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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巴高速利州区射箭河吴家河大桥

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技术审查意见

利州区水利局于 2024年 11月 12日在利州区水利局召开了《广

巴高速利州区吴家河大桥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的审查会。参加会议的有：利州区水利局、四川秦巴高速公路有限责

任公司、四川省昙圣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报告编制单位）等单位

的代表和特邀专家。会议成立了专家组，与会人员听取了报告编制单

位汇报，进行了认真审查和充分讨论，提出了专家意见。会后，编制

单位修改完善了《报告》，提交了报批稿。经复核，专家组成员一致

同意通过该《报告》，审查意见如下：

一、总体评价

《报告》基础资料详实，评价依据充分，评价范围合适，技术路

线正确，工作内容全面，基本满足《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导则》

（SL520-2014）的要求。

二、基本情况

射箭河是嘉陵江左岸的一级支流，发源于龙潭乡桃园村段渠沟附

近，河道蜿蜒向西北方向延伸，行至龙潭乡乡政府所在地时流向折向

西南，于龙潭乡庙坪村黑水潭加油站处进入元坝区射箭乡境内，最后

在射箭乡政府所在地附近汇入嘉陵江。干流全长 20.0km，平均比降

23.0‰，流域面积 152.0km²。

广巴高速利州区吴家河大桥是水利部及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清

查，并经利州区水利局核实，在利州区射箭河河道管理范围建设的涉

河建筑物，需补办相关涉河建设手续。

广巴高速利州区吴家河大桥（图斑编号 Y080223042600087，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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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105.879978°,北纬 32.357048°）桥址位于利州区龙潭乡曙光村六

组，该桥为跨射箭河而设立，桥长 393.52m上部结构拟采用 9×40+1

×25m预应力砼简支 T梁；下部结构桥墩采用空心薄壁墩、实心变截

面方墩及圆形桩柱式桥墩，基础采用挖孔桩基础。桥台采用重力式及

桩柱式桥台，基础采用扩大基础及挖孔桩基础。

三、防洪标准与论证河段范围

基本同意报告中涉河桥梁的防洪标准。广巴高速吴家河大桥防洪

标准为 100年一遇，所在河道防洪标准为 10年一遇。

基本同意报告论证河段范围，横向评价范围为 100年一遇水面线

宽度以外各 10m，纵向评价范围为涉河桥梁及其对上、下游河道产生

的影响以外各 300m。

四、河道演变

基本同意河道演变分析及结论。工程已建成多年，桥下河段已基

本渠化，产生的泥沙淤积和冲刷有限，不存在河势条件改变的水动

力和河床边界条件。工程河段上下游河床为基岩层，暴雨季节水流

对沟床和岸坡冲刷作用较强，吴家河大桥处河岸顺直，评价河段河

道已经基本渠化。河床局部演变以冲刷下切为主，影响范围较小。

该桥梁建成运行多年，未出现加剧河道演变现象，已建桥梁对河道

演变影响总体较小。

五、行洪论证与计算

（一）水文：基本同意《报告》提出的评价河段设计洪水计算方

法及成果，其成果可供评价使用。

（二）壅水分析：基本同意《报告》壅水分析采用的计算方法及

壅水分析结果，其成果可供评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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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同意已建桥梁高程复核分析计算及其复核结论。

（四）冲刷与淤积：基本同意冲刷计算成果及评价结论。

（五）河势影响：基本同意河势稳定影响分析。

六、洪水影响综合评价

（一）基本同意已建桥梁对现有水利规划的分析结论。

（二）基本同意已建桥梁与现有防洪标准、有关技术和管理要求

的适应性分析及相适应的结论。

（三）基本同意已建桥梁对河道行洪的影响分析和影响较小结

论。

（四）基本同意已建桥梁对现有涉河工程与设施的影响分析和影

响较小结论。

（五）基本同意已建桥梁对河势稳定的影响分析和影响较小结

论。

（六）基本同意已建桥梁对防汛抢险影响有利的分析评价。

（七）基本同意已建桥梁对第三合法水事权益人的影响分析和影

响较小结论。

七、防治补救措施

基本同意《报告》提出的防治补救措施意见。

八、结论与建议

基本同意《报告》提出的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广巴高速利州区吴家河大桥与河道相关规划适应，

对河道行洪影响较小，对河势稳定影响较小；对现有防洪工程及其它

工程设施影响较小；对防汛抢险影响较小或基本无影响，对第三合法

水事权益人基本无影响。

（二）建议：基本同意建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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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议后期运行期间持续做好雨情、水情预报工作，桥头处

须设置明显警示牌，汛期水位上涨时应警惕通过，保障居民人身安全。

（2）桥梁业主单位需针对桥梁编制应急抢险预案，做好结构安

全监测，同时加强日常巡查工作，当发现桥梁出现位移或倾斜状况时，

应立即阻拦行人及车辆通行，安装警示牌并报相关单位。

专家组长：

2024年 1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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