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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流量泄放目标；

——生态流量泄放条件；

——生态流量调度与泄放；

——生态流量泄放监测与管理。

本标准批准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本标准主持机构：水利部运行管理司

本标准解释单位：水利部运行管理司

本标准主编单位：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本标准参编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出版、发行单位：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史晓新赵蓉何勇军林杨敏

李宏恩张建永陈炼钢刘岩

崔振华李臻黄昌硕于敬舟

刘燕陈黎明金秋

本标准审查会议技术负责人：段红东

本标准体例格式审查人：周静雯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

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通信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2号；邮政编码：100053;电话：

010-63204533;电子邮箱 bzh@mwr.gov.cn),以供今后修订

时参考。



目次

1总则 ⋯⋯⋯⋯⋯⋯⋯⋯⋯⋯⋯⋯⋯⋯⋯⋯⋯⋯⋯⋯⋯⋯⋯⋯⋯1

2术语 ⋯⋯⋯⋯⋯⋯⋯⋯⋯⋯⋯⋯⋯⋯⋯⋯⋯⋯⋯⋯⋯⋯⋯3

3生态流量泄放目标 ⋯⋯⋯⋯⋯⋯⋯⋯⋯⋯⋯⋯⋯⋯⋯⋯⋯4

4生态流量泄放条件 ⋯⋯⋯⋯⋯⋯⋯⋯⋯⋯⋯⋯⋯⋯⋯⋯⋯⋯6

5生态流量调度与泄放 ⋯⋯⋯⋯⋯⋯⋯⋯⋯⋯⋯⋯⋯⋯⋯⋯⋯7

5.1 调度与泄放原则 ⋯⋯⋯⋯⋯⋯⋯⋯⋯⋯⋯⋯⋯⋯⋯⋯⋯⋯⋯⋯7

5.2 生态流量调度 ⋯⋯⋯⋯⋯⋯⋯⋯⋯⋯⋯⋯⋯⋯⋯⋯⋯⋯⋯⋯⋯⋯7

5.3 生态流量泄放 ⋯⋯⋯⋯⋯⋯⋯⋯⋯⋯⋯⋯⋯⋯⋯⋯⋯⋯⋯⋯⋯⋯8

6生态流量泄放监测与管理 ⋯⋯⋯⋯⋯⋯⋯⋯⋯⋯⋯⋯⋯⋯⋯9

6.1 生态流量泄放监测⋯⋯⋯⋯⋯⋯⋯⋯⋯⋯⋯⋯⋯⋯⋯⋯⋯⋯⋯⋯9

6.2 生态流量泄放管理与设施维护⋯⋯⋯⋯⋯⋯⋯⋯⋯⋯⋯⋯10

标准用词说明 ⋯⋯⋯⋯⋯⋯⋯⋯⋯⋯⋯⋯⋯⋯⋯⋯⋯⋯⋯⋯⋯12

条文说明 ⋯⋯⋯⋯⋯⋯⋯⋯⋯⋯⋯⋯⋯⋯⋯⋯⋯⋯⋯⋯⋯⋯⋯⋯13



1总则

1.0.1为加强水库生态流量泄放运行管理，规范水库生态流量

泄放的技术要求，制定本标准。

1.0.2本标准适用于水库的生态流量泄放。其中小型水库可根

据实际条件简化要求。

1.0.3水库生态流量泄放应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利用、工程安

全、生态安全、可以持续的原则。

1.0.4水库生态流量泄放应以行政审批文件为依据，并将其纳

入水库调度规程或水库调度方案(计划)。行政审批文件包括：

1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审批文件。

2 工程设计报告及审批文件。

3 水资源论证报告及取水许可审批文件。

4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授权部门对生态流量的有关规定。

1.0.5 水库生态流量泄放应综合考虑水库工程各项任务的主次

关系、生态流量泄放目标、水库工程运用条件等因素，合理确定

水库生态流量调度与泄放、监测与管理要求。

1.0.6水库生态流量泄放应制定并严格执行生态流量泄放安全

管理制度。

1.0.7水库生态流量泄放应建立运行监测系统，纳入水库运行

管理平台。

1.0.8水库生态流量泄放宜采用实用、成熟、可靠的技术和手

段，鼓励采用新技术，提高信息化和自动化水平。

1.0.9本标准主要引用下列标准：

GB/T18522.6水文仪器通则第6部分：检验规则及标

志、包装、运输、贮存、使用说明书

GB/T 22239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50138水位观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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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179河流流量测验规范

SL/T 278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

SL/T 426水量计量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SL 537水工建筑物与堰槽测流规范

SL 651水文监测数据通信规约

SL/T712 河湖生态环境需水计算规范

SL/T 820水利水电工程生态流量计算与泄放设计规范

NB/T 10385 水电工程生态流量实时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1.0.10 水库生态流量泄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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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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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语

