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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孙庄桥位于河北省涿州市，跨越北拒马河南支，属于张涿高速公

路涞水北互通连接线（SLY1）。张涿高速公路是经张家口涿鹿、保定

市涞水至涿州的快速通道，是缓解京张通道交通压力、改善进京道路

环境的重要公路之一，也是河北省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发

挥河北省环京地区的区位优势，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2023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1 日，受台风“杜苏芮”影响，保定地

区出现持续强降雨，总降水时长超过了 80 个小时，全市平均降水量

350mm，北拒马河爆发洪水。在洪水作用下，孙庄桥桥位河床下切 10

余米，0 号台台后路基被冲毁，开口长约 35m，6 号桥墩墩柱被冲毁，

其余墩台出现不均匀沉降，桥梁桩基有效桩长不足 5m，桥梁损毁严

重，道路断交，已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且无法通过维修加固手段

恢复其使用功能，需对本桥进行拆除新建。 

2023 年 9 月，保定市保通公路勘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孙庄

桥水毁改建工程的设计工作，并完成《保定市省道 SLY1 张涿高速涞

水北互通连接线拒马河南支孙庄桥水毁重建工程方案设计》，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获得河北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批复。 

孙庄桥水毁改建工程位于北拒马河南支河道范围内，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

理条例》，对该工程进行防洪评价是必要的。 



 

II 

 

2023 年 9 月，受保定市保通公路勘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委托，

我公司就孙庄桥水毁改建工程开展防洪评价工作，于 2023 年 11 月完

成了《保定市省道 SLY1 张涿高速涞水北互通连接线拒马河南支孙庄

桥水毁重建工程防洪评价报告》。2023 年 12 月 27 日~28 日，水利部

海河水利委员会于河北省保定市组织召开了项目审查会，对报告进行

了认真的讨论，形成了审查意见，经过修改和完善，我公司于 2024

年 1 月完成了《保定市省道 SLY1 张涿高速涞水北互通连接线拒马河

南支孙庄桥水毁重建工程防洪评价报告》（报批稿）。 

本报告在编制过程中得到了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保定市交通

运输局、保定市保通公路勘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等有关单位和领导的

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报告中的高程系统均采用 1985 国家高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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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建设项目背景 

1.1.1 地理位置 

孙庄桥位于河北省涿州市，跨越北拒马河南支，位于北京市与河

北省交界下游约 6.5km、南水北调中线穿北拒马河南支倒虹吸下游

3.15km 处，属于张涿高速公路涞水北互通连接线（SLY1）。 

1.1.2 建设必要性 

2023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1 日，受台风“杜苏芮”影响，保定地

区出现持续强降雨，强降雨导致北拒马河爆发洪水，河道水位暴涨，

流速加大。在洪水作用下，桥梁损毁严重，道路断交。 

洪水后桥梁已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且无法通过维修加固手段

恢复其使用功能，须对本桥进行拆除重建。 

1.1.3 报告编制过程 

2023 年 9 月，受河北省保定市保通公路勘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委托，我公司承担了涿州北拒马河南支孙庄桥水毁改建工程防洪评价

工作，于 2023 年 11 月编制完成了《保定市省道 SLY1 张涿高速涞水

北互通连接线拒马河南支孙庄桥水毁重建工程防洪评价报告》。2023

年 12 月 27 日~28 日，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于河北省保定市组织召

开了项目审查会，形成了审查意见，经过修改和完善，我公司于 2024

年 1 月完成了《保定市省道 SLY1 张涿高速涞水北互通连接线拒马河

南支孙庄桥水毁重建工程防洪评价报告》（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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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评价依据 

1.2.1 现行主要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4）《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 

1.2.2 有关技术规范及技术标准 

（1）《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导则》（SL/T 

808-2021）； 

（2）《防洪标准》（GB 50201-2014）； 

（3）《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2013）； 

（4）《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44-2006）； 

（5）《公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JTG C30-2015）； 

（6）《铁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TB 10017-2021）； 

（7）《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导流设计规范》(SL 623-2013); 

（8）《水力计算手册（第二版）》。 

1.2.3 有关规划及技术文件 

（1）《海河流域防洪规划》（2008 年批复）； 

（2）《大清河系防洪规划》（2008 年批复）； 

（3）《大清河流域综合规划》（2022 年批复）； 

（4）《保定市省道 SLY1 张涿高速涞水北互通连接线拒马河南支

孙庄桥水毁重建工程方案设计》（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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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防洪影响分析范围 

