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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垭水库运行管理实践及问题探讨

方 军 旗，张 年 红

（湖南澧水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１４）

摘要：介绍了江垭水库建成投入运行以来，所采用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在防洪抗旱、立法确权、水政执法、

河道采砂、渔业养殖、旅游开发等方面运行管理取得的实践经验。就目前管理中渔业养殖的发展、水库调度管

理、水库资源开发、违章建筑管理、河道采砂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有针

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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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工程概况

江垭水库地处澧水一级支流水中游，距湖南省

慈利县城５７ｋｍ。枢纽工程于 １９９３年开工建设，１９９８
年下闸蓄水发电，２００１年通过竣工验收，总投资约 ３４
亿元。该工程由拦河大坝、泄洪建筑物、右岸电站地下

主厂房、左岸通航建筑等组成，以防洪为主，兼有发电、

航运、灌溉、旅游等功能。

２　管理体制与运作机制

２．１　管理体制
由于江垭水库是一座以防洪为主、兼顾发电的公

益性水库，故在运行管理中分别成立了湖南省江垭水

库管理处和江垭水电站企业实体。前者隶属于省水利

厅，负责水库的日常管理、水政执法、防汛抗旱和下游

近坝区泄洪河道管理等；后者隶属于澧水公司，负责水

工建筑物、机电设施的维护和电力生产调度、水库日常

运行调度工作，基本形成了“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事

业单位管水行政执法、防洪抗旱等公益性事业，企业实

体管电力生产经营和第三产业开发”的管理模式。

２．２　运作机制
管理处编制２０人，设置综合办公室、工程管理科、

水库管理科、财务科４个职能部门，除水库管理科１人

为专职人员外，其他全部由江垭水电站人员兼职。在

日常管理中，通过每年一度的“江垭水库联席会议制

度”，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召集库区流域的市（州）、县

政府及其法制办公室、水利、移民、国土、旅游、海事等

部门负责人，通报库区管理情况，交流“治水管库”经

验，研究处理库区管理当前存在的问题，共谋库区经济

和谐、稳定发展；开展库区定期或不定期的巡视检查，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处理。

电站编制６０人，目前在编 ５４人，设置综合科、安
全技术科、运行科、水工科、保卫科５个职能部门，实行
“无人值班，少人值守”管理模式，结合“九五”制的两

大班轮换方式（指按照合理配置专业与人数的要求，

将生产人员分成两大班，轮换倒班完成生产任务，每班

人员工作９ｄ、休息５ｄ）进行电力生产经营管理。

３　运行管理现状

江垭水库已经建成运行近 １４ａ。它建成后，一方
面将下游地区的防洪标准由 ４～７ａ一遇提高到 １７ａ
一遇；使用超蓄库容，当江垭与三江口发生 １００ａ一遇
同频率洪水时，下游洪峰流量可削减到约 ３０ａ一遇。
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了库区流域城镇、乡村基础设施，

提高了库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促进了地方经济建

设的发展，为澧水流域的防汛抗旱、生态改善、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目前，库区经济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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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居民生活保持稳定。

３．１　水库防洪抗旱
水库库区高峡深谷、河床陡峭，处于暴雨区，降雨

造成库区水位暴涨暴落，给防汛抗旱带来较大难度。

在充分查阅江流域水文资料的基础上，邀请水利专

家结合工程运行安全状况进行综合分析，确定对水库

防汛调度采用 “库水位区间动态实时调度”的方法，按

季节或来水情况对水库库容进行分时段、分区间控制

运行，在区间内采用水库水情测报系统进行实时监控。

该方法在实际运用中既科学合理地调度洪水，又给发

电储备了水能，充分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率；同时确保

了上、下游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

３．２　立法确权管理
由于水库在地域上跨两省三县，水域面积较广，管

理难度较大。① 为有效管理水库资源，２００５年制定并
实施了《江垭水库管理暂行办法》，经过５ａ的实施，取
得了较好效果。同时，为进一步强化水库管理，结合水

库运行实际情况，２０１０年对暂行办法作了修订，修改
内容涉及水库相关权属、防洪度汛管理、水资源开发利

用、危害工程安全行为、养殖与捕捞管理、水上交通安

全等方面不合适宜和不便操作的条款，并更名为《江

垭水库管理办法》，使其成为长期执行的地方性法规。

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土法》和《湖南省实施水法办法》的相关规定，向地方

国土部门申请对江垭水库建设所批划拨土地进行了确

权发证，完成了水库（湖南段）２３６ｍ高程边界的复核
和界桩埋设，并与相关的村、镇签订了边界协议，进一

步完善了工程建设相关手续，从法律上明确了水库相

关权属问题。立法与确权，为依法治水管库、推进水库

水利经济发展、确保水库调蓄洪水安全奠定了坚实基

础，并将长期为水库的和谐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３．３　水政执法管理
库区的水行政执法管理依靠省水政执法监察总队

