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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1  范围 

1.1  为规范洪水影响评价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文件制订本导则。 

1.2  本导则规定了洪水影响评价的一般性原则、方法及内容，给出了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结构、主要

内容和普遍性要求，并对重点评价技术要求方面作了一般性的规定。 

1.3 本导则适用于洪泛区、蓄滞洪区内新建、改建、扩建非防洪建设项目的洪水影响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本标

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50201  防洪标准 

GB50265  泵站设计规范 

GB50286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50707  河道整治设计规范 

GB50773  蓄滞洪区设计规范 

SL44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 

SL265  水闸设计规范 

SL/T278  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 

JTGC30  公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 

TB10017  铁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洪泛区 flood 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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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泛区是指尚无工程设施保护的洪水泛滥所及的地区。 

3.2 蓄滞洪区 flood detention area 

蓄滞洪区是指包括分洪口在内的河堤背水面以外临时贮存洪水的低洼地区及湖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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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设项目 construction project 

建设项目是指按一个总体设计组织施工，建成后具有完整的系统，可以独立地形成生产能力或

者使用价值的建设工程。 

3.4 影响分析范围 scope of impact analysis 

建设项目在施工、运行及管理过程中，可能影响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防洪安全、防洪调度或可

能导致水利工程功能下降涉及的平面及空间范围。 

3.5 防洪建设项目 flood control construction projects 

为控制或抗御洪水以减免洪水灾害损失而建设的各种工程项目。 

3.6  防治与补救措施 prevention and remediation 

为消除或减轻建设项目对河道行洪、河势稳定、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防汛抢险、水文监测、第

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等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而采取的工程或非工程措施。 

4  一般规定 

4.1  评价目标 

洪水影响评价的目标是针对建设项目对防洪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洪水对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影

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价，采取消除或者减轻不良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减轻洪涝灾害风险和损失。 

4.2  评价原则 

1、统筹兼顾。洪水影响评价以保障防洪安全为目标，建设项目应符合流域或区域防洪布局及调

度运用要求，并满足建设项目自身防洪安全需要。 

2、客观公正。洪水影响评价应综合评估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和实施后造成的洪水影响，其评价

结论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3、科学合理。洪水影响评价应符合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提出的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

切实可行。 

4、公开透明。洪水影响评价应广泛听取相关单位、专家和权益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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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工作阶段 

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应在项目开工建设前完成。由于工程选址、建设方案等对洪水影响结论

有较大影响，为避免重复工作，可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开始介入。 

4.4  评价方法 

洪水影响评价应根据建设项目所在蓄滞洪区、河道特点和具体评价要素等情况，采用成熟适用

的评价方法和技术路线。 

位于蓄滞洪区、重要河段或河势变化剧烈河段的建设项目，应进行数值模拟计算或河工模型试

验分析。 

4.5  评价要素 

洪水影响评价要素主要包括：规划符合性评价；行洪排涝能力影响评价（壅高水位、增加上下

游淹没、降低工程防洪能力）；上下游防洪工程影响（冲刷河岸堤防和控导工程）；河势的影响（河

流流态或者河道形态）；水工程调度影响、占用蓄（滞）洪容积、蓄滞洪区运用影响；水文监测的

影响；其他第三方水事权益影响；以及洪涝水对建设项目的淹没，包括淹没水深、淹没时间、淹没

范围、洪水对建筑物及其冲刷等的影响;消除或者减轻上述不利影响的防治及补救措施等。 

4.6  数据资料 

洪水影响评价应采用最新河道、蓄滞洪区、堤防、地形、工程所在位置等资料和数据，并进行

可靠性、一致性和时效性的分析与审定。水文、气象资料应为整编资料；规划数据应为公开、有效

的数据资料。 

4.7  报告结构 

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概述；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区域防洪基本情况； 

——洪水影响分析计算； 

——规划符合性论证； 

——建设项目对防洪的影响评价； 

——洪水对建设项目的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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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 

——结论与建议； 

——附表与附图。 

5  概  述 

5.1  建设项目背景 

5.1.1  应说明建设项目的名称、申报（建设）单位。 

5.1.2  应简述建设项目的地理位置、建设目的、总体建设规模、前期工作概况，以及涉河建设方案

总体布局、规模，占用河湖空间等情况。 

5.1.3  应说明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委托单位、编制单位，简述编制单位编制工作情况。 