保定市孙庄桥水毁重建工程跨越北拒马河南支，桩号为 3+145

（桩号 0+000 位置为南水北调中线倒虹吸），桥梁与南支左、右岸、

张涿高速公路涞水北互通连接线（SLY1）平交。 

本次防洪评价对孙庄桥水毁重建工程进行评价，评价范围为桥位

处对应的北拒马河南支河道范围及上下游 1km。 

1.4 技术路线及工作内容 

1.4.1 技术路线 

本次评价在收集整理河道基本资料和桥梁设计资料的基础上，拟

定合理的计算方案，参考已审批的水文成果复核计算不同频率设计洪

水，并结合二维定床河道洪水演进数学模型确定工程位置不同重现期

洪峰流量，采用《铁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TB 10017-2021）中

的桥涵壅水公式进行壅水分析计算，采用《公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

范》（JTG C30-2015）中的经验公式进行主槽及滩地的冲刷分析计算，

基于上述分析计算结果，综合评价项目建设对河道泄洪、河势稳定、

其他水利工程及设施安全、防汛抢险等方面的影响，并分析洪水对建

设项目的影响，提出相应消除和减轻影响的措施。 

1.4.2 基本资料 

（1）已批复相关规划报告中的水文计算成果； 

（2）“23·7”洪水前实测工程所在河段 1:2000 横断面图（2022

年，1985 国家高程系统）； 

（3）“23·7”洪水后工程所在河段高精度 DEM 数据（5m×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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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1985 国家高程系统）； 

（4）河道治理及相关规划报告； 

（5）桥梁设计单位提供的有关设计资料； 

（6）现场调研资料。 

1.4.3 工作内容 

依据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和所在河系的防洪要求，以及所采用的

技术路线，本次防洪评价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基本资料收集整理 

（2）防洪评价分析计算 

（3）防洪综合评价，提出防治补救措施 

（4）报告编制，提出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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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情况 

2.1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2.1.1 原桥设计方案 

拒马河南支孙庄桥始建于 2011 年，位于省道 SLY1 张涿高速涞

水北互通连接线涿州市境内，所在路线为二级公路，设计速度 80km/h，

路面宽 11.4m，路基宽 12m。桥梁跨越拒马河南支，设计荷载为公路

Ⅱ级，上部结构为 8-16m 连续现浇板；下部结构为柱式墩台、钻孔灌

注桩基础，桥墩桩长 18m、桩径 1.2m；桥台桩长 15m、桩径 1.2m，

桥梁全长 132.18m，全宽 12.4m。 

受“23·7”洪水影响，原桥已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且无法通

过维修加固手段恢复其使用功能，须对其进行拆除新建。 

2.1.2 新桥设计方案 

新建孙庄桥工程自河道左岸至右岸桥跨布置为 5×40m，区段全

长 200m，桥宽为 12.5m，墩宽 1.8m。桥梁轴线与河道中高水流方向

交角为 90 度。桥墩轴线顺水流方向布置。桥面两侧护栏内侧安装泄

水管，桥梁为单向横坡时可在桥面高程较低侧设置，泄水孔按纵桥向

每 5m 设置一个，收集雨水后排入路基边沟。该工程采用平交方式跨

越北拒马河南支，跨越河段两岸无堤防。河道内最低梁底高程为51.6m。 

本次桥梁下部基础考虑了下游采砂坑的影响，下部结构桩基长度

进行了适当的加深，主槽桩基底高程达-6.5~-2.2m。 

引道长度共计 500m，桥梁北侧设置引道长 400m，南侧设置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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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00m，引道路面宽 11.4m，路基宽 12m。 

前期抢通时，根据河北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关于保定市国道

G336 津神线刘家台中桥等 8 处普通干线公路抢通保通工程施工图设

计文件的批复》（冀公路［2023］226 号），已在桥位下游设置临时绕

行便道。2024 年汛期前应拆除。 

由于桥位处高差较大，在桥位下游设置施工便道长约 110m。 

为保障桥梁的稳定性，对桥梁上游 40m、下游 40m 的两岸边坡

进行防护。 

2.1.3 施工方案 

①既有旧桥拆除：对旧桥桩基采用机械拔出。 

    ②灌注桩施工，本工序于 2024 年 5 月份之前完成。 

    ③上部主梁架设：主梁架设于 2024 年 6 月份完成。 

    ④桥面系施工：本工序可在 2024 年 8 月份完成。 

    ⑤桥头引道等附属设施：本工序可在 2024 年 10 月份完成。 

2.2 河道基本情况 

2.2.1 自然地理 

拒马河流域位于海河流域中部，属于大清河水系，地理位置在东

经 114°25′~115°40′，北纬 39°10′~40°10′之间，北与永定

河上游桑干河相邻，西与唐河、南与中易水相接，总地势北高南低。

拒马河自铁索崖分为南北两支，即南拒马河与北拒马河，北拒马河自

北京市房山区镇江营以下又分为北、中、南三个河汊。三河汊区域为

山前冲积平原，大部分位于涿州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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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河流水系 

