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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于2023年4月1日起施行，其第三

十四条规定：“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淤地坝建设、养护标准或者技术规范”。为确保淤地坝持续发挥淤地

拦沙效益，保障安全，完善运行管理体系，水利部决定开展淤地坝养

护标准编制工作。

经水利部水保司同意，黄河水利委员会于2023年1月9日，对黄河

上中游管理局下达《黄委水保局关于开展淤地坝养护标准编制工作的

通知》。

2、主要编制过程

经黄河上中游管理局研究决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主编，黄河水

土保持工程建设局、西安黄河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作为主要参编单位的

编制工作组正式成立。

3月15日，编制完成了《黄土高原淤地坝养护标准项目建议书》，

并完成上报工作；

4-5月份，完成了陕西、内蒙古、甘肃、山西、宁夏、青海等省

（区）淤地坝养护标准的调研工作；

5月底，初步编制完成了《淤地坝养护标准工作大纲（初稿）》

及《淤地坝养护标准（初稿）》，并组织召开了专家咨询会，会后编

写人员对两个初稿进行了修改；

6月上旬，修改完成了《淤地坝养护标准工作大纲（初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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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地坝养护标准（初稿）》，黄河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局组织召开了

专家咨询会；

6月14日，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召开“研究《淤地坝养护标准》专

题办公会”，会议肯定了《淤地坝养护标准工作大纲（初稿）》及《淤

地坝养护标准（初稿）》的工作，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要求尽

快完成《黄土高原淤地坝养护标准编制说明（初稿）》，并修改完成

《淤地坝养护标准工作大纲（初稿）》及《淤地坝养护标准（初稿）》。

6月底，经修改的《淤地坝养护标准工作大纲（初稿）》《黄土

高原淤地坝养护标准编制说明（初稿）》及《淤地坝养护标准（初稿）》

上报黄河水利委员会审查。

8月2日，黄河水利委员会在郑州组织召开《淤地坝养护标准（初

稿）》审查会，提出审查意见：“1、将《淤地坝养护标准》改为《淤

地坝维修养护标准》，补充维修相关内容和要求；2、要充分考虑汛

期和非汛期、重要淤地坝等方面因素，调整检查频次、内容和要求等；

3、对坝体、放水建筑物、泄洪建筑物等部位养护要细化实化养护内

容和标准；4、标准正文养护定额章节，统一放到附录中，参照其他

养护标准，进一步细化定额内容；5、要充分吸收与会专家提出的其

他方面意见，做好标准的修改完善。”按上述审查意见进行修改，形

成了《淤地坝维修养护标准》。

10月10日，水利部水保司在西安组织召开《淤地坝维修养护标准

工作大纲》审查会，提出审查意见并同意通过审查。按审查意见，进

行修改后形成了《淤地坝维修养护标准（征求意见稿）》。

3、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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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年龄 职务/职称 专业 工作分工 单位

黄保强 57 处长/高工 水工 技术负责 黄河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局

李菲 42 高工 水工 负责工作计划，组织编制 黄河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局

魏涛 50 高工 水工 组织负责费用编制 黄河上中游管理局

付渊 40 工程师 水工 术语的编制 黄河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局

张楠 42 高工 经济 费用的编制 黄河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局

赵俊侠 56 高工 水保 总则的编制 黄河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局

毛振波 42 高工 经济 附录的编制 黄河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局

任婧宇 31 工程师 水保 条文说明的编制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寇冠一 29 助工 水工 前言、编制说明的编制 黄河水土保持西峰治理监督局

高建强 38 高工 水工 维修的编制 西安黄河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孟繁浩 29 助工 水工 前言、编制说明的起草 黄河水土保持西峰治理监督局

韩菲 39 高工 水工 检查的起草 西安黄河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田小雄 45 高工 水工 养护的起草 西安黄河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曹炜林 29 工程师 水工 规范统稿，工作大纲的起草 西安黄河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赵晓林 34 工程师 水工 维修的起草 西安黄河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李忠娟 38 高工 造价 养护经费的起草 西安黄河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张瑜 31 经济师 工程管理 一般维修费用的起草 黄河上中游管理局

陈小科 37 工程师 水保 组织协调，向部、委汇报工作 黄河上中游管理局

刘琼海 40 工程师 土木
材料申报、体例格式、专家意

见征集处理
晋陕蒙接壤地区水土保持监督局

刘雪英 52 高工 水保 检查的起草 延安市水土保持工作队

韩宗军 46 高工 水保 养护的起草 延安市水土保持工作队

二、主要内容及来源依据

1、标准主要内容及制定说明

1 总则

1.0.1 为规范淤地坝维修养护工作，提高工

程管理水平，保证淤地坝的安全和持续发挥

效益，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黄土高原地区大中型

淤地坝的维修养护，小型淤地坝及其他地区

的淤地坝可参照执行。

1.0.3 维修养护工作应坚持“日常养护、及

1 总则

1.0.1 提出标准编制的依据和目的。

1.0.2 确定标准的适用范围。

1.0.3 提出标准实施后的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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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维修、养修并重”的原则，做到养护到位、