5.2  评价依据 

洪水影响评价的依据主要有：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地方有关法规，行政许可有关规定； 

——相关综合规划、防洪规划、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及其他水利专项规划和防御洪水方案、洪

水调度方案、防洪预案等技术文件； 

——相关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 

——建设项目设计等技术文件； 

——其他相关文件、规定等。 

5.3  评价范围 

5.3.1  应说明洪水影响评价涉及的区域，主要为建设项目及施工、管理运行中，可能影响水利

工程运行管理、防洪安全、防洪调度或可能导致水利工程功能下降涉及的平面及空间范围。 

5.3.2  应说明洪水影响评价涉及的相关设施。 

5.3.3 说明采用的坐标系统、高程系统，涉及多种高程系统的应标明换算关系。 

5.4  技术路线与评价内容 

5.4.1  应简述洪水影响评价采用的技术路线，包括基本资料、工作步骤和分析、计算、试验手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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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应简述洪水影响评价采用的评价方法。 

5.4.3  应简述洪水影响评价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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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6.1  建设项目概况 

6.1.1  应简述建设项目名称、性质、地点和建设目的。 

6.1.2  应说明涉及洪泛区和蓄滞洪区内建设项目的规模、等级与防洪标准等。 

6.1.3  应简述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主要包括工程总体布置方案、建设规模、结构型式，以及与河

道堤防、闸（涵、坝）等水利工程相临、交叉或连接等方式，水工程在流域中的地位和工程运行调

度方案，占用洪泛区、蓄滯洪区情况等。 

6.2  工程地质 

6.2.1  应说明所在区域的地形地貌特征及地质概况，包括地质构造、主要地层岩性以及地震基本烈

度等。 

6.2.2  应说明涉及洪泛区、蓄滞洪区的工程主要建筑物、交叉建筑物及相关场址工程地质条件及评

价结论，项目建设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及处理建议。 

6.3  建设项目施工方案 

6.3.1  应简述建设项目施工总体布置、施工导流、施工期洪水特性、施工交通（包括栈桥）、主要

施工工艺和方法、施工人员住地、施工临时建筑物布置及拆除方案、施工工期安排等。 

6.3.2  跨汛期施工的建设项目，应包括度汛方案，包含施工度汛项目、重点度汛部位、度汛要求、

度汛保护方案、抢险措施、度汛洪水标准、施工导流、施工期标准内洪水以及超标准洪水处理措施、

度汛组织机构人员安排和物资保障等。 

6.3.3  在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取（弃）土的建设项目，应包括施工取（弃）土方案。 

7  区域防洪基本情况 

7.1  自然地理与水文气象 

7.1.1  应简述建设项目所在洪泛区、蓄滞洪区的自然地理、河流水系、水文气象、社会经济等情况。 

7.1.2  应详细说明建设项目涉及的河流、湖泊和人工水道等情况，包括流域面积、河道长度、河道

断面形态（包括堤防、滩地、主槽等）、主要支流、水利工程布局，河道现状、河口治理等情况。 

7.1.3  应简述与建设项目相关的防洪（排涝）工程现状和规划标准，以及相应水文成果，包括历史

洪（潮）水、冰凌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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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应简述建设项目所在地洪涝灾害情况。 

7.1.5  应详细说明所在河段的来水来沙特性及近期变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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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水利工程与其他相关设施 

7.2.1  应简述洪泛区、蓄滞洪区基本情況，包括洪泛区、蓄滞洪区位置、围堤长度、行（蓄）洪水

位、行（蓄）洪面积、有效蓄洪容积（含蓄洪水位与蓄洪面积、有效蓄洪容积的关系曲线）、进（退）

洪口门（闸）等。 

7.2.2  对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现有河道堤防、护坡护岸、控导工程、险工、水库、涵闸、泵站、取（排）

水设施、水文监测设施、安全区、安全台、避水楼、转移道路等防洪涝、灌溉工程及其他相关设施，

应分别简述其位置、规模、设计标准、设计水位和流量、功能特点及工程调度控制运行方案等。 

7.2.3  简述建设项目影响分析范围内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渡槽、码头、道路、渡口、