拒马河发源于保定市涞源县西北部，东流经涞源、易县、涞水县

山区，至涞水城以北的铁索崖流出山区。拒马河自铁索崖分为南、北

两支，其中北支东流至北京房山区镇江营村入涿州境，流经百尺竿、

东城坊、孙庄、松林店，穿永济石桥和永乐铁桥至白沟河北端起点，

即涿州境内的二龙坑，称为北拒马河，全长 54km。 

北拒马河自北京市房山区镇江营以下又分为北、中、南三个河汊，

三条支流在涿州市城北北坛村汇合。北拒马河地势平缓，在京广铁路

以西河道弯曲，漫滩行洪，河床摆动不定，形成大片洼套，历史上又

称千河套。 

北拒马河南支由镇江营分出后，经孙家庄、后铺、常村、韩村，

在房树村北北折沿涿州城区西侧在北坛村与北支汇合。其中南水北调

总干渠在赵家铺村南穿北拒马河南支，交叉处建有穿河倒虹吸。南支

河道长约 3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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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水文气象 

涿州市属于北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春季寒冷少雨

雪，受蒙古大陆变性气团影响，偏北或偏西北风盛行，降水稀少，蒸

发量大，往往形成干旱天气。夏季受北太平洋副热带高气压影响，海

洋吹向大陆的夏季风盛行，降雨集中，由于影响降水的海洋气团每年

进退时间不一，往往形成多旱少雨。秋季受高压控制，一般年份天高

气爽，降雨偏少。冬季因受蒙古强大高气压的影响，自内陆吹响海洋

的西北风盛行，雨雪稀少，寒冷干燥。 

2.2.4 区域地质 

拒马河流域地形为西高东低，地面坡度在 3‰～7‰之间。西部为

山区；东部为平原。平原分布有多片洼套，东北部较大的洼地有千河

套、刁窝套、涿仝套等，已设置为小清河分洪区；东南部有兰沟洼，

也设置为蓄滞洪区。 

项目所在地区属华北地震区，该项目所在区域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系数为 0.15g, 场地特征周期为 0.40s；该项目所经区域为 7 度区。 

2.2.5 社会经济 

涿州市，河北省辖县级市，由保定市代管，地处河北省中部、保

定市北部，位于京、津、保三角地带，京畿南大门。涿州市总面积

751km2，下辖 3 个街道、10 个镇、1 个乡，设有京南经济开发区，

2022 年末，涿州市常住人口 65.53 万人。2022 年，涿州市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400.2 亿元，同比增长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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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洪涝灾害 

据史料记载，大清河水系洪涝灾害频繁，是海河流域历史上洪水

泛滥的主要河系。近三百余年来，有八年（1653、1654、1668、1801、

1871、1890、1917、1939）洪水淹及天津市区，均造成极大损失。解

放后 1949～1979 年 31 年统计，年平均洪灾面积 265 万亩。影响范围

广、损失大的有 1956、1963、1996、2023 年洪水。 

2.2.7 孙庄桥跨越河道概况 

涿州北拒马河南支孙庄桥水毁改建工程位于北拒马河南支，上游

距离南水北调中线穿北拒马河南支倒虹吸约 3.15km。 

北拒马河南支设计标准为 5 年一遇，目前，该段河道两岸无堤防，

且未经过系统治理。 

2.3 现有水利工程及其他设施情况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在涿州市赵家铺村东与北拒马河南支相交。

本次评价孙村大桥位于该倒虹吸下游 3.15km 处。 

2.4 水利规划及实施安排 

2.4.1《海河流域防洪规划》 

规划北拒马河按 5 年一遇治理，超过 5 年一遇洪水启用洼套缓

洪。千河套段采取堵闭中支，利用南、北支行洪的治理方案。涿州市

段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对市区西北部北拒马河铁路桥以上段及南

支下段右堤加高加固，并利用洼淀滞洪，确保市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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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大清河系防洪规划》 

（1）治理标准 

北拒马河一般河段以保护农田和村庄为主，为在常遇洪水条件下

减少洪灾损失，选定防洪标准为 5 年一遇。为了减少高标准洪水对白

沟河的防洪压力，超过 5 年一遇仍启用洼套缓洪，对涿州市区段，按

50 年一遇标准设防。 

（2）规划治理方案 

对 5 年一遇的低标准洪水，堵闭北拒马河中支，利用北支和南支

行洪。根涿州市段按 50 年一遇标准，对市区西北部北拒马河铁路以

上段及北拒马河南支下段右堤加高加固，并利用各洼套缓洪，确保涿

州市区安全。 

2.4.3《大清河流域综合规划》 

（1）北拒马河 

北拒马河一般河段以保护农田和村庄为主，为减小常遇洪水洪灾

损失，防洪标准为 5 年一遇。为了减小大洪水对白沟河的防洪压力，

超过 5 年一遇仍启用洼套缓洪。规划采用南、北支分流方案，于河北

涿州境内封堵中支，利用北支、南支行洪。治理措施包括加高加固堤

防、堤顶硬化、险工治理、穿堤建筑物改建、河道疏浚、生态护坡等。

对涿州市区段，按 50 年一遇治理。 

（2）涿州城市防洪规划 

涿州市中心城区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 

涿州城市防洪工程建设结合小清河分洪区围堤建设进行。规划将



保定市省道 SLY1 张涿高速涞水北互通连接线拒马河南支孙庄桥水毁重建工程防洪评价报告 

11 

北拒马河南支改道，改道后的河道主槽与原南支主槽共同承泄洪水，

主河槽设计标准为 5 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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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河道演变 