安全可靠、环境美观。

1.0.4 维修养护内容包括检查、养护、维修

三部分。

1.0.5 日常检查、养护工作由养护责任主体

负责；维修工作由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

定期检查和专项检查的结果组织实施。

1.0.6 本标准主要引用下列标准：

GB 51018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SL 210 土石坝养护修理规程

SL 230 混凝土坝养护修理规程

SL/T 595 堤防工程养护修理规程

SL/T 804 淤地坝技术规范

1.0.7 淤地坝维修养护除应符合本标准规

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

2.0.1 养 护 责 任 主 体 the subject of

maintenance responsibility

养护责任主体一般为乡（镇、街办）、

村组或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

2.0.2 养护 maintenance

对淤地坝的局部、表面、轻微的缺陷开

展的工程量（工作量）较小的经常性活动，

可与检查一并完成。

2.0.3 维修 repair

为维护工程的完整，恢复工程的设计标

准或使用功能，对淤地坝存在的工程、设施

设备损坏和缺损等问题，开展的工程量（工

作量）较大的、养护无法解决的活动。

1.0.4 明确维修养护的内容。

1.0.5 明确各工作内容的具体责任人。

1.0.6 明确标准编制引用的其他相关标准。

1.0.7 强调淤地坝维修养护应该符合相关

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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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日常检查 routine inspection

由养护责任主体完成的经常性检查。

2.0.5 定期检查 periodical inspection

在汛前汛后对淤地坝运行状态进行的检

查。

2.0.6 专项检查 special inspection

在坝区遭遇暴雨、大洪水、有感地震、

坝前水位骤升，以及其他影响淤地坝安全的

特殊情况时进行的检查。

3 检查

3.1 一般规定

3.1.1 淤地坝检查范围为淤地坝工程管理

范围。

3.1.2 淤地坝检查包括外观检查和放水（泄

洪）建筑物内部查看。

3.1.3 淤地坝检查中发现的一般问题，应及

时进行处理；情况严重的，应对异常和损坏

现象作详细记录（包括拍照或录像），采取

必要处理措施，及时报告县级水行政主管部

门。

3.1.4 发现淤地坝管理范围内挖坑、打井、

坝面耕作、爆破或进行其他对工程有害的活

动应及时制止并报告乡（镇、街办）人民政

府。

3.2 检查分类和频次

3.2.1 检查分为日常检查、定期检查和专项

检查。

3.2.2 日常检查月均不宜少于1次。下游有

重要设施的淤地坝，在汛期增加检查频次。

3 检查

3.1 一般规定

3.1.1 明确淤地坝检查的范围。

3.1.2 针对淤地坝特点，明确对淤地坝检查

内容的一般要求。

3.1.3 针对检查发现的不同危害程度的问

题，提出相对应的处理要求。

3.1.4 根据SL/T 804中10.4.2条第二款的规

定，对检查提出要求。

3.2 检查分类和频次

3.2.1 明确检查的分类。

3.2.2 明确日常检查的频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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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定期检查分为汛前检查和汛后检查。

