序号 湖泊 面积(km2) 

1 大湖 2.30 6 张湖 0.17 

2 秦潭湖 0.84 7 柘山湖 1.17 

3 神灵潭 0.23 8 破罡湖 22.82 

4 白泽湖 1.80 9 石塘湖 14.27 

5 长枫港 11.4 10 石门湖 15.12 

 
Table 2. List of rivers (ditches) in urban planning area of Anqing City 
表 2. 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河流(沟)名录 

序号 河流(沟) 长度(km) 河流属性 序号 河流(沟) 长度(km) 河流属性 

1 十里大沟 2.27 山丘区 26 泉潭峡 4.24 城区 

2 免锣巷大沟 0.70 城区 27 高泉沟 1.05 城区 

3 花亭大沟 1.18 城区 28 谷桥大沟 9.40 山丘区 

4 啤酒厂大沟 1.68 山丘区 29 沙桥大沟 3.74 山丘区 

5 黄土坑大沟 1.50 城区 30 机场大沟 0.77 山丘区 

6 菱南及戏校大沟 3.10 城区 31 606 大沟 5.68 山丘区 

7 新河 2.09 城区 32 杨溪桥河 1.85 山丘区 

8 康熙河 6.10 城区 33 牛冲河 2.38 山丘区 

9 文苑河 1.83 城区 34 余墩河 0.75 山丘区 

10 大寨沟 5.20 城区 35 余湾河 0.72 山丘区 

11 晴岚沟 1.61 城区 36 眉山河 1.32 山丘区 

12 顺安河 1.93 城区 37 破罡湖闸前引河 1.61 城区 

13 潜江沟 1.72 城区 38 一石河 0.8 山丘区 

14 港口沟 2.22 城区 39 二石河 3.98 山丘区 

15 黄板冲大沟 3.48 城区 40 三石河 5.29 山丘区 

16 破罡湖泵前引河 1.53 城区 41 四石河 1.40 山丘区 

17 小港 3.07 城区 42 石门湖河 1.93 山丘区 

18 窑沟 1.60 城区 43 月山河 3.63 山丘区 

19 张泉河 1.10 城区 44 大王庙大沟 1.54 城区 

20 秦泉河 3.37 城区 45 凤凰河 5.45 山丘区 

21 怀湖河 0.32 城区 46 曰公河 1.80 山丘区 

22 元山沟 1.52 城区 47 余岭沟 1.27 山丘区 

23 内环沟 0.97 城区 48 山口沟 1.64 山丘区 

24 荔塘河 1.03 城区 49 科甲冲 1.36 山丘区 

25 港桥河 1.00 城区 50 皖河 42.00 长江支流 

 

5) 规划方案编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程规范、规划方法等，科学制定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河湖岸线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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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利用规划方案，主要包括河湖岸线边界线划定、河湖岸线功能分区、河湖岸线保护管控措施等核心内容。 
6) 意见征询：规划编制完成后，广泛邀请有关部门、行业专家进行意见征询，修改完善规划方案。 

2.4. 规划成果 

限于文章篇幅，主要从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现状及问题、洪水分析与河势稳定分析、河

湖岸线边界线及功能区划定、河湖岸线保护管控措施等 4 个方面简介规划成果。 

2.4.1. 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现状及问题 
1) 现状评价 
① 保护现状：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河湖岸线近年开展了城区水系综合治理工程、黑臭水体整治、防护林建设、

清“四乱”等重点保护工作(见图 3)，对保障水安全、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打造水景观具有积极的作用。 
② 利用现状：经过分析，中心城区河流(沟)水域岸线利用现状以桥梁、闸站、观景平台为主；山丘区河流(沟)

水域岸线利用现状以桥梁、房屋为主；皖河水域岸线利用现状以房屋、农田、闸站为主；中心城区湖泊水域岸

线利用现状以桥梁、闸站为主，其余湖泊水域岸线利用现状以房屋、农田、桥梁、闸站为主。安庆市城市规划

区 50 河 10 湖的岸线现状利用比例基本小于 20%，平均值为 9.1%。 
 

 
Figure 3. Current situation of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iver and lake shoreline in urban planning area of Anqing City: (a) Shore-
line after treatment of Gangkougou River; (b) Demolition of illegal houses along Shimen Lake in June 2019 
图 3. 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现状实例：(a) 港口沟治理后岸线；(b) 2019 年 6 月石门湖沿线拆除违建房 
 