3.1 河道近期演变分析 

本次河道近期演变分析主要针对“23·7”洪水引起的冲淤变化。 

3.1.1 南、北拒马河分流口地形演变 

南、北拒马河分流口距孙庄桥约 15.4km。该段河道分流口前和南

拒马河入口存在明显的主槽淤积抬高和滩地冲刷现象，其余位置微淤，

变化不明显。 

3.1.2 北拒马河分流口地形演变 

北拒马河分流口距孙庄桥约 8.4km。该河段南支入口附冲刷较严

重，其余位置无明显变化。 

3.1.3 工程区域地形演变 

除孙庄桥局部发生严重冲刷外，其余河段整体为淤积趋势，河道

断面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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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防洪评价分析与计算 

4.1 水文分析计算 

4.1.1 汛期设计洪水 

在以往洪水成果的基础上，考虑上游五一渠影响，本次将张坊洪

水系列延长至 2020 年并加入 2023 年洪水。 

本次延长后设计洪水成果变化较小，仍推荐采用海河流域水文成

果修订中设计成果。 

表 4-1    张坊站设计洪水成果    洪峰：m3/s 

项目 
P(%) 

0.33 1 2 5 10 20 

Qm 19700 13800 10400 6300 3640 1610 

“23·7”洪水后，南、北拒马河，北拒马河南、中、北支分流口

地形发生较大变化，南、北拒马河，北拒马河南、中、北支分流比发

生较大变化，需重新确认南北拒马河、北拒马河南中北支的分流比，

进而确定工程位置的不同重现期流量。 

计算可得，拒马河遇 5 年一遇洪水 1610m3/s 时，工程位置流量

为 330m3/s；拒马河遇 100 年一遇洪水 13800m3/s 时，北工程位置流

量为 4900m3/s。 

4.1.2 施工期设计洪水 

经计算，张坊站非汛期 10 年一遇洪峰流量为 38.7m3/s。 

4.2 壅水分析计算 

4.2.1 计算方案 

新建孙庄桥桥梁类别为大型，根据《公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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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G C30-2015），工程对应设计洪水频率为 100 年一遇，北拒马河

南支河道防洪标准为 5 年一遇，本次分别对 5 年一遇和 100 年一遇两

种洪水频率的情况进行计算。 

本次计算共拟定 6 个计算方案，见表 4-2。 

表 4-2 壅水分析计算方案表 

方案 河道情况 
设计频率 设计流量

(m3/s) 
工程情况 

1 

“23·7”

洪水后 

20% 330 

原桥梁，2023 年 9 月份实测断面 

2 天然河道，2023 年 9 月份实测断面 

3 
建新桥，拆原桥，2023 年 9 月份实测

断面 

4 

1% 4900 

原桥梁，2023 年 9 月份实测断面 

5 天然河道，2023 年 9 月份实测断面 

6 
建新桥，拆原桥，2023 年 9 月份实测

断面 

 

4.2.2 计算原理 

河道水位的计算使用一维恒定非均匀流洪水演进数学模型；壅水

计算使用《铁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TB 10017-2021）中的经验

公式。 

4.2.3 计算模型搭建 

（1）模型范围 

模型计算范围上起南水北调中线穿北拒马河南支倒虹吸，距桥梁

位置约 3.15km，下至兴盛屯村附近，距桥梁位置约 2km。 

（2）边界条件 

模型上边界设定流量边界，5 年一遇流量为 330m3/s，100 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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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为 4900m3/s。 

模型下边界设定水位边界，使用明渠均匀流计算水位流量关系。 

4.2.4 水位计算结果分析 

4.2.4.1 5 年一遇 

遇 5 年一遇洪水时，天然河道的过水面积为 195m2，行洪水位为

37.99m；原桥梁的造成的阻水面积为 22m2，阻水比约 11%，壅水高

度为 0.04m，根据壅水曲线全长计算公式L =
2∆Z

I
，原桥导致的壅水长

度为 33.8m；新建桥梁造成的阻水面积为 8.6m2，阻水比约 4.4%，壅

水高度为 0.01m，根据壅水曲线全长计算公式L =
2∆Z

I
，建桥导致的壅

水长度为 11.8m。 

遇 5 年一遇洪水时，天然河道的桥位平均流速为 1.69m/s；原桥

梁的桥下平均流速为 1.90m/s，相较于天然河道流速增加 0.21m/s，增

幅 12%；新建桥梁的桥下平均流速为 1.77m/s，相较于天然河道流速

增加 0.08m/s，增幅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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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2 100 年一遇 