3.2.4 专项检查是在遇到特殊情况时进行

的检查。

3.3 检查项目和内容

3.3.1 淤地坝检查项目包括坝体检查、放水

建筑物检查、泄洪建筑物检查和其他检查。

3.3.2 淤地坝日常检查内容应以裂缝、洞

穴、异常变形、渗漏、沉陷、滑坡、淤堵以

及影响淤地坝正常运行的外界干扰等为主；

除日常检查的内容外，定期检查和专项检查

还应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放水（泄洪）建筑物

内部及淤积查看等内容，并对日常检查情况

进行督导和技术指导。

3.3.3 坝体检查的内容包括：

1 坝顶有无裂缝、洞穴、异常变形、坑

洼、积水等现象。

2 坝坡有无裂缝、滑坡、洞穴、塌坑、

冲沟、乔木，衬砌工程是否损坏；背水坡有

无浑浊渗水、管涌等现象；排水体是否完整。

3 马道是否平整。

4 坝体与放水（泄洪）建筑物结合部是

否存在裂缝、沉陷、渗水等现象。

5 坝体与岸坡连接处有无错动、开裂、

渗水等现象，两岸坝端区有无裂缝、滑动、

滑坡、崩塌、溶蚀、隆起、塌坑、异常渗水

等现象。

6 植物绿化等水土保持措施是否完好。

7 是否存在动物洞、穴。

3.3.4 放水建筑物检查的内容包括：

1 卧管（竖井）的通气孔是否堵塞，孔

3.2.3 提出定期检查的时间和次数要求。

3.2.4 提出专项检查的条件。

3.3 检查项目和内容

3.3.1 根据SL/T 804中6.2.2条第一款规定的

淤地坝组成，划分检查项目。

3.3.2 明确日常检查、定期检查和专项检查

的主要内容。

3.3.3 根据SL/T 804中10.3.1条第一款的内

容，对坝体检查的具体内容进行细化和补充。

3.3.4 根据SL/T 804中10.3.1条第二款的内

容，对放水建筑物检查的具体内容进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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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挡水板）有无丢失、损坏，卧管及卧管

消力池有无裂缝、渗漏、倾斜、堵塞、淘刷、

悬空等现象。

2 涵洞（管）身有无裂缝、坍塌、渗水、

堵塞等现象。

3 明渠及明渠消力池有无裂缝、渗漏、

悬空、堵塞等现象。

3.3.5 泄洪建筑物检查的内容包括：

1 引水渠和渐变段有无淤堵，基础有无

淘刷、悬空，侧墙有无沉陷、裂缝、缺损等

现象，伸缩缝是否完好。

2 溢流堰有无裂缝、渗漏、剥落、淤堵、

淘刷、悬空等现象，伸缩缝是否完好。

3 泄泄槽有无裂缝、渗漏、淘刷、悬空

等现象；排水孔及伸缩缝是否完好。

4 泄洪洞洞身有无裂缝、渗漏、坍塌、

剥落等现象。

5 消能设施有无裂缝、渗漏、淘刷、悬

空等现象。

3.3.6 其他检查的内容包括：

1 排（截）水沟是否通畅或损坏。

2 边坡、近坝岸坡有无冲刷、裂缝、坍

塌、滑坡等现象。

3 管理道路、工作桥是否通畅和满足管

理需要。

4 水雨情及工程安全监测、监控设施设

备，通信、传输、供电设备工作是否正常。

5 管理房是否安全、整洁。

6 公示牌、标志碑是否完好，信息要素

是否准确、清晰及完整，警示标志是否醒目。

和补充。

3.3.5 根据SL/T 804中10.3.1条第二款的内

容，对泄洪建筑物检查的具体内容进行细化

和补充。

3.3.6 明确其他检查项目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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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库区是否存在垃圾等废弃物。

