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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期我国大力推进中小河流治理，急需开展城市中小河流治理现状调查分析，揭示中小河流治理存在的主要

问题。本研究深入调查了东莞市7条中小河流治理现状，提出了新时期防洪目标。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全市域

统筹谋划有待加强；防洪不达标河段还较多；堤防工程设计中生态理念融入不足；治理与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

加强。本研究对开展新时期城市中小河流治理等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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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period of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governance of small and medium sized rivers in China, 
it is urgent to conduct a survey an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governing situation of urban small and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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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d rivers, and reveal the main existing problems. This study conducts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urrent governing situation of seven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s in the Dongguan city, and proposes 
the flood control goals in the new period. The main existing problems include: many river sections do not 
meet flood control standards and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the entire city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and in-
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concepts in engineering design;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capabil-
ities need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This study is significant for governing small and medium sized rivers 
in the city under the new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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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and Medium Sized Rivers, Flood Control Goals, Current Governing Situation, Perspective Analysis, 
Donggu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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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是生命之源，城市河流水系是城市发展的命脉、是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动力[1]-[3]。我国中小河

流面广量大，防洪治理任务艰巨而繁重[4]-[8]。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明显增多，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受全球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水旱灾害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异常性更为突出，给中小河流防洪带来新挑战[9]-
[11]。新时期生态治理理念不断融入中小河流中，杨小宸对于不同类型的河流，根据保护对象和现状堤防情况，

集成各种整治技术，提出 6 种中小河流生态治理模式以指导中小河流治理[12]；曾华生在详细调查江西省中小河

流治理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指出兼顾流域生态平衡的治理理念应是中小河流治理中的重要方针指南[13]；
王菲分析了梅州市中小河流所面临的形势与挑战，提出了以人为本、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系统治理的治理原

则，从河道清淤、岸滩整治及护岸工程、排水设计 3 方面详细介绍了生态治理方案及措施[14]。依据国家高质量

推进中小河流系统治理工作部署，水利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全国中小河流治理总体方案编制工作的

通知》(办建设[2022]206 号)，要求全面调查评估有防洪任务的中小河流现状基本情况、治理成效、存在主要问

题和进一步治理需求，逐河流摸清治理需求基础台账和防洪能力底数，综合确定中小河流治理的目标任务和措

施方案等。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之一的东莞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社会和城市工业化得到快速发

展，经过多年来的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投入，大江大河的治理已经取得显著成绩，防灾减灾能力明显提高。但区

域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中小河流洪涝灾害多发重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15] [16]。
针对东莞市中小河流防洪面临的新挑战，开展中小河流治理现状分析，提出中小河流防洪目标，揭示中小河流

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适应时代新要求的需要[4] [17]。 

2. 治理河流概况 

东莞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口东岸，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最高发单灾种灾害主要为台风灾害和洪涝

灾害。区域暴雨主要为台风雨和锋面雨，由台风带来的降雨量所占的比重较大，常形成暴雨灾害。“2014.05.11”
洪灾全市受灾人口 30,321 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6.18 亿元；2017 年 8 月受台风“天鸽”影响，全市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 1.97 亿元，受损毁堤围 19 处，堤防缺口 2 处；2018 年 9 月受超强台风“山竹”影响，全市受灾人口

4.08 万人，直接经济损失 4.37 亿元，共有 18 处堤防损坏，决口堤防 2 处。本次中小河流调查分析范围为流域

面积 200~3000 km2 (含市外河段)河流。东莞市涉及的中小河流共计 7 条，分别为石马河、沙河、潼湖水、茅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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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寒溪水、黄沙水及东引运河。其中，跨市河流 4 条，分别为石马河、沙河、潼湖水及茅洲河；市内河流 3
条，分别为寒溪水、黄沙水及东引运河。 

石马河位于东莞市东部，是东江左岸的一级支流，流域面积 1258 km2 (含潼湖流域 494 km2)，其中东莞境内

流域面积 601 km2，干流河长 47.8 km。沙河，是东江右岸的一级支流，全长 85.60 km (其中沙河东莞市内河段全 
 
表 1. 东莞市 7 条中小河流基本情况表 

序号 河流名称 流域面积 
(km²) 

省内河流长度 
(km) 