③ 管理现状：2017 年 9 月 7 日，安庆市发布了《安庆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规定河湖岸线由水

利局、国土资源局、环保局、交通运输局等多部门协同管理，并明确了各部门职责。当前主要为属地管理，即

宜秀区、大观区、迎江区各相关部门负责各区内河湖岸线管理工作。 
2) 问题分析 
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4 个方面：① 河湖岸线管理范围和功能分区尚未

明确，保护利用缺乏指导；② 河湖岸线开发利用不尽合理，非法占用岸线问题突出；③ 河湖岸线保护力度不

足，存在部分违建涉水项目尚未清理等问题；④ 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 

2.4.2. 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河流洪水分析与河势稳定分析 
1) 洪水分析 
根据《指南》规定的边界线划定方法，河湖设计洪水位是确定其外缘边界线的依据，则需要进行洪水分析

来计算河湖设计洪水位。中心城区河流(沟)水下地形坡度小，设计洪水位沿程较为平缓；湖泊库容大、流速小，

设计洪水位在整个湖泊仅有一个标准；而山丘区河流坡降大，皖河长度大，设计洪水位沿程变化较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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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对 22 条山丘区河流(沟)和皖河开展洪水分析(名录见表 2)。 
建立明渠一维恒定非均匀流模型[14]计算各河流(沟)设计洪水下的水面线。综合分析现有成果及已实施工程

情况，本次水面线推求时主河道糙率取 0.03，滩地糙率取 0.033，对于清淤整治的河道糙率取 0.025。以十里大

沟水面线计算结果为例展示洪水分析成果，见表 3。 
 
Table 3. Calculation results of water surface profile of Shilidagou River 
表 3. 十里大沟水面线推求成果表 

里程 0+000 0+200 0+400 0+600 0+800 1+000 1+200 

水面线(m) 28.29 27.27 26.24 25.18 24.09 23.22 22.23 

里程 1+400 1+600 1+800 2+000 2+200 2+270  

水面线(m) 21.24 20.25 19.27 18.3 17.33 17  

 

2) 河势稳定分析 
山丘区河流流量一般较小，在实施工程措施后，河势基本稳定；中心城区河流现状基本经过整治，河势基

本稳定。皖河干流全长 42 km、河宽 500~900 m，石牌历史最大流量为 4700 m3/s，石牌以上河水多年平均含砂

量为 0.5 kg/m3，使得皖河河势不够稳定，因此，本规划仅对皖河进行河势稳定分析。 
经过分析，皖河岸线稳定程度为基本稳定和相对稳定两类。皖河左岸基本稳定岸线共 4 段，总长 36.5 km，

占比 87.1%；相对稳定岸线共 3 段，总长 5.4 km，占比 12.9%。皖河右岸基本稳定岸线共 4 段，总长 38.5 km，

占比 85.7%；相对稳定岸线共 4 段，总长 6.4 km，占比 14.3%。 

2.4.3. 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河湖岸线边界线及功能区划定 
根据《指南》规定的边界线和功能区划定的原则与方法，以实地测绘成果为底图，确定 50 河 10 湖的临水

边界线和外缘边界线，明确各河湖岸线的管理范围，在此基础上划定各河湖岸线功能分区(保护区、保留区、控

制利用区、开发利用区)，并统计各河湖岸线长度及功能区个数、面积等特征参数。在本规划中结合实际情况，

将石塘湖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划为岸线保护区，将河湖绿化带、破罡湖和皖河水产种质保护区、具备开发

条件但暂未开发的岸线划为岸线保留区，将已建及拟建的闸泵桥等重要涉水工程及设施、石塘湖饮用水水源地

二级保护区、开发程度较高岸段划为岸线控制利用区，将已建及拟建的码头港口划为岸线开发利用区。 
以十里大沟前半段为例展示河湖岸线边界线及功能区划定成果，见图 4。经统计，十里大沟岸线总长为 4717 

m，面积为 32,159.8 m2；共划分出 11 个保留区(长度 2562.5 m，面积 12,130.4 m2)和 12 个控制利用区(长度 2154.5 
m，面积 20,029.4 m2)。 

2.4.4. 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河湖岸线保护管控措施 
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河湖岸线保护管控措施从管控要求、管控指标、岸线保护利用调整、管控能力建设等 4