遇 100 年一遇洪水时，天然河道的过水面积为 965m2，行洪水位

为 43.21m；原桥梁的造成的阻水面积为 75m2，阻水比约 7.8%，壅水

高度为 0.23m，根据壅水曲线全长计算公式L =
2∆Z

I
，原桥导致的壅水

长度为 85m；新建桥梁造成的阻水面积为 42m2，阻水比约 4.4%，壅

水高度为 0.1m，根据壅水曲线全长计算公式L =
2∆Z

I
，建桥导致的壅

水长度为 38m。 

遇 100 年一遇洪水时，天然河道的桥位平均流速为 5.09m/s；原

桥梁的桥下平均流速为 5.5m/s，相较于天然河道流速增加 0.41m/s，

增幅 8%；新建桥梁的桥下平均流速为 5.3m/s，相较于天然河道流速

增加 0.21m/s，增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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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施工期影响分析 

孙庄桥的施工导流标准定为 10 年一遇。孙庄桥桥梁下部结构施

工拆除均于 2024 年 5 月底前完成，即河道非汛期，计算可得，张坊

遇 10 年一遇非汛期洪水时，洪水全部从北拒马河中、北支行洪，北

拒马河南支无来水，因此桥梁下部施工不会对河道行洪造成影响。桥

梁上部结构施工期为河道汛期，但桥梁上部结构施工不占用河道行洪

断面，因此也不会对河道行洪造成影响。此外，桥梁施工时应密切关

注上游来水，若预报上游有洪水时及时将人员和设备撤离施工现场。 

4.3 冲刷分析计算 

本次主要考虑 5 年一遇和 100 年一遇洪水方案。 

遇 5 年一遇洪水时，孙庄桥下的总冲刷深度为 2.23m。遇 100 年

一遇洪水时，孙庄桥下的总冲刷深度为 13.33m，根据《公路工程水文

勘测设计规范》（JTG C30-2015），大桥总冲刷深度为 10~15m 时，基

底埋深安全值为 2.5~3.0m，即孙庄桥的桩底高程应不高于 19.4m，设

计方案中孙庄桥河槽内的桩基底高程为-6.5~-2.2m，满足冲刷要求。 

护岸的局部冲刷深度为 2.03m，设计方案中铅丝石笼护岸的护脚

埋深为 12.0~15.0m，大于冲刷深度。 

4.4 允许最小梁底高程计算 

经计算，桥下浪高为 0.17m。 

遇 100 年一遇洪水时，新建孙庄桥的壅水高度为 0.1m。 

新建孙庄桥处百年一遇洪水位为 43.21m，浪高和桥下壅水高合

计为 0.27m，考虑到该桥地处山前冲积平原河流，水位变化较大，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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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洪水期有大量漂浮物危及桥梁安全，∑△h 取为 1.0m，桥下净空高

度参照《公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JTG C30-2015），桥下净空最

小值取 0.5m，新建孙庄桥允许最小梁底高程应为 44.71m。设计方案

中孙庄桥的梁底高程为 51.6~51.8m，满足最小梁底高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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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防洪综合评价 

5.1 项目建设与有关规划符合性评价 

根据《海河流域防洪规划》（2008 年批复）、《大清河系防洪规划》

（2008 年批复），北拒马河南支一般河段治理标准为 5 年一遇，设计

流量为 330m3/s，超过 5 年一遇启用洼套缓洪；涿州市区河段治理标

准为 50 年一遇，设计流量为 6030m3/s；规划对市区西北部北拒马河

铁路以上段及北拒马河南支下段右堤加高加固。 

根据《大清河流域综合规划》（2022 年批复）,规划将北拒马河南

支徐家庄村以下改道，向西最大平移约 2.5km，并新建右堤，改道后

的河道主槽与原南支主槽共同承泄洪水，主河槽设计标准为 5 年一

遇。 

孙庄桥位于北拒马河南支一般河段，桥梁所在位置无堤防建设规

划，且远离北拒马河南支规划改道起点，现状河道行洪能力远超 5 年

一遇治理标准，因此桥梁建设与现有水利规划没有矛盾。 

5.2 项目建设防洪标准和有关技术要求的符合性评价 

孙庄桥位于北拒马河和南支一般河段，河道防洪标准为 5 年一

遇，根据《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孙庄桥桥梁类别为

大型，其对应的设计洪水频率为 100 年一遇，高于河道防洪标准，满

足《防洪标准》（GB 50201-2014）的规定。 

根据工程设计方案，新建孙庄桥桥梁轴线与中高水流方向夹角 90

度，满足《海委审批权限范围内涉河建设项目技术审查规定》（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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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审查规定》）中桥梁轴线与中高水流方向偏差不超过 5 度的要