2.0.1生态流量ecological flow

为维系河湖基本生态功能发挥和敏感生态保护对象状态稳

定，需要保留在河湖内的流量(水量、水位)及其过程，包括生

态基流和敏感期生态流量。

2.0.2生态流量调度scheduling of ecological flow

为满足生态流量泄放要求，统筹协调水利水电工程各项任

务，合理安排泄放生态流量的工程调度。

2.0.3生态流量泄放discharge of ecological flow

按照生态流量调度要求，通过泄水、发电引水、过鱼、通航

等建筑物或专用建筑物向大坝下游泄放流量的行为。

2.0.4生态流量满足程度satisfaction degree of ecological

flow

生态流量控制断面下泄流量、水量或水位满足生态流量的样

本数与下泄流量、水量或水位样本总数的百分比。

2.0.5生态流量泄放设施discharge facilities of ecological

flow

用于泄放生态流量的专用建筑物，或兼顾泄放生态流量的泄

水、发电引水、过鱼、通航等建筑物。

2.0.6 生态流量泄放适应性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 of eco

logical flow discharge

对生态流量泄放效果进行监测、评估，据此优化生态流量调

度，以有效实现维系河湖基本生态功能和敏感生态保护对象状态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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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流量泄放目标

3.0.1水库生态流量泄放目标应包括水库大坝断面及相关控制

断面的泄放目标。对有联合生态调度要求的梯级水库群，还应明

确各梯级水库相互协调的生态流量泄放目标。

3.0.2水库生态流量泄放目标应按批准的水库调度规程或水库

调度方案(计划)中规定的生态流量确定。

3.0.3水库调度规程或水库调度方案(计划)未规定生态流量，

或水库的工程任务、水文条件、生态保护目标等发生重大变化

的，应开展生态流量核定工作，修订水库调度规程或水库调度方

案(计划),并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水库生态流量核定应以水

文成果复核和生态流量满足程度分析为基础，并执行 SL/T 820

的有关规定。

3.0.4水文成果复核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收集水库设计文件、调度规程或相关规定文件，确

定生态流量计算所依据的径流分析计算成果；水库运行期有

实测资料的，宜根据最新实测资料开展径流分析复核。径流

分析复核计算方法可参照 SL/T 278、SL/T 712 等相关技术

标准。

2复核的径流分析计算成果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应根

据批准的成果重新核定水库生态流量。

3.0.5 生态流量满足程度分析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对水库运行期的生态流量满足程度开展分析评估，评

估时间尺度应与生态流量计算的时间尺度一致。

2应采用频次法分析计算生态流量满足程度。

3应根据水资源条件、水文情势、生态保护目标、水库调

控能力、监测预警可行性、有关主管部门管理要求等因素，综合

确定生态流量满足程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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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于生态流量满足程度较低的情况，应从水文条件、工

程任务、建筑物泄放能力、调度等方面分析原因，加强水库生态

流量泄放适应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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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态流量泄放条件

4.0.1水库生态流量泄放应考虑下列水库运行参数和主要指标

条件：

1特征水位：正常蓄水位、汛期防洪限制水位、死水位。

2特征库容：总库容、兴利库容、死库容。

3特征曲线：库容曲线、泄流曲线、水轮机组出力曲线。

4调度参数：防洪标准与安全泄量，供水量与保证率，最

小下泄流量(水量),水轮机组额定流量和最小流量，通航保证

率及最小通航流量。

4.0.2水库生态流量泄放应满足下列水库工程安全运用条件：

1大坝、泄水建筑物、发电引水建筑物、生态流量泄放专用

设施等水工建筑物的安全运用条件。

2 工作闸门、事故闸门、拦污栅、启闭机等金属结构设备

的安全运用条件。

3 水工建筑物安全检测和巡视检查、生态流量泄放监测设

备运行状况检查等工程安全监测与巡视检查要求。

4.0.3对不能满足泄放要求的水库，应进行专题论证，新建或

改造泄放设施，满足生态流量泄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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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态流量调度与泄放

5.1调度与泄放原则

5.1.1水库生态流量调度应服从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和防洪抗

旱总体安排，在优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的前提下，保障基本

生态用水，统筹协调生态流量泄放与防洪、供水、灌溉、发电、

航运、防凌、排沙等任务的关系，发挥水库的综合利用效益，兼

顾梯级水库群调度运用的要求。

5.1.2当水库遭遇下列情况时，水库生态流量调度应服从有关

预案要求：

1水库遭遇干旱等特殊情形，城乡生活用水无法满足。

2水库遭遇超标准洪水或水污染等突发事件。

3水库需要防凌运用。

4库水位变幅影响大坝坝坡结构安全或水库近坝岸坡稳定。

5 其他可能对水库或下游安全以及保护对象造成不利影响

的情况。

5.1.3水库生态流量调度应根据河流来水条件和水库蓄水状态，

针对生态流量泄放目标，优化水库调度运行方式，合理安排下泄

流量及过程。

5.1.4应在确保大坝安全和满足水工建筑物、金属结构及设备

等安全运用条件的前提下，合理选择泄放设施泄放生态流量。

5.1.5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应满足可靠、足额下泄水库生态流量

的要求。

5.1.6当水库水位降至死水位且入库流量小于生态流量泄放目

标时，水库可按入库流量泄放生态流量。

5.2生 态 流 量 调度

5.2.1应根据水库调度任务、水文条件等，分析水库调度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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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满足水库生态流量要求。对不满足要求的，应修订水库调度