管道、缆线、取水、排水、隧道、航道整治、生态修复、景观等工程设施的位置(桩号)、规模、防洪

标准及相应的水位、流量等指标。 

7.2.4  对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现有水文测站，应简述水文测站基本情况（设立时间、地理位置、隶属

关系、观测项目、测站性质等），测站特性（测站控制、水流条件等）和测验方案（测验河段概况、

基础设施布设情况、仪器设备情况、现有测验方案及整编方法等）。 

7.3  相关规划与实施安排 

7.3.1  简述与建设项目有关的流域或区域的国土空间规划、综合规划与水利综合规划，以及防洪（排涝）、

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岸线保护和利用、河道（口）整治、河道采砂规划、山洪灾害防治等相关规划的

总体布局和规划内容。 

7.3.2  简述前述规划实施安排情况。 

7.3.3  简述建设项目与前述规划的关系。 

7.4  洪水调度与蓄滞洪区运用 

7.4.1  应简述建设项目所在洪泛区、蓄滞洪区在流域或区域防洪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7.4.2  应简述建设项目所在洪泛区、蓄滞洪区的防御洪水方案、洪水调度方案、蓄滞洪区运用预案、

人员转移安置方案等。 

7.4.3  应简述建设项目所在蓄滞洪区运用条件、运用方式、淹没水深、分洪闸或者分洪口门位置、

分洪水流方向、使用频率和历史运用情况，分析现状情况、规划条件下蓄滞洪区的启用几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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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洪水影响分析计算 

8.1 河道演变分析 

8.1.1  演变历史,对河势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或所在河段有重要防洪任务的应进行河道演变分析，包括

历史演变、近期演变、演变趋势等内容。 

8.1.2  演变过程,应简述涉水建设项目所在河段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特点。 

8.1.3  演变特点,河道近期演变分析应根据有关实测资料，分析河段内深泓、洲滩、汊道、岸线等平

面变化、断面变化及河床冲淤特性等。 

8.1.4  演变趋势,河道演变趋势分析应根据历史、近期河道演变情况，结合水利规划实施安排，对河

道将来的演变趋势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明确河床演变的主要特点、规律和原因，对河道的演变趋

势进行预估。 

8.2  建设项目对防洪的影响分析计算 

8.2.1  在建设项目对防洪影响的分析计算中，应包括其对水文、壅水、河势影响、冲刷与淤积、蓄

滞洪影响、灌溉（供水）与排涝及防洪工程、潮汐动力等的影响。 

8.2.2  占用行洪断面的建设项目，应计算占用的行洪面积及阻水比，并进行壅水分析计算。宜根据

数值模拟计算或河工模型试验分析结论优化建设方案，并分析工程群累积效应影响。 

8.2.3  对河势稳定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或所在河段有重要防洪任务、重要防洪工程的建设项目，应进

行河势影响分析计算。可能影响河道冲淤变化的建设项目，还应进行冲刷与淤积分析计算。 

8.2.4  蓄滞洪区内的建设项目，应计算占用蓄滞洪区的面积、容积，并进行蓄滞洪影响分析计算（建

议新建项目占用面积容积除计算本项目外，应对本项目及现状项目所占面积容积百分比进行统计）。 

8.2.5  影响洪泛区、蓄滞洪区内排涝、灌溉（供水）水（渠）系的建设项目，应根据建设项目布局，

分析计算各受影响规划区的排涝、灌溉面积和流量，以及各沟道、蓄涝区、排水出口、承泄区以及

排水闸、挡潮闸、泵站等排涝蓄涝能力。 

8.2.6  可能影响现有防洪工程及其他水工程安全的建设项目，应复核计算建设项目施工期和运行期

内，现有防洪工程及其他水工程的抗滑、渗透、地基稳定性等。 

8.2.7  建设项目上、下游影响范围内的已建涉水工程，宜一并进行分析计算。 

8.2.8  破坏原有坡面水系汇集系统的建设项目，应进行小流域水文分析计算。 

8.2.9  涉及河口及感潮河段，因潮汐动力的改变对防洪、排涝及河道（口）稳定的影响，应同时进

行潮汐动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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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洪水对建设项目的影响分析计算 