求。 

根据计算，桥梁位置 100 年一遇水位 43.21m，考虑防洪超高 1.5m

后，允许最小梁底高程应为 44.71m，桥梁设计梁底高程 51.6~51.8m，

满足防洪超高的要求。 

桥梁采用 5×40m 的桥梁跨径跨越河道，桥墩轴线与水流方向一

致，满足《审查规定》中平原跨径不小于 30m、桥墩轴线顺水流方向

布置的要求。根据计算，遇 5 年一遇洪水与 100 年一遇洪水时，均满

足《审查规定》中新建桥梁阻水比不大于原桥、新建桥梁桥墩阻水比

不大于 5%、无堤防河段壅水高度不大于 10cm、壅水长度不影响项目

附近的水利工程的要求。 

根据计算，遇 5 年一遇洪水与 100 年一遇洪水时，均满足《审查

规定》中堤脚前沿流速增幅不大于 5%的要求。 

根据计算，遇 5 年一遇洪水时，桥下最大冲刷深度为 2.23m，系

梁顶高程低于现状河底高程 2.8~3.1m，满足《审查规定》中桥梁桩基

承台（系梁）顶高程在河道主槽和滩地最大冲刷线 0.5m 以下的规定。 

桥面两侧护栏内侧安装泄水管，泄水孔按纵桥向每 5m 设置一个，

收集雨水后排入路基边沟。满足《审查规定》的要求。 

5.3 项目建设对河道行洪的影响评价 

桥梁采用 5×40m 的桥梁跨径跨越河道，桥墩轴线与水流方向一

致。根据计算，新建桥梁阻水比、壅水高度、壅水长度均小于原桥，

相较于原桥梁，拆除原桥建设新桥后，可降低阻水比，增大过水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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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壅水高度，缓解上游防洪压力。 

根据计算，桥梁位置 100 年一遇水位 43.21m，考虑防洪超高 1.5m

后，允许最小梁底高程应为 44.71m，桥梁设计梁底高程 51.6~51.8m，

河道行洪时不会出现闷孔，满足桥梁净空要求。新建桥梁对河道行洪

影响较小。 

5.4 项目建设对河势稳定的影响评价 

根据计算，遇 5 年一遇洪水时，建桥后断面平均流速较天然河道

增幅 4.7%；遇 100 年一遇洪水时，建桥后断面平均流速较天然河道

增幅 4 %，满足《审查规定》中流速增幅不大于 5%的要求。项目建

设对河势稳定的影响较小。 

根据冲刷分析计算结果，遇 5 年一遇洪水时，孙庄桥下的总冲刷

深度为 2.23m，冲刷深度较小，项目建设对河势稳定的影响较小。 

5.5 项目建设对堤防安全及岸坡稳定和其他水利工程影响评价 

孙庄桥左右岸现无堤防。项目建设对两岸进行护砌，护砌范围为

上游 40m，下游 40m。护砌有利于岸坡稳定。 

新建孙庄桥桥长大于河道宽度。 

南水北调穿北拒马河南支倒虹吸位于项目建设位置上游3.15km，

距离较远，工程不会受到影响。 

5.6 项目建设对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和防汛抢险的影响评价 

孙庄桥连接河道两岸，承担两岸村民过河通行任务，遇超标准洪

水时，一旦发生洪水漫溢，桥上应禁止通行。孙庄桥建成后，河道行

洪水位壅高较小，河道两岸抢险道路均在漫水桥壅水影响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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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可以保证两岸交通顺畅，不影响防汛抢险车辆、人员及物资

的正常通行。同时，需要保证施工期的平面布置和交通组织不对防汛

抢险造成影响，并应在桥梁两端与堤顶道路交口附近设置安全警示和

限行等标志。 

5.7 项目建设施工期影响评价 

旧桥拆除、新建桥下部结构施工预计于 2024 年汛期前完成，桥

梁上部结构施工预计于 2024 年 10 月完成。参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导流设计规范》(SL 623-2013)及同类工程，孙庄桥的施工导流标准定

为 10 年一遇。计算可得，张坊遇 10 年一遇非汛期洪水时，洪水全部

从北拒马河中、北支行洪，北拒马河南支无来水，因此桥梁下部施工

不会对河道行洪造成影响。桥梁上部结构施工期为河道汛期，但桥梁

上部结构施工不占用河道行洪断面，因此也不会对河道行洪造成影响。

此外，桥梁施工时应密切关注上游来水，上游预报有洪水时及时将人

员和设备撤离施工现场。 

2024 年汛期前应拆除绕行便道。 

施工过程中施工现场需满足《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JTGH30-

2015）中安全性等方面要求的警告禁令标志、指示标志和施工围挡等

临时交通工程设施。 

5.8 项目建设对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影响评价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穿北拒马河南支倒虹吸位于项目建设位置上

游 3.15km，距离较远，工程不会受到影响。且工程附近无码头等建筑

物，工程对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不会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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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消除和减轻影响措施 