规程或水库调度方案(计划),提出水库生态流量调度要求。

5.2.2水库生态流量调度应根据批复的生态流量，结合工程开

发任务和特性、上下游梯级条件、工程运行方式、外界限制条

件，从生态流量满足程度要求、安全性、经济性、适应性等方面

进行论证，提出生态流量调度方式和相应控制条件。

5.2.3水库生态流量调度应合理选择流量、水量、水位、流速

等作为调度控制要素。

5.2.4水库生态流量调度应明确分时段、分类别调度的启动条

件、启动时间、流量目标、流量过程、调度频次、持续时间、预

警等级及阈值等。

5.2.5调度实施流程应包括生态流量调度计划报送、调整、调

度指令下达和执行。

5.2.6具有梯级水库群联合生态流量调度要求的水库，应考虑

上下游梯级水库群联合调度的需求，建立健全与干支流其他水库

的联合调度或协作机制，统筹协调上下游水量蓄泄方式，协同保

障生态用水。

5.3生 态 流 量 泄 放

5.3.1应根据工程枢纽布置特点、水库运行方式和调节能力，

按照生态流量调度要求，选择合适的生态流量泄放设施进行生态

流量泄放。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可采用下列方式：

1利用水库泄水、发电引水、通航等建筑物。

2利用现有建筑物改造的设施。

3利用新建生态流量泄放专用设施。

5.3.2 应明确各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开启及关闭的条件、运行时

间及控制运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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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生态流量泄放监测与管理

6.1生态流量泄放监测

6.1.1水库生态流量泄放监测对象应包括水库大坝断面及相关

控制断面的下泄生态流量过程。

6.1.2生态流量泄放监测断面布设应具有控制性和代表性，且

应能反映水库泄放全部生态流量及过程，并避免其他建筑物运行

干扰。监测断面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在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出口、发电厂房尾水口与泄水建

筑物出口下游河道汇合处布设监测断面。

2具有供水、灌溉任务的水库，取水口设置在大坝下游的，

应在取水口下游布设监测断面。

3水库坝下有水文测站的，应优先依托水文测站作为生态

流量泄放监测断面。

6.1.3生态流量泄放监测断面位置的选择应便于监测站点建设、

通信传输和运行管理，并避开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和塌方、滑坡、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区域，以及避免强电磁场、强振动等干扰。

6.1.4生态流量泄放监测与计算应采用下列方式：

1通过生态流量泄放专用设施泄放的，应安装量测设施进

行生态流量泄放监测。

2利用泄水洞或放水管兼顾泄放生态流量的，可在泄水洞

或放水管末端设置流量计监测生态流量，也可通过监测泄水洞或

放水管进口水位，采用水力学公式计算生态流量。

3利用泄水闸兼顾泄放生态流量的，可监测闸门上游水位

和闸门开度，采用闸门流量计算公式计算泄水流量作为生态

流量。

4利用发电机组泄放生态流量的，可采用经公式计算的水

轮机组发电流量作为生态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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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采用公式计算生态流量的，应符合 SL 537 的有关规定。

6.1.5生态流量泄放监测应根据河流特点、监测断面条件及生

态流量泄放方式，选择适宜的测量方法。测量方法应客观、准确

地反映生态流量的泄放情况。水位观测、流量测验应符合

GB/T 50138、GB 50179、NB/T 10385等的有关规定。

6.1.6 有条件的水库，应进行生态流量泄放自动监测，并符合

下列要求：

1生态流量泄放自动监测应包括生态流量数据自动采集和

传输。数据采集设备技术条件与数据传输标准可参照SL/T 426、

SL 651 等的有关规定。

2生态流量泄放自动监测数据应实时传输至有关主管部门

信息平台，满足水库生态流量泄放调度管理和主管部门监督管理

需要。
3生态流量数据传输信息安全应符合 GB/T 22239 的相关

规定。

6.1.7 生态流量泄放监测频次宜根据监测断面的监测条件、监

测方式，结合生态流量保障要求和水文观测规定合理确定。

6.1.8应及时对生态流量泄放监测数据进行整编，定期对监测

数据进行分析，并妥善保管与归档。

6.1.9可根据水库生态流量泄放适应性管理的要求开展生态保

护目标保障效果监测。

6.1.10有条件的水库，可根据管理工作需要建立生态流量泄放

影像监视系统，并接入水库运行管理平台。

6.2生态流量泄放管理与设施维护

6.2.1应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制定生态流量泄放、监测与管理

规章制度，并加强管理。

6.2.2应按有关规定定期对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及监测系统和设

备进行维修和维护。

6.2.3应根据需要对生态流量泄放监测断面进行复核。遭遇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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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造成监测断面出现明显变化的，应及时复核。

6.2.4应按GB/T18522.6、GB50179、SL/T426 的相关规定

定期对生态流量泄放监测仪器设备进行检定或校准。

6.2.5应对生态流量泄放过程与生态保护目标保障效果的监测

数据进行分析，必要时可开展生态流量调度效果分析与评价。

6.2.6应建立水库生态流量泄放监测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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