3.4 检查方法和要求

3.4.1 日常检查，主要依靠目视、手摸、脚

踩等直观方法，辅以量尺、照相摄像设备等

工（器）具，也可利用视频监控系统辅助检

查。

3.4.2 定期检查和专项检查，除采用日常检

查方法外，可利用无人机等专业设备进行检

查。

3.4.3 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定期检查和专项检查应由县级水行

政主管部门组织，乡（镇、街办）及淤地坝

养护责任主体参加，人员应满足检查工作需

要。

2 定期检查和专项检查应制定检查计

划并做好准备工作。

3 日常检查应由淤地坝养护责任主体

负责，人员宜相对稳定，检查时带好必要的

辅助工具。

4 检查信息应及时上报。

3.5 检查记录和报告

3.5.1 记录和整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查应做好详细记录，并填写淤地坝

检查记录表，淤地坝检查记录表见附录A。

2 定期检查和专项检查应形成检查报

告，报告编写提纲见附录B。

3.5.2 检查记录表、图件、影像资料、检查

报告的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等均应整理归

档。

3.4 检查方法和要求

3.4.1 明确日常检查可采用的方法。

3.4.2 明确定期检查和专项检查可采用的

方法。

3.4.3 针对淤地坝的特点，明确日常检查、

定期检查和专项检查的组织形式，并对检查

准备工作和检查信息上报提出要求。

3.5 检查记录和报告

3.5.1 根据SL/T 804中10.1.5条的规定，明确

检查记录的要求。

3.5.2 根据SL/T 804中10.1.5条的规定，明确

检查资料整理归档的要求。



9

4 养护

4.1 一般规定

4.1.1 淤地坝养护应做到对淤地坝进行经

常保养和防护，及时消除表面缺陷和局部工

程问题，保证工程的完整、安全和正常运用。

4.1.2 养护按部位的不同，分为坝体养护、

放水建筑物养护、泄洪建筑物养护和其他养

护。

4.1.3 养护责任主体应根据本标准规定，结

合工程具体情况，确定养护的项目和内容。

4.1.4 用于工程养护的材料和设备应符合

有关技术标准和规定。

4.1.5 养护经费计算按附录C的规定执行。

4.2 坝体养护

4.2.1 坝顶应整洁、平整、无明显起伏。出

现弃物等情况，应及时清除；出现坑洼、积

水时，应及时用土夯实填平。

4.2.2 坝坡应平顺。出现小冲沟时，应及时

夯实填平。

砌石护坡应完好，砌缝紧密，填料密实，

排水体应完好。出现个别石料松动、架空等

现象，应及时楔紧。

植物护坡应完整，及时修整、清除杂草、

防治病虫害。

马道应平整。出现杂物、坑洼时，应及

时清除、夯实填平。

4.2.3 坝体应无动物洞、穴等。出现动物洞、

4 养护

4.1 一般规定

4.1.1 根据水保〔2022〕162号文中第三十

二条的要求，提出本条。

4.1.2 根据养护部位的不同，说明养护的对

象。

4.1.3 根据工程规模及组成情况，提出本

条。

4.1.4 针对用于淤地坝养护的材料和设备

提出了要求。

4.1.5 明确养护经费的计算。

4.2 坝体养护

4.2.1 根据SL/T 804中10.4.2条的要求，对坝

顶的养护标准进行了细化和补充，明确坝顶

养护方法。

4.2.2 根据SL/T 804中10.4.2条的要求，对坝

坡的养护标准进行了细化和补充，明确坝坡

养护方法。

4.2.3 根据SL/T 804中10.4.2条的要求，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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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时，应及时采用开挖回填、灌浆填塞等方

法处理，并驱逐有害动物。

4.3 放水（泄洪）建筑物养护

4.3.1 卧管（或竖井）放水孔的孔塞（挡水

板）应齐全、完整，放水孔出现堵塞或孔塞

（挡水板）丢失，应及时疏通或补充。

有常流水情况下，应保留卧管孔塞一孔

开启；没有来水情况下，卧管孔塞应全部保

持关闭状态；降雨结束后孔塞自上而下开启，

开启孔数不得多于设计数量。

4.3.2 卧管通气孔应通气顺畅并宜设置安

全防护措施，堵塞时，应及时清除堵塞物或

疏通。

4.3.3 卧管、明渠及明渠消力池应保持畅

通，堵塞时，应及时清除堵塞物或疏通。

4.3.4 泄洪建筑物应外观完好，淤堵时，应

及时疏通。

4.3.5 伸缩缝应保持完好，填料出现局部缺

损，应及时填补。

4.3.6 混凝土和浆砌石表面应保持平整、整

洁，出现局部剥落、破碎，应及时采用水泥

砂浆修补。

4.3.7 卧管、溢洪道基础应保持完整、牢固，

出现局部被淘刷、悬空时，可进行临时性填

充处理，待维修时彻底整修。

4.4 其他养护

4.4.1 排（截）水沟应保持通畅，出现堵塞、

淤积时，应及时疏通或清除。

4.4.2 边坡、近坝岸坡应平整、稳定，出现

了本条要求。

4.3 放水（泄洪）建筑物养护

4.3.1 根据SL/T 804中10.2.3条的运用要求，

对卧管（或竖井）放水孔的养护标准进行了

说明。

4.3.2 提出设置安全防护措施的要求，明确

通气孔的养护方法。

4.3.3 根据SL/T 804中10.4.3条的要求，提出

了本条要求。

4.3.4 根据SL/T 804中10.4.3条的要求，提出

了本条要求。

4.3.5 提出伸缩缝的养护方法。

4.3.6 提出混凝土和浆砌石表面出现问题

时的养护方法。

4.3.7 提出放水（泄洪）建筑物基础的养

护方法。

4.4 其他养护

4.4.1 根据SL/T 804中10.4.2条，提出了本条

要求。

4.4.2 根据SL/T 804中10.4.3条，及其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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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冲沟时，应及时整修。

