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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高东镇外高桥物流园区二期12-2地块为例,探讨其填堵河道的实施方案及影响分析。研

究表明,依据“先开后填、开大于填”的原则,采用高东规划新开河、孙家沟、芦九沟三条河道新开水面

积9358m²补偿填埋的5条河道面积8721m²,开填相抵后河面积净增637m²,满足开填比例1.07的要求。项

目实施后,区域内河道总容积增加11713m³,可调蓄容积增加11107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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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Implementation Plan and Impact Analysis of River Filling: A Case Study of P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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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12-2 plot of Waigaoqiao Logistics Park Phase II in Gaodong Town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and impact analysis of river filling.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opening first and then filling, opening greater than filling", the water surface area of 9358m² of 

three rivers—Gaodong Planned New River, Sun Family Ditch, and Lu Nine Ditch—was used to compensate 

for the filled area of 8721m² of five rivers. After offsetting, the net increase in river area is 637m², meeting the 

requirement of an opening-to-filling ratio of 1.07. After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the total river volume in 

the region increased by 11713m³, and the adjustable storage capacity increased by 11107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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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建设用地需求与水系保

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根据《上海市水资源管理若干规定》,

河道填堵工作必须遵循“先开后填、开大于填”的基本原则,

以保证水域面积不减少,并确保区域水系连通性良好、调蓄能力

充足。 

高东镇外高桥物流园区作为上海重要的物流功能区,其开

发建设涉及多条非规划河道的填堵与调整。如何在满足物流园

区建设需求的同时,科学合理地进行水系调整,是本项目面临的

关键问题。 

1 工程概况 

高东镇外高桥物流园区二期12-2地块位于浦东新区五号沟

港区(PDPO-0204)单元外高桥物流园区二期范围内。论证范围四

至为：东至物流园区二期10-2地块、南至沪通铁路、西至华东路、

北至港绣路,地块占地总面积8.33公顷。该区域地势平坦,属亚热

带北缘、东亚季风盛行地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图1 外高桥物流园区土地使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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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高桥物流园区二期12-2地块占地总面积8.33公顷,项目

主要涉及普通仓库用地、一类工业用地等,总投资约14741万元。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暨项目建议书于2023年2月28日经上海市

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沪浦发改城〔2023〕175号)批复。 

2 水系现状及存在主要问题 

2.1水系现状 

外高桥物流园区二期12-2地块红线内共涉及现状河道5条

段,分别为高东西横港、徐踊东横港、徐永交界新开河、李子龙

沟和踊跃横浜沟,其中高东西横港为镇管河道,其它4条为村级

河道,5条河道均为非规划河道。 

 

图2 12-2地块及填埋河道平面位置图 

区域现状排水模式主要为自排,雨水通过地表漫流进入现

状河道,经高东西横港、徐永交界新开河、夹路沟排入现状浦东

运河,可保障区域防汛排水安全。 

表1 项目涉及现状河道要素表(2024年) 

序号 河道名称
河道中心长

度(m)
管理等级

现状河口宽

(m)

现状河底宽

(m)

现状河底高程

(m)
功能

1 高东西横港 226 镇管 8～10 2～4 1.5 蓄水、排水

2 徐踊东横港 211 村级 8～13 3～5 1.8～2.0 蓄水、排水

3 徐永交界新开河 138 村级 3～5 1～2 1.5～2.0 蓄水、排水

4 李子龙沟 275 村级 7～12 2～3 1.5～1.8 蓄水、排水

5 踊跃横浜沟 56 村级 8～10 2～3 1.5～1.8 蓄水、排水

 