6.1 建设项目消除和减轻影响的措施 

（1）桥梁施工前与有关河道管理单位进行沟通，桥梁下部结构

施工按计划安排在河道非汛期。桥梁上下部结构施工时均应密切关注

北拒马河上游来水，并按施工方案合理布置相关设施，保证施工人员

安全、河道行洪安全和桥梁施工安全。施工期的平面布置和交通组织

不能对防汛抢险造成影响。 

（2）桥梁施工时做好施工用料的储运工作，避免将施工用料丢

弃在河道中，施工留下的废弃渣料及施工用具须及时进行清理。 

（3）在岸坡附近施工时，尽量避免对岸坡的破坏影响。 

（4）在对原孙庄桥进行拆除时，应在非汛期施工，并密切关注

北拒马河南支来水，同时注意尽量避免对两岸岸坡的破坏。考虑河床

冲刷，为保证河底以下的灌注桩拆除剩余结构不致冲刷露出，影响局

部流态和河势稳定，原桥灌注桩应全部拆除，拆除后孔位回填至现状

河底高程。此外，拆除工作应充分保证技术安全和管理安全，并减小

对水体及周围环境的影响。 

（5）2024 年汛期前应拆除绕行便道，恢复河道原貌，保持行洪

畅通。 

（6）经建设单位与涿州市水利局协商，本次工程对桥梁投影及

上游 40m、下游 40m 的两岸进行防护，防护采取混凝土挡墙形式，

防护范围以外的岸坡护砌由涿州市水利局安排的“南水北调中线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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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河南支涿州段防洪影响处理后续工程”项目实施，目前该工程已由

保定市发改委批复。 

6.2 建设项目消除和减轻影响的措施效果分析 

（1）桥梁施工前积极与有关河道管理单位进行沟通，并将施工

按计划安排在河道非汛期，合理布置相关设施，此外，做好施工用料

的储运工作，均可保证河道行洪安全和孙庄桥水毁改建工程施工安全。 

（2）施工时尽量避免对岸坡的破坏影响，有利于保护北拒马河

南支河势稳定，保护耕地和桥头稳定。 

（3）在新桥建成后对原孙庄桥进行拆除时，应在非汛期施工，

并密切关注北拒马河南支来水，同时注意尽量避免对两岸岸坡的破坏。

原桥灌注桩应全部拆除，可以避免遇洪水时灌注桩冲刷露出，影响局

部流态和河势稳定。此外，保证拆除工作的技术安全和管理安全，减

小对水体及周围环境的影响。 

（4）2024 年汛期前拆除绕行便道，可以保证河道发生洪水时，

绕行便道不产生严重壅水，河道行洪顺畅。 

（5）经建设单位与涿州市水利局协商，本次工程对桥梁投影及上

游 40m、下游 40m 的两岸进行防护，防护采取混凝土挡墙形式，防

护范围以外的岸坡护砌由涿州市水利局安排的“南水北调中线北拒马

河南支涿州段防洪影响处理后续工程”项目实施，目前该工程已由保

定市发改委批复。两岸防护有利于河势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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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7.1 防洪综合评价主要结论 

（1）孙庄桥水毁改建工程位于北拒马河南支河道范围内，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河道管理条例》，对该工程进行防洪评价是必要的。 

（2）根据工程设计方案，改建孙庄桥桥梁轴线与中高水流方向

夹角 90 度，满足《海委审批权限范围内涉河建设项目技术审查规定》

（以下简称《审查规定》）中桥梁轴线与中高水流方向偏差不超过 5

度的要求。 

（3）根据《海河流域防洪规划》《大清河系防洪规划》《大清河

流域综合规划》，北拒马河南支一般河段治理标准为 5 年一遇，设计

流量为 330m3/s，超过 5 年一遇启用洼套缓洪。新建孙庄桥桥梁类别

为大型，其对应设计洪水频率为 100 年一遇，高于河道防洪标准，满

足《防洪标准》（GB 50201-2014）的规定。 

（4）根据计算，桥梁位置 100 年一遇水位 43.21m，考虑防洪超

高 1.5m 后，允许最小梁底高程应为 44.71m，桥梁设计梁底高程

51.6~51.8m，河道行洪时不会出现闷孔，满足防洪超高的要求。 

（5）桥梁采用 5×40m 的桥梁跨径跨越河道，与中高水流方向

夹角 90 度，桥墩轴线与水流方向一致，满足《审查规定》中桥梁轴

线与中高水流方向偏差不超过 5 度、平原跨径不小于 30m、桥墩轴线

顺水流方向布置的要求。 

（6）根据计算，遇 5 年一遇洪水及 100 年一遇洪水时，均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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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规定》中新建桥梁阻水比不大于原桥、新建桥梁桥墩阻水比不

大于 5%、无堤防河段壅水高度不大于 10cm、壅水长度不影响项目附

近的水利工程的要求。项目建设对河道行洪影响较小。 

（7）根据计算，遇 5 年一遇洪水及 100 年一遇洪水时，均满足

《审查规定》中流速增幅不大于 5%的要求，项目建设对河势稳定的

影响较小。 

（8）根据冲刷分析计算结果，遇 5 年一遇洪水时，总冲刷深度

为 2.23m，桥梁系梁顶埋深为 2.8~3.1m，满足《审查规定》中桥梁桩

基承台顶高程在河道主槽和滩地最大冲刷线 0.5m 以下的规定。遇 100

年一遇洪水时，孙庄桥下的总冲刷深度为 13.33m，根据《公路工程水

文勘测设计规范》，大桥总冲刷深度为 10~15m 时，基底埋深安全值

为 2.5~3.0m，孙庄桥的桩基底高程应不高于 19.4m，设计方案中孙庄

桥河槽内的桥墩桩基底高程为-6.5~-2.2m，满足冲刷要求。遇 100 年

一遇洪水时，孙庄桥护岸的局部冲刷深度为 2.03m，设计方案中铅丝

石笼护岸的护脚埋深为 12.0~15.0m，满足冲刷要求。 

（9）孙庄桥左右岸现无堤防。项目建设对两岸进行护砌，护砌

范围为上游 40m，下游 40m，护砌有利于岸坡稳定。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穿北拒马河南支倒虹吸位于项目建设位置上游3.15km，距离较远，