市内长度 
(km) 流经镇街(园区) 跨市情况 

1 石马河 1258 69.9 47.80 塘厦、清溪、樟木头、常平、谢岗、桥头镇 深圳市 

2 沙河 928 85.6 4.08 石龙镇 惠州市 

3 潼湖水 494 53.9 12.34 谢岗、桥头镇 惠州市 

4 茅洲河 344 41.6 11.88 长安镇 深圳市 

5 寒溪水 734 51.6 51.6 
大岭山、松山湖、大朗、常平、东坑、横沥、 

寮步、茶山、东城街道 / 

6 黄沙水 201 34.2 34.2 大岭山、东城、寮步、茶山镇 / 

7 
东引运河上段 

1042 
22.3 22.30 桥头、企石、松山湖(生态园)、横沥镇 / 

东引运河下段 50.79 50.79 东城、莞城、南城、厚街、沙田、虎门、长安镇 / 
 

 

图 1. 东莞市中小河流治理水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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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4.08 km)，流域面积 928 km2。潼湖水流经惠州市和东莞市，流域面积 494 km2，整个流域以调蓄湖平塘为核

心，谢岗涌是潼湖流域两大主要出口河道之一，汇入石马河；谢岗涌全长 12.78 km，本次潼湖水分析范围为东

莞市谢岗镇、桥头镇全长 12.34 km。茅洲河流域位于珠江三角洲东南部，流域面积 344 km2，其中深圳占约 80%，

东莞占约 20%，汇入伶仃洋出海。茅洲河干流全长度 41.61 km，茅洲河下游河长有 11.88 km 为深圳市与东莞市

界河。寒溪水(又称寒溪河)为东江左岸一级支流，由峡口水闸排入东江南支流。寒溪水干流河道全长 51.6 km，

流域面积 734 km2，流域上游建有 3 座中型水库，分为松木山水库、黄牛埔水库、同沙水库。黄沙水(又称黄沙

河)为寒溪水左岸一级支流，全长 34.20 km，流域总面积 201 km2。东引运河建成于 1970 年，为人工河道与天然

河道相连而成；运河沿途配套工程众多，建有水闸 19 座，其中 5 座节制闸，14 座排水闸。本次分析范围为东引

运河干流，不含寒溪水干流，全长 73.09 km。 
东莞市中小河流基本情况见表 1、中小河流治理水系分布见图 1。 

3. 中小河流防洪目标 

2020 年，东莞市常住人口 1046.7 万人，地区生产总值 9650.2 亿元。根据《防洪标准》(GB50201-2014)规定，

参考《东莞市防洪(潮)规划(2021~2035 年)》等规划成果，结合东莞市防护区政治、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常住人口

或当量经济规模指标等，统筹确定东莞市各中小河流治理防洪标准目标分别为：石马河干流(东莞段)堤防的防洪标

准为 50~100 年一遇，沙河干流(东莞段)堤防的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潼湖水谢岗涌(东莞段)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

遇、茅洲河干流(东莞段)堤防的防洪标准为 100 年一遇，寒溪水干流堤防的防洪标准为 50~100 年一遇，黄沙水干

流堤防的防洪标准为 50~100 年一遇，东引运河堤防的防洪标准为 50~100 年一遇。各河流具体防洪目标见表 2。 
 
表 2. 东莞市中小河流防洪目标表 

序号 河流名称 市内长度(km) 干流防洪标准(重现期：年) 

1 石马河 47.80 50~100 

2 沙河 4.08 50 

3 潼湖水 12.34 50 

4 茅洲河 11.88 100 

5 寒溪水 51.6 50~100 

6 黄沙水 34.2 50~100 

7 
东引运河上段 22.30 50 

东引运河下段 50.79 50~100 
 

4. 中小河流治理现状 

东莞市石马河等 7 条中小河流总长 234.99 km，有防洪任务的河长为 216.43 km。本次仍需治理(防洪不达标)
河长 127.32 km，其中因防护对象变化需提标河长仍有 124.87 km，有防洪任务河长防洪达标率仅有 41.2%。 

石马河中上游段、右岸是潼湖围正在治理，石马河干流仅有左岸东莞大堤防洪已达标。潼湖水谢岗涌现状

为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需提标加固。寒溪水有防洪任务河长防洪达标率为 70.4%。黄沙水有防洪任务河长防洪

达标率为 75.4%。东引运河干流防洪标准为 50~100 年一遇，在全市开展的中小河流防灾减灾工作中，东引运河

干流已完成部分堤围和支流小部分堤围加固；目前有防洪任务河长防洪达标率为 33.8%，东引运河需要进一步

开展堤防加固建设的主要有桥头段、企石段、松山湖(生态园)段、沙田段、虎门段以及长安段。通过综合治理，

沙河和茅洲河堤防已达标，已满足防洪目标要求。东莞市中小河流治理现状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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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东莞市中小河流治理现状统计表 