4.4.3 管理道路、工作桥、管理房等管理设

施应保持完好，出现问题时，应及时整修。

4.4.4 库区内不得倾倒垃圾、弃土弃渣，存

在此类问题，应及时制止并上报乡（镇、街

办）人民政府。

4.4.5 水雨情及工程安全监测、监控设施设

备和通信、传输、供电设备应保持完好，发

现问题时，应及时上报。

4.5 养护记录

4.5.1 淤地坝应按单坝建立档案，真实、全

面反映养护工作内容。

4.5.2 养护记录应包括养护时间、养护部

位、养护主要内容等，淤地坝养护记录表详

见附录 D。

4.5.3 养护档案每年底应及时归档。

5 维修

5.1 一般规定

5.1.1 淤地坝维修按部位的不同，分为坝

体维修、放水建筑物维修、泄洪建筑物维修

和其他维修。

5.1.2 维修包括一般维修、加固维修。

1 一般维修应由养护责任主体提出维

修计划，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后组织实

施。

2 加固维修应由养护责任主体提出申

请，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项目立项

岸坡、边坡的规定，提出了本条要求。

4.4.3 根据SL/T 804中6.6.1条的规定，提出

本条要求。

4.4.4 提出库区的养护要求。

4.4.5 根据SL/T 804中6.7.1条的规定，及水

规计〔2021〕182号文对淤地坝、拦沙工程提

出的“配置视频监控和安全预警设备”的规

定，提出本条要求。

4.5 养护记录

4.5.1 根据SL/T 804中10.1.5条的规定，提出

本条要求。

4.5.2 根据SL/T 804中10.1.5条的规定，提出

本条要求。

4.5.3 根据SL/T 804中10.1.5条的规定，提出

本条要求。

5 维修

5.1 一般规定

5.1.1 按维修部位说明维修的对象。

5.1.2 参照 SL/T 804 中 10.4.1 条，明确维

修的分类，并对维修的立项提出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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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经审批后组织实施。

5.1.3 维修项目建设管理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一般维修项目的实施，宜由具有相

应技术力量的施工队伍承担。应明确工程项

目负责人，严格执行各项质量标准和工艺流

程，确保施工质量。

2 加固维修项目的实施，执行水利基

本建设项目管理有关规定。

3 凡涉及安全度汛的维修项目，应在

汛前完成；汛前完成有困难的，应采取临时

安全度汛措施。

5.1.4 在制定维修计划或立项文件时，应

按照 SL 210 规定对坝体裂缝、滑坡和渗漏

进行调查和成因分析，应按照 SL 230 规定

对混凝土裂缝和渗漏进行调查和成因分析，

并应考虑综合维修。

5.1.5 一般维修的费用计算按附录 E 的规

定执行。

5.2 坝体维修

5.2.1 坝顶、坝坡应平整、平顺，出现较

大冲沟或塌坑时，宜采用填补翻修的方法修

理，并符合下列规定：

1 翻出冲沟或塌坑内的松土，分层填

土夯实，恢复原状。

2 所用土料宜与原土料相同，防渗性

能与原土料相当或优于原土料。

面层严重受损，应刨毛、洒水、补土、

刮平、压实，按原设计要求修复。

5.2.2 坝顶兼做道路使用的，应满足交通

5.1.3 参照 SL 210 中 5.1.4 条，提出维修

项目建设管理的一般规定。

5.1.4 参照 SL 210 中 5.1.5、5.2.1 条和 SL

230 中 5.1.2、7.1.1 条的规定，提出淤地坝

坝体裂缝、滑坡和渗漏，混凝土结构裂缝和

渗漏等问题的维修提出要求。

5.1.5 明确一般维修费用的计算。

5.2 坝体维修

5.2.1 根据 SL/T 804 中 10.4.2 条的要求，

参照 SL 595 中 4.2.5 条，制定本条。

5.2.2 提出坝顶兼做道路使用时的维修要

求。

5.2.3 根据 SL/T 804 中 10.4.2 条，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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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要求。出现损坏时应及时按原路面要求