驻江垭水库支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江垭

水库管理办法》等法规规定，认真组织落实年度《江垭

水库联席会议纪要》精神。在查处水事案件、协调矛

盾过程中要做到：① 坚持以人为本、依法行政，不断

提高自身队伍建设；② 加大《水法》、《防洪法》、《江垭
水库管理办法》等法规规定的宣传，进一步提高库区

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③ 坚持库区定期巡
查制度，汛期增加水库巡查频次，检查库区是否存在滑

坡体、水上交通、环保、养殖、违章建筑等方面问题。

３．４　绿色渔业养殖
水库具有气候温和、水面无冰冻、天然饵料丰富等

自然条件，且库区经济鱼类较多，为库区发展生态渔业

养殖提供了有利条件。２００７年引进渔业养殖专业个
体户，在水库进行产业化的生态渔业养殖开发与经营，

并由其联合库区移民 １６户注册了张家界水生态水
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建成标准化网箱养殖示范区

１２０００ｍ２。２００９年开始，在江垭水库慈利段实行禁渔
期后，２个月内捕捞银鱼 ５０多万斤，库区移民户直接
获得经济收入共３００多万元。

３．５　库区旅游开发
水库水域延伸至湖北鹤峰，峰林峡谷幽远纵深，湖

光山色瑰美秀丽，旅游资源极其丰富。目前，经旅游业

界专家勘查发现的自然风光景点有小三峡、阴门山、穿

眼洞、聊城、人潮溪、伟人山、高山飞瀑等；引进旅游投

资项目有水上娱乐城等；国家投资建设的江垭工程大

坝、地下厂房等也已成为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投资兴

建的国家 ４Ａ级景区———江垭温泉。周边人文、自然
景观有明朝九溪古城遗址、省重点保护文物梅花殿、中

华第一保镖杜心武故居、两弹一星研究专家陈能宽和

!

水漂流等；待统一开发的有关门岩水库平湖游、水上

飞伞等。虽然国家级江水利风景区已经作为张家界

东线旅游线路，但由于没有整体规划、引进投资项目

少、道路交通等硬件设施未能改善，造成江的人文、

自然景观养在深闺无人识。

４　存在问题与原因

４．１　渔业养殖发展
目前，虽然江垭水库实行生态养殖合作社和实施

禁渔期后，取得了一些经验和实效。但仍存在以下问

题：① 水库水面养殖开发商资金不足，管理理念、管理
方式和捕捞方法落后，无法兑现合同承诺和实现水库

养殖业的和谐、稳定发展。② 渔业养殖开发与经营，

没有充分考虑库区后靠移民或居民利益，造成库区居

民（含水库建设期后靠移民）私自设网拦隔库汊、搭建

抬网并投放饲料开展渔业养殖，严重影响投资商利益、

污染水质，诱发水库新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③ 库区
居民大部分依靠捕鱼维持生计，采用无序的灯光诱捕

和电捕，造成库区鱼类资源受到极大破坏。④ 多方无
序捕捞，造成鱼苗投放者利益受损，出现鱼苗资源的投

放补偿不足问题。⑤ 抬网供电线路随意横跨水面和
沉入水中，既阻碍航道，又极易导致过往船舶和水面作

业人员触电造成伤亡事故。

４．２　水库调度管理
由于近年来水流域降雨偏少、来水偏枯，水库长

时间不能蓄水至 ２３６ｍ高程，造成库区居民在 ２３６ｍ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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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以下垦荒耕种、违章建房等。由于水库建成后发