序号 河流名称 市内河流长度 
(km) 

有防洪任务河长 
(km) 

已治理河长 
(km) 

需治理(不达标)河长 
(km) 

已治理因防护对象 
变化需提标河长(km) 

有防洪任务河长 
防洪达标率(%) 

1 石马河 47.8 47.8 47.8 47.8 47.8 0.0 

2 沙河 4.08 4.08 4.08 0.0 0.0 100.0 

3 寒溪水 12.34 45.55 43.1 13.48 11.03 70.4 

4 潼湖水 11.88 12.34 12.34 12.34 12.34 0.0 

5 茅洲河 51.6 11.88 11.88 0.0 0.0 100.0 

6 黄沙水 34.2 21.69 21.69 5.34 5.34 75.4 

7 东引运河 73.09 73.09 73.09 48.36 48.36 33.8 

合计 234.99 216.43 213.98 127.32 124.87 41.2 

注：石马河、东引运河等部分河段在建堤防工程，由于未验收，亦按照不达标统计。 
 

5. 新时期中小河流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全市域统筹谋划有待加强 
目前，全市还没有统一的中小河流治理规划方案，无法对全市域中小河流治理形成有效指导。中小河流治

理工作涉及多学科、多部门，需要统筹考虑、协同治理，但东莞市中小河流横跨镇街(园区)都较多，管理分割，

协调难度大，而且各镇街(园区)在建设过程中或多或少缺乏对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深刻理解，堤防等建设基础差距

较大，治理中也往往局限于满足重点河段的基本防洪要求，导致跨市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防洪及多目

标需求还存在未能系统整合的问题，从全市的角度看，目前还未形成中小河流治理合力。 
2) 防洪不达标河段还较多 
目前，本次评估确定的全市石马河等 7 条河流中，仅有沙河、茅洲河基本达到防洪标准，石马河、潼湖水、

寒溪水、黄沙水、东引运河有不达标河段有待治理，不达标河长总计 127.32 km，包括：石马河未达标河长 47.8 
km (上游段在建未完工河长 29.97 km；下游正在开展前期工作河长 17.83 km)；寒溪水大朗镇段、常平镇段、东

坑镇段、茶山镇段、东城街道段共计 13.48 km；黄沙水东莞中医院至松山湖大道段、寮步段共计 5.34 km；东引

运河桥头段、企石段、松山湖(生态园)段等河段共计 48.36 km。 
3) 堤防工程设计中生态理念融入不足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对生态环境的发展加以重视，从而对中小河流的防洪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部分堤防建设对河流现状缺乏系统性的全面分析和细致的技术方案比选；设计技术突破少、新技术采用少，

生态保护、水生态文明的设计理念融入不足；设计方案有时候未充分考虑对工程周围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

同时，受投资控制影响，在河道进行综合、系统的规划设计时无法有效结合水生态、水环境、水文化等。中小

河流治理工作中还需结合实际，进一步加强生态型堤防和护岸的建设。 
4) 治理与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目前，东莞市中小河流治理的工作分散在防洪排涝、海绵城市建设、水土保持、河长制及万里碧道建设等

工作中，没有针对中小河流治理相关工作出台政策法规、配套制度及管理办法，尤其是东莞市中小河流未列入

省中小河流治理实施方案，治理资金都由地方财政承担，压力较大。同时，东莞市针对中小河流的各涉水相关

部门协调机制尚未建立，缺乏必要和有效的监控手段，信息化水平亟需提升，尤其是水、雨、风、咸潮情信息

采集和输送尚不完善，水利信息化体系有待完善，水文测站布局不足，自动化水平不高，难以满足预测预警及

防汛指挥工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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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深入调查了东莞市石马河、沙河、潼湖水、茅洲河、寒溪水、黄沙水、东引运河 7 条中小河流治理

现状，提出了新时期逐河的防洪目标，揭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问题包括：全市域统筹谋划有待加强；石

马河、潼湖水、寒溪水、黄沙水、东引运河防洪不达标河段还较多，特别是石马河和潼湖水，有防洪任务河长

防洪达标率为 0；堤防工程设计中生态理念融入不足；治理与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建议在“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新思路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新理念的指导下，加强中小

河流治理研究，合理安排各条中小河流洪水出路，提出中小河流治理总体布局，建立融入生态理念的治理方案，

突出石马河、潼湖水、寒溪水、黄沙水、东引运河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妥善处理好干支流、上下

游、左右岸关系，有力推进中小河流治理，全面提升中小河流的防洪减灾能力，促进城市健康、协调和可持续

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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