修复，不能及时修复的，临时用土填平。

5.2.3 坝体、坝体与放水（泄洪）建筑物及

岸坡连接处应无裂缝、滑坡和渗漏等。出现

裂缝时，应按 SL 210 有关规定采用翻松夯

实、灌土封口、开挖回填、充填式黏土灌浆

等方法处理。出现滑坡时，应按 SL 210 有

关规定采用开挖回填、加培缓坡、压重固脚

等方法处理。出现渗漏时，应按 SL 210 有

关规定采用铺设土工膜、混凝土防渗墙、灌

浆、导渗沟、反滤层导渗等方法处理。

5.2.4 砌石护坡应完好，砌缝紧密，填料

密实，无松动、塌陷、脱落、架空等现象。

出现松动、塌陷、脱落、架空等情况时，应

按 SL 210 的有关规定采用填补翻修、细石

混凝土灌缝等方法进行修理。

5.2.5 植物护坡应完整，无高杆杂草和乔

木；植被覆盖率不小于 95%，且单块裸露

面积不大于 0.25m2。出现缺损时，选择原设

计或适地条件的植物护坡措施组合进行添

补、更换；清除乔木时，应整体挖除植物根

系，夯实回填。

5.2.6 排水体应排水通畅。出现堵塞或失

效时，应先拆除堵塞部位的排水体，按设计

要求重新铺设反滤料，恢复排水体。

5.3 放水（泄洪）建筑物维修

5.3.1 混凝土卧管（竖井）、明渠及明渠消

力池应外观完好。出现裂缝时，应按 SL 230

有关规定采用粘贴法、灌浆法、充填法等进

行处理。出现渗漏时，应按 SL 230 有关规

细化裂缝、滑坡和渗漏的维修要求。

5.2.4 提出砌石护坡的维修要求。

5.2.5 参照 SL 595 中 3.3.5 条和《黄河水

利工程维修养护技术质量标准（试行）》7.0.5

条的内容，提出淤地坝植物护坡维修要求。

5.2.6 提出排水体的维修要求。

5.3 放水（泄洪）建筑物维修

5.3.1 根据 SL/T 804 中 10.4.3 的要求，补

充、细化混凝土卧管（竖井）、明渠及明渠

消力池出现裂缝、渗漏时的维修要求。

5.3.2 根据 SL/T 804 中 10.4.3 的要求，补

充、细化浆砌石卧管（竖井）和涵洞出现灰

浆脱落或裂缝漏水时的维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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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采用直接堵漏法、灌浆堵漏法、防渗面板

法等进行处理。

5.3.2 浆砌石卧管（竖井）、涵洞壁、明渠

及明渠消力池应平整、整洁。出现灰浆脱落

或裂缝漏水时,应将砌缝或裂缝洗涤干净

后，采用适用材料塞缝、勾缝。

5.3.3 混凝土涵洞（管）应光滑、无开裂、

渗漏、破损等缺陷。出现渗漏时，应按 SL 230

有关规定采用直接堵漏法、灌浆堵漏法等进

行处理；漏水严重或发生断裂时，可内衬加

固或开挖更换等。

5.3.4 卧管消力池、涵洞（管）应通畅，

出现淤堵时，及时清理。

5.3.5 卧管、溢洪道基础应完整、牢固。

出现被淘刷、悬空现象时，应填筑悬空部位，

并做好排水措施。

5.3.6 泄洪建筑物混凝土应光滑、平整、

无裂缝、渗漏。出现裂缝时，应按 SL 230

有关规定采用喷涂法、粘贴法、灌浆法、充

填法、结构补强法等进行处理。出现渗漏时，

应按 SL 230 有关规定采用直接堵漏法、灌

浆堵漏法、防渗面板法等进行处理。

5.3.7 干砌石、浆砌石、笼石修理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出现局部松动、塌陷、隆起、底部

淘空、垫层流失等现象时，可采用填补翻修。

2 清除需要翻修部位的块石和垫层

时，应保护好未损坏部分砌块。

3 砌石应以原表面为基准，在纵、横

方向挂线控制，自下而上，错缝竖砌，紧靠

5.3.3 根据 SL/T 804 中 10.4.3 的要求，参

照 SL 210 中 5.9.1、5.9.2 条，补充混凝土涵

洞（管）渗漏维修的要求。

5.3.4 根据 SL/T 804 中 10.4.3 的要求，提

出本条。

5.3.5 根据 SL/T 804 中 10.4.3 的要求，补

充提出本条。

5.3.6 根据 SL/T 804 中 10.4.3 的要求，补

充、细化泄洪建筑物混凝土裂缝、渗漏的维

修要求。

5.3.7 参照 SL 210 中 5.3.3 条，提出干砌

石、浆砌石、笼石的维修要求。

5.4 其他维修

5.4.1 提出排（截）水沟的维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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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实，塞垫稳固，大块封边，表面平整。

4 浆砌石应先坐浆，后砌石；砌缝内

砂浆应饱满，缝口应用比砌体砂浆高一等级

的砂浆勾平缝；修补完成后应洒水养护。

5.4 其他维修

5.4.1 排（截）水沟应保持通畅。发生破

坏时，应按原状修复。

5.4.2 边坡、近坝岸坡应平整、稳定。出

现较大冲沟和其他破坏时，应及时维修，维

修时应综合考虑边坡治理与加固、边坡水土

保持和生态恢复等各方面的因素，与周围环

境相协调。

5.4.3 管理道路、工作桥、管理房等管理

设施应保持完好，出现不满足管理需要等情

形，应及时维修。

5.4.4 水雨情及工程安全监测、监控设施

设备和通信、传输、供电设备应保持完好。

出现问题时，应及时维修。监控监测设施维

护费按附录 F 的规定执行。

5.4.5 公示牌、标志碑应保持完好，信息

要素应准确、清晰及完整，警示标志应醒目。

出现不满足管理需要等情形，应及时更新信

息或更换标志标牌。

5.4.2 根据 SL/T 804 中 10.4.3 的要求，参

照 SL 210 中 5.10.2 条，制定本条。

5.4.3 提出管理道路、工作桥、管理房等

管理设施的维修要求。

5.4.4 根据 SL/T 804 中 10.4.2 的规定，对

监控监测设施维修提出要求，并明确了相关

维护费用计算。

5.4.5 提出公示牌、标志碑的维修要求。

三、国内外相关标准对比分析

国内有关维修养护的标准有《土石坝养护修理规程》（SL

210-2015）、《混凝土坝养护修理规程》（SL 230-2015）、《堤防

工程养护修理规程》（SL/T 595-2023），这些规范均针对特定的水

工建筑物，不涉及淤地坝相关内容，但对淤地坝维修养护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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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涉及淤地坝维修养护内容的标准有《淤地坝技术规范》（SL/T