个方面进行简介。 
1) 管控要求：分别明确指出河湖岸线保护区、保留区、控制利用区、开发利用区的管控要求。比如在岸线

保护区，应进行清查和整改违法违规或不符合岸线保护区管理要求的已建项目，禁止建设可能影响生态环境、

防洪安全和河势稳定的建设项目，对必须实施的防洪护岸、河势控制、河道治理、供水、航道整治、国家重要

基础设施等事关公共安全及公众利益的建设项目，需经充分论证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关许可程序。 
2) 管控指标：确定各河湖的岸线空间管控 3 项指标——洪水标准、岸线长度占用率、岸线面积利用率，对

个河湖岸线保护利用因地制宜提出定量的管控要求。比如，十里大沟的洪水标准为 50 年一遇，岸线长度占用率

为左岸 62.7%、右岸 28.06%，岸线面积占用率为左岸 76.77%、右岸 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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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Demarcation results of boundary lines and functional areas in Shilidagou River shoreline (first section) 
图 4. 十里大沟岸线边界线及功能区划定成果(前半段) 
 

 
Figure 5. Retreat area of Zheshan Lake 
图 5. 柘山湖清退范围图 
 

3) 岸线保护利用调整：结合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现状和问题，综合考虑自然环境、社会

历史因素，按照河湖岸线管控要求，确定涉水建设项目规划调整与清退项目。比如在柘山湖，建议将天柱山东

路以北的柘山湖岸线范围内的水塘逐步清退(见图 5)，恢复湖泊水域范围。 
4) 管控能力建设：主要措施包括健全法律法规、提升执法能力、研究建立岸线空间管控机制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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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探讨 

《指南》是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的主要依据，对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具有极高的指导性。

结合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过程中的体会，对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有几点想

法与建议进行探讨。 
1) 规划编制可因地制宜增加洪水分析与管控指标确定等内容。按安庆市要求，本次规划开展了洪水分析与

提出管控指标等工作，对外缘边界线划定与管控措施定量化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指南》并未作出明确规定，

建议河流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开展洪水分析工作，河湖岸线管控要求明确管控指标，为河湖岸线保护与利

用提供科学支撑。 
2) 建议《指南》增加河湖保护范围划定要求。在本次规划，安庆市希望划定河湖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但是《指

南》要求划定的河湖岸线外缘线确定了河湖管理范围，并未明确保护范围划定方法(目前尚无相关规程规范明确)。河

湖保护范围应自外缘边界线向外一定距离划定，该距离可根据河湖功能定位、长度或面积等特征分级确定。建议《指

南》经科学论证后增加河湖保护范围划定要求，明确河湖保护范围方法，为河湖岸线管理保护工作提供更好依据。 
3) 岸线功能分区规划图应尽量使用大比例尺。《指南》要求的岸线功能分区规划图比例尺一般为1:10万~1:20

万；在本次规划中发现，河湖岸线宽度在 2~200 m 范围内，若比例尺取 1:10 万，岸线在图上仅宽 0.02~2 mm，

难以清晰表达河湖岸线功能分区结果，不利于指导河湖岸线确权划界工作，因此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河湖岸线功

能分区规划图使用的比例尺为 1:5000。建议河湖岸线功能分区规划图应尽量使用大比例尺，同时可根据河湖岸

线长度、面积等采用不同的大比例尺，以满足河湖岸线管理实际需求。 

4. 分析讨论 

目前已有岸线管理相关规划多针对大型流域且基于《全国河道(湖泊)岸线利用管理规划技术细则》的要求编

制，内容以利用管理规划为主，未突出河湖岸线保护的重要地位。本规划基于《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

指南(试行)》，考虑河湖岸线管理的最新要求，对城市河湖岸线进行科学规划，支撑河湖岸线的有效保护与合理

利用。本规划响应时代发展对河湖岸线管理的新要求，补充了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的研究成果，为其它河

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提供参考。 

5. 结论 

为加强河湖岸线管理工作，促进河湖岸线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编制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十分必要。

《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指南(试行)》为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提供了依据与指导。 
安庆市城市规划区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厘清了安庆市城市规划区 50 河 10 湖岸线保护与利用的现状及

问题，划分了岸线临水边界线和外缘边界线从而确定管理范围，划定了河湖功能区并针对各功能分区提出了管

控措施，可科学支撑河湖岸线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 
通过此次实践工作，对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的作用及要求有较深的理解，据此提出了河湖岸线保

护与利用规划编制可因地制宜增加洪水分析与管控指标确定等内容、增加河湖保护范围划定要求、岸线功能分

区规划图应尽量使用大比例尺等建议，为其它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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