工程不会受到影响。 

（10）旧桥拆除、新建桥下部结构施工预计于 2024 年汛期前完

成，桥梁上部结构施工预计于 2024 年 10 月完成。孙庄桥的施工导流

标准定为 10 年一遇，计算可得，张坊遇 10 年一遇非汛期洪水时，洪

水全部从北拒马河中、北支行洪，北拒马河南支无来水，因此桥梁下

部施工不会对河道行洪造成影响。桥梁上部结构施工期为河道汛期，



保定市省道 SLY1 张涿高速涞水北互通连接线拒马河南支孙庄桥水毁重建工程防洪评价报告 

27 

但桥梁上部结构施工不占用河道行洪断面，因此也不会对河道行洪造

成影响。此外，桥梁下部施工时应密切关注北拒马河上游来水，预防

非汛期洪水，上游预报有洪水时及时将人员和设备撤离施工现场。 

（11）2024 年汛期前应拆除绕行便道。 

（12）孙庄桥连接河道两岸，承担两岸村民过河通行任务，孙庄

桥建成后，河道行洪水位壅高较小，河道两岸抢险道路均在漫水桥壅

水影响范围之外，建设项目可以保证两岸交通顺畅，不影响防汛抢险

车辆、人员及物资的正常通行。 

（13）工程对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不会造成影响。 

7.2 消除和减轻影响的措施的结论 

（1）桥梁施工前积极与有关河道管理单位进行沟通，并将施工

按计划安排在河道非汛期，合理布置相关设施，此外，做好施工用料

的储运工作，均可保证河道行洪安全和孙庄桥水毁改建工程施工安全。 

（2）施工时尽量避免对岸坡的破坏影响，有利于保护北拒马河

南支河势稳定，保护耕地和桥头稳定。 

（3）在对原孙庄桥进行拆除时，应在非汛期施工，并密切关注

北拒马河南支来水，同时注意尽量避免对两岸岸坡的破坏。原桥灌注

桩应全部拆除，拆除后孔位回填至现状河底高程，可以避免遇洪水时

灌注桩冲刷露出，影响局部流态和河势稳定。此外，保证拆除工作的

技术安全和管理安全，减小对水体及周围环境的影响。 

（4）2024 年汛期前拆除绕行便道，可以保证河道发生洪水时，

绕行便道不产生严重壅水，河道行洪顺畅。 

（5）经建设单位与涿州市水利局协商，本次工程对桥梁投影及

上游 40m、下游 40m 的两岸进行防护，防护采取混凝土挡墙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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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范围以外的岸坡护砌由涿州市水利局安排的“南水北调中线北拒

马河南支涿州段防洪影响处理后续工程”项目实施，目前该工程已由

保定市发改委批复。两岸防护有利于河势稳定。 

7.3 建议 

（1）桥梁施工前与有关河道管理单位进行沟通，桥墩的施工按

计划安排在河道非汛期，并按施工方案合理布置相关设施，保证河道

行洪安全和桥梁施工安全。施工期的平面布置和交通组织不能对防汛

抢险造成影响。 

（2）桥梁施工时做好施工用料的储运工作，避免将施工用料丢

弃在河道中，施工留下的废弃渣料及施工用具须及时进行清理。 

（3）在岸坡附近施工时，尽量避免对岸坡的破坏影响。 

（4）在对原孙庄桥进行拆除时，应在非汛期施工，并密切关注

北拒马河南支来水，同时注意尽量避免对两岸岸坡的破坏。考虑河床

冲刷，为保证河底以下的灌注桩拆除剩余结构不致冲刷露出，影响局

部流态和河势稳定，原桥灌注桩应全部拆除，拆除后孔位回填至现状

河底高程。此外，拆除工作应充分保证技术安全和管理安全，并减小

对水体及周围环境的影响。 

（5）汛期应密切关注上游雨情、水情，做好洪水前拆除绕行便

道的准备工作，若上游预报强降雨或洪水，应及时拆除绕行便道。 

（6）应充分考虑施工期遇到来水增大等突发情况的应急措施，

准备施工用具、渣料储运以及应急救援的工具和设备。施工期间，安

排专门人员密切观测水位，及时获取水位变化最新情况，并与相关管

理单位及时沟通。水位较高时，人员及时撤离施工区域，同时将施工

物资及时撤走，保证人员及物资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