804-2020），其中10.3、10.4节对淤地坝日常检查、维修、养护做了

一些概括性的规定，但不足以满足高标准淤地坝建设管理需求。

淤地坝是黄土高原地区人民群众在长期治理水土流失实践中创

造的一种特有的水土保持措施，国外无相关标准。

四、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1、关于维修养护标准要求是否偏高的问题

进行条文编写时，编制组对检查、养护、维修的具体要求进行了

充分讨论。一方面认为，淤地坝是黄土高原地区人民群众在长期治理

水土流失实践中创造的一种特有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其发展时间

短，管理粗放，淤地坝建设管理与水利工程有明显差距，标准不宜要

求太高。一方面认为，随着《黄河保护法》的实施，高标准淤地坝建

设是大势所趋，其维修养护标准也要按高标准进行要求，向水利工程

维修养护要求看齐，同时要体现淤地坝自身特点。

编制组充分考虑不同意见，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讨论。编制组认

为：淤地坝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七省（区），地区经济相对落后，淤

地坝分布广、数量多，且多位于交通不便的地方，而且一般不蓄水，

管护水平和要求明显低于水利工程，因此淤地坝维修养护标准低于土

石坝、混凝土坝等枢纽工程也是合适的；按照高标准淤地坝的建设要

求，其维修养护应更加规范，随着近年工程建设，淤地坝数量急剧上

升，极端天气事件呈现趋多趋频趋强趋广态势，防汛压力巨大，淤地

坝安全显得更加重要，而规范维修养护工程有助于确保淤地坝安全。

因此确定淤地坝维修养护要求应从实际出发，从大纲审查时，有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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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标准要求仍偏高，尤其是检查频次，检查手段，养护要求方面，

在现有资金水平情况下很难实现。编制组非常重视相关意见，讨论后

修改了部分条款，从发展角度考虑，整体要求仍从安全出发，稍高于

现状水平。

2、关于养护责任主体

根据调研，淤地坝工程多以防汛“三个责任人”中的巡查责任人

履行淤地坝的管理责任，同时存在乡（镇）、村组或第三方机构等形

式，并且一般由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明确管理责

任主体。存在管理职责不明确、经费无保障、缺少对管护责任主体考

核机制等问题，导致淤地坝工程的日常养护工作未落到实处，造成工

程存在安全隐患，效益发挥不充分。

在讨论确定养护责任主体时，起草组对该主体由谁确定、确定谁

为养护责任主体存在较大分歧。

根据《黄河保护法》第三十四条、水保〔2022〕162号文中第三

十二条、水保〔2019〕109号文中第一条之规定精神，结合实际情况，

养护责任主体一般应为村组，但淤地坝工程涉及黄河流域七省（区），

实际情况复杂，各地差异较大，也有一部分淤地坝养护责任主体为乡

（镇、街办）、第三方机构。同时，现状也存在个人、受益方作为淤

地坝管理者的情况，编制组认为个人、受益方属于乡（镇、街办）或

村组的委托管理方，不是养护责任主体。

经起草组研究讨论确定：养护责任主体一般为乡（镇、街办）、

村组或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

3、关于上级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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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研，淤地坝管护实际情况是，涉及淤地坝防汛监管、水毁

修复、除险加固等工作，由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涉及

防汛抢险、日常巡查、管护等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

施。

按照养护责任主体确定的含义，上级主管部门是仅指上一级组

织，但“上一级组织”不明确、不唯一。

根据《黄河保护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精神，同时县级水行政主

管部门作为县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结合实际情况，经起草组研究

讨论确定：上级主管部门一般是指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并在条

文说明3.1.3中指出“上级主管部门一般是指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

门。”

技术标准大纲审查会上有专家提出，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仍

不够明确，执行困难，且条文多次出现“上级主管部门”，需要根据

具体条文确定上报哪个上级部门。经编制组分析讨论后，修改了部分

条文内容。

4、关于禁止在工程管理范围内耕作

根据淤地坝技术规范中10.4.2和水保〔2022〕162号文第三十三条

之规定，禁止在工程管理范围内进行耕作。淤地坝工程管理范围包含

淤积面，但根据淤地坝功能，在淤积面进行耕作属于正常生产活动，

从调研情况看，淤积面耕作普遍存在。

起草组认为，《淤地坝技术规范》替代《水土保持治沟骨干工程

技术规范》，沿用《水土保持治沟骨干工程技术规范》中7.3.2条第二

款“严禁在工程管理范围内挖坑、打井、耕作、爆破和其他对工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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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活动。”，并未将“坝面上不得进行耕作”的条文说明进行沿用，