挥了巨大的防洪作用，下游地区群众防洪意识逐渐淡

薄，在河道内滥采砂石、修建违章建筑，大大降低了河

道的行洪能力。在主汛期，水库拦洪蓄水时曾淹没库

区违章建筑，出现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开闸行洪前提

前通知下游水上作业人员与周边群众撤离，但由于部

分群众存在侥幸心理、安全意识差或是经济利益驱使，

坚持不撤离，曾造成下游违章作业挖砂船、河滩柑橘被

冲走事件，引发群体上访，给水库调度带来很大的困

难，严重影响水库生产运行安全。

４．３　水库资源开发
江风景区以江垭水库库区为主，资源极其丰富，

包括文化、旅游、物种和水产等多种资源，是一个密不

可分的整体，但未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张家界东线旅

游开发规划没有落实。在开发利用上地方政府、各职

能部门未能形成相互协作共识，投资开发商心存忧虑，

景区开发工作进展缓慢；已经实施的旅游项目属擅自

开发、乱开发，无法形成规模且破坏了生态环境和旅游

资源。另外，库区居民砍柴、烧炭、伐木，对水库公益生

态林无序滥砍乱伐，造成自然景观严重破坏。

４．４　违章建筑管理
由于受气候影响，江垭水库处于低水位运行，造成

周边居民认识上产生错觉，在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乱占

地、乱建房，既不申报也没办任何手续。特别是已经新

建成的江垭水库右岸民用码头，在相关手续未办理齐

全的情况下就开工建设，导致项目的水保措施无法保

证，建设规模无法控制，给后期管理留下难题。

４．５　河道采砂管理
由于库区属两省交界地带，管理难度大，致使无证

采砂、滥采乱挖现象严重。另外，江垭大坝下游行洪河

道至关门岩水电站，由于采砂船滥采乱挖，河床被挖得

千疮百孔，不仅破坏了自然风景，而且严重影响了水库

开闸行洪，危及库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５　启示与建议

（１）江垭水库资源分布面广，涉及两省三县，其开
发利用必须综合考虑，坚持“以移民为根本、科学调度

管理、和谐稳定发展”的原则，严格遵守《江垭水库管

理办法》，按照“统筹规划、统一管理、统一开发”的要

求，依据既定设计规划实施，对库区进行合理的生态旅

游、生态养殖开发，避免私自占有和无序开发等行为的

发生。这样，才能促使水库旅游业健康有序发展。

（２）在水库渔业养殖的综合开发利用上，必须坚

持库区后靠移民得实惠与注重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原

则，制定详细、合理、有效的库区养殖规划，提倡以大库

投养为主、适当建设网箱养殖；走“移民参与、公司运

作”的模式，做到“水库有鱼捕、移民有活干、公司有鱼

售、家庭有收益”，实现养殖公司与移民双赢和库区稳

定，使后靠移民通过绿色生态水产养殖业的开发利用

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水库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这

样，才能使库区和谐稳定发展。

（３）水库跨两省三县，江流域处于暴雨区，水情
变化大，且已相继建成江垭、关门岩、长潭河３座水库，
江垭水库上游在建有江坪河、淋溪河工程，基本形成梯

级水库。由于工程建设单位不同，管理体制也不同，水

库各自独立调度运行，汛期有可能扩大洪水灾害，枯水

期可能导致河道断流。为此，应首先建立江流域水

情会商机制，确保流域水情、气象信息共享；其次应着

手研究江流域梯级水库联合调度与应急预警机制，

提高流域的防洪能力和发电效益。

（４）要有效、合理管理和开发水库资源，在引进投
资开发商的基础上，必须依托地方政府，理顺相关职能

部门执法关系，建立水库综合执法体制，必要时设立村

镇库区巡查联络员，为库区开发做好服务，其执法办公

经费由投资开发商在经营收入中列支；加大法规宣传

力度，依法依规强化水行政执法，及时处理各类涉及水

事案件，保证江垭水库的正常水事秩序；适时取缔灯光

诱捕和电捕，拆除河道违章建筑，规范河道采砂作业；

对已经开发建设和经营的项目进行全面整治规范，如

水上度假休闲项目、桑植长潭坪深水控沙项目等。同

时，应按照《江垭水库管理办法》规定，严格审批各方

申报拟建的旅游、养殖项目，包括水土保持、环境保护、

项目选址等方案。

（５）对于库区后靠移民扶持方面，除在库区渔业
养殖资源开发方面给予综合考虑外，主要还是依靠地

方政府部门通过倾斜政策扶持，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倡

导自主创业，发展民族特色工艺品，垦荒种植经济果

林，进一步提高其生活水平，促进库区和谐、稳定、持续

发展。

（６）通过“立法确权”，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了江
垭水库２３６ｍ高程管理范围内的土地、水面使用权属
于工程管理单位，奠定了依法“治水管库”的基础，后

期应改变现有管理人员和资金不足、管不到位的现象，

进一步加强水库执法管理力量，配备专职人力、调拨专

用经费，以确保水库管理、电力生产、防洪度汛安全，积

极有效开发利用水库资源，充分发挥水库的综合效益，

开发好、建设好江垭水库。 （编辑：邓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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