2.2主要问题 

根据现场踏勘,地块红线内主要为农田地、空地、未拆迁居

民房、现状道路,现状河道未涉及水闸等其他水利设施。现状河

道普遍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水系规模偏小、连通性差。项目区域内现状五条河道均

为断头浜,不具备连通性,对区域水系网络贡献有限。(2)护岸结

构老化,河道淤积严重。现状河道多年未经整治,河道护岸有插

板桩、木桩及自然岸坡三种,其中木桩损坏严重,且河道淤积

严重,过水断面偏小,输水能力较弱。(3)水质较差,生态功能

缺失。区域内河道水质较差,已无法满足现代城市水系的生态

功能需求。 

3 填堵河道实施方案 

3.1填堵河道必要性 

外高桥物流园区二期12-2地块红线内共涉及现状河道5条

段。河道主要承担区域排水、蓄水功能,保证区域防汛排涝安全。

为配合项目建设需要,合理高效地利用土地资源。 

3.2水系调整和补偿方案 

根据《上海市水务局关于2025年“填堵河道的审批”有关

要求的通知》(沪水务〔2025〕65号),现状河湖面积认定以2016

年和2024年上海市河道(湖泊)调查成果为依据,两次成果数据

中面积较大的一次为准,故本项目填堵河道面积为8721m²。 

本次采用具备按规划实施条件的三条河道进行水面积补

偿：(1)高东规划新开河(规划孙家沟以东889m～镇界)段：新开

河道面积为1573m²；(2)孙家沟(浦东运河～华东路)段：新开河

道面积为3364m²；(3)芦九沟(孟莲路西侧143米～孟莲路西侧

369m)段：新开河道面积为4421m²。 

3.3新开、填堵河道实施计划 

本次填堵河道申报责任主体为高东镇人民政府,新开河道、

填堵河道实施主体为高东镇人民政府。根据项目建设实施计划

进度安排,同时满足河道“先开后填,开大于填、就地补偿”的

原则,三条新开河道计划于2026年6月完成,填埋五条河道计划

于2026年8月实施。 

3.4过渡期间临时防汛排水措施 

在河道填埋前,需检查待填埋河道沿岸是否接有排水管道,

将排水管道转接至临近的河道。临排措施：在地块四周沿边线

布置排水明渠,雨水通过排水明渠自流排入周边现状河道。 

4 河道开填平衡分析 

4.1填堵河道面积与容积计算 

填堵河道容积是指计算水位对应的河道开填前后的水域水

体容积差,作为分析调蓄能力和水环境承载能力的依据。根据计

算最高水位3.75m,预降最低水位为2.0m,选择典型河道断面计

算河道容积。项目实施前,现状河道总容积为23026m³,可调蓄容

积为11092m³。项目实施后,设计河道总容积为34739m³,可调蓄

容积为22199m³。项目实施前后,河道总容积增加11713m³,可调

蓄容积增加11107m³。 

4.2开填平衡评估 

根据《上海市水务局关于2025年“填堵河道的审批”有关

要求的通知》(沪水务〔2025〕65号),2025年高东镇“填堵河道

的审批”执行的开填比例为1.07。外高桥物流园区二期12-2地

块拟填堵非规划保留河道面积8721m²(需补偿河面积8721×

1.07=9332m²),本次拟用高东规划新开河、孙家沟、芦九沟补偿

水面积,新开河道面积合计为9358m²,开填相抵后,河面积净增

637m²,满足河面积开填平衡及开填比例系数要求。 

5 影响分析 

5.1防汛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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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东规划新开河、孙家沟、芦九沟三条河道的项目建议书

已经批复,河道按照设计方案施工完成,区域内水域将会全部连

通,引排水能力、调蓄库容均得到明显的提高。 

5.2水资源利用影响分析 

项目实施前,现状河道总容积为23026m³,可调蓄容积为

11092m³；项目实施后,设计河道总容积为34739m³,可调蓄容积

为22199m³。项目实施前后,河道总容积增加11713m³,可调蓄容

积增加11107m³,大大增强了区域水资源调度的灵活性。 

5.3水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建成前,区域内现状河道水环境较差,河道存在不同程

度的淤积,调蓄能力有所减弱。项目建成后,新开规划河道与外

界河道连通,形成完善的水循环,水体交换能力增强,使得区域

水环境、水质得到明显提升改善。 

6 结论与建议 

6.1结论 

(1)因项目建设需要,拟填堵外高桥物流园区二期12-2地块

红线内5条非规划现状河道,面积为8721m²(高东镇开填比例为

1.07,需补偿河面积9332m²),采用高东规划新开河、孙家沟、芦

九沟的新开河面积共计9358m²进行补偿,开填相抵后,河面积净

增637m²,满足“先开后填、开大于填”及开填比例系数1.07的

要求。(2)项目实施前后,河道总容积增加11713m³,可调蓄容积

增加11107m³,有利于提高河网的防汛排涝能力,改善区域水环

境质量。 

6.2建议 

(1)本方案需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同意后方可实施,并按相关

规划控制河面率。(2)实施填堵河道时,应按《上海市河道管理

条例》办理有关审批手续,遵循“先开新河、后填老河”的原则,

尽快实施规划河道的建设,以确保整个区域的防汛排涝安全。(3)

已用于本次填堵河面积补偿的新开河面积不得再重复用于其他

项目填河面积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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