扩大了耕作的禁止范围，产生了分歧。

经起草组研究讨论确定：为避免产生歧义，更好发挥淤地坝功能，

3.1.4条的条文说明增加了“耕作特指在坝面上进行的耕作”。

5、关于把维修内容纳入本标准及一般维修工程（工作）量的核

定

在拟定标准框架时，编制组对是否将维修有关内容纳入标准的问

题进行了充分讨论。一方面认为目前淤地坝的维修体制机制不健全，

如本标准将维修写入标准后，须有相应配套文件制度的建立才能保障

维修的进一步落实；另一方面认为淤地坝的运行管理还比较粗放，与

水库大坝的运行管理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如本标准将维修的标准和

要求确定的较高，对淤地坝管理单位是一个负担，综合考虑后将维修

内容暂缓写入本标准。

2023年8月2日，黄委审查后，提出“将《淤地坝养护标准》改为

《淤地坝维修养护标准》，补充维修相关内容和要求”的审查意见后，

起草组进行了认真讨论，最终决定补充淤地坝维修的内容。根据调研

成果、核查结论和大量建设管理、设计等资料分析，综合考虑目前淤

地坝维修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水平，起草组将维修分为一般维修和加固

维修，并对一般维修的工程（工作）量按以下原则进行了核定。

（1）关于工程（工作）量核定

根据现场调研结果，单座淤地坝一般维修的工程量为：

坝顶、坝坡维修年均土方量为12m3~16m3；

砌石护坡年维修率为1%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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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护坡的年补植率为3%左右；

排水体干砌块石的年维修率为3%左右，砂砾石反滤层不易损坏，

年维修率为1%左右；

放水（泄洪）建筑物混凝土渗漏、破损及裂缝等处理的工程量以

修补面积计，修补面积占易发生渗漏、破损及裂缝等混凝土总面积的

2%左右；

卧管消力池、涵洞（管）淤堵年均清理工程量为2m3左右；

卧管、溢洪道架空部位填筑年均土方工程量均为2m3左右；

排（截）水沟维修工程量以长度计，年维修率为5%；

边坡、近坝岸坡的整修以土方体积计，年均工程量为40m3~50m3；

管理道路年维修率为3%左右。

根据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多年以来在淤地坝建设管理、规划设计等

资料，结合近年来黄土高原地区中型以上病险淤地坝核查结果，经起

草组研究讨论确定，单座大型淤地坝每年一般维修的工程（工作）量

为：

坝顶、坝坡维修土方量为15m3；

砌石护坡维修工程量为12m3；

植物补植工程量为220m2；

排水体干砌块石工程量15m3，砂砾石反滤层工程量5m3；

放水建筑物混凝土修复工程量2.5m2；

卧管消力池、涵洞（管）淤堵清理工程量为2m3；

卧管架空部位填筑土方工程量为2m3；

泄洪建筑物混凝土修复工程量15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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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洪建筑物笼石、干砌块石工程量为1m3；

溢洪道架空部位填筑土方工程量为2m3；

排（截）水沟维修工程量20m；

边坡、近坝岸坡维修工程量为50m3；

管理道路维修工程量40m2。

（2）关于“放水（泄洪）建筑物结构为浆砌石时，其维修费用

采用混凝土修复费用”的规定

根据现场调研以及黄河上中游管理局近年来黄土高原地区中型

以上病险淤地坝核查结果，放水（泄洪）建筑物结构为浆砌石时，更

易出现灰浆脱落或裂缝漏水的情况，且破坏的工程量更大，但由于混

凝土比浆砌石修复单价高，经起草组研究讨论确定，放水（泄洪）建

筑物结构为浆砌石时，其维修费用采用混凝土修复费用。

五、标准中尚存在主要问题和今后需要进行的主要工作

1、未明确界定养护、一般维修和加固维修的界限；

2、淤地坝维修养护的标准均为定性指标，定量指标根据现实情

况无法确定或难以实施，存在未提出定量指标的问题；

3、考虑到淤地坝主要分布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地方财政

保障率低，因此本标准确定的维修养护费用标准总体偏低。

六、标准实施建议

1、建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本标准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列支

本辖区淤地坝维修养护经费。

2、建议水利部在标准发布后出台相应管理办法，为贯彻落实本

标准提供政策支撑，同时对各地淤地坝养护维修落实情况进行考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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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

七、其他说明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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