8.3.1  在洪水对建设项目影响的分析计算中，应包括洪水对建设项目的淹没、冲刷与淤积等影响。 

8.3.2  洪水淹没影响应计算设计洪水或蓄滞洪区运用条件（设计蓄滞洪水位）下，建设项目的淹没

范围、水深、历时和损失等。 

8.3.3  洪水冲刷或淤积影响建设项目安全和正常运行的，应分析计算冲刷或淤积程度及形态。 

9   建设项目对防洪的影响评价 

9.1  规划文件符合性论证评价 

9.1.1  建设项目需对区域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流域综合规划、防洪规划、治导线规划、河湖

控导、岸线保护和利用规划、河道（口）整治规划、采砂规划、水文站网规划等进行规划符合性论

证，并评价建设项目是否符合有关规划的要求。 

9.1.2  规划对本建设项目任务、规模、工程等级要求明确的，应按规划要求重点就项目建设任务、

规模、场址、运行调度与管理方案、设计标准等符合性进行分析。 

9.1.3  规划无明确要求的，应根据河流开发治理与保护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论证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项目建设任务和规模合理性、项目建设场址和运行调度与管理方案合理性、项目建设标准符合性等。  

9.1.4  论证建设项目对其他规划治理工程的实施是否产生不利影响，是否会增加实施难度等。 

9.1.5  评价建设项目是否符合洪水调度安排，满足防御洪水方案、洪水调度方案等要求，论证建设

项目是否符合河湖空间管控、水功能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等要求。 

9.1.6 临河建设项目前缘不宜超越河道规划治导线或临水控制线，并满足河道规划要求 

9.2  河道行洪影响评价 

9.2.1  应根据建设项目壅水、淤积分析计算成果，分析占用行洪面积、壅水高度等情况，评价对河

道行洪能力的影响。 

9.2.2  跨越或穿越蓄滞洪区的建设项目，应对蓄滞洪区内河流（渠系）非分洪运用期的行洪能力进

行评价。 

9.2.3  应根据建设项目施工设计方案及工期安排，评价建设项目施工对河道行洪的影响。 

9.2.4  跨河建设项目河道管理范围内应采用全线跨越方式；桥墩顺水流方向轴线宜与中高洪水时的

主流线方向一致;跨河建设项目应减少河道内支墩，宜一跨跨越主河槽；滩地内桥梁跨径应尽量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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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重要河道主要河段的跨河建设项目，阻水比应严格控制；高山峡谷且无重要防洪保护对象的河

段，阻水比可适度放宽；同一河段相邻桥梁间距不宜小于桥梁壅水长度，宜根据数值模拟计算或河

工模型试验分析结论优化建设方案，并分析工程群累积效应影响。 

9.2.5 应严格控制临河建设项目阻水比；码头平台应顺水流方向布置，低水码头平台高程不得高于

现状河段滩地平均高程；码头栈桥的梁底高程应满足河道防洪、防凌要求，排架间距不宜太窄；临

河建设项目办公、生活设施不得布置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城市河段生态修复工程，确需布置的少量

卫生设施，宜采用移动式或可拆卸结构；涉及航道的锚地、待泊区、服务区及建筑物、构筑物等设

施，不得影响河道行洪、河势和岸坡稳定及堤防工程安全，不得影响河口防潮及取水工程安全 

9.2.6 生态修复工程布置应顺应河势，不得抬高现状滩地平均高程、占用河道行洪断面、降低河道

行洪能力、分隔水面、影响堤岸稳定。慢行步道不得高于现状滩地高程；涉及湖泊的建设项目不得

减少湖泊水域面积。 

9.3  河势稳定影响评价 

9.3.1  对河势稳定影响较大的建设项目，应根据数学模型计算或物理模型试验结果，结合河道演变

分析成果，评价河道总体流态及影响区域局部流态变化，分汊河段各汊道分流比、分沙比变化、总

体河势和局部河势稳定性。 

9.3.2  对河势稳定影响较小的建设项目，可根据河道演变分析成果或类比分析作定性评价。 

9.3.3  临时建筑物可能影响河势稳定的，应评价其对河势稳定的影响。 

9.3.4  跨越或穿越蓄滞洪区河道的建设项目，应评价非分洪运用期对河势稳定的影响。 

9.4  蓄滞洪区运用影响评价 

9.4.1  应评价对蓄滞洪区启用时机，启用几率，蓄洪面积、容积等的影响。 

9.4.2  应评价对进、退洪流量，淹没历时与水深分布，局部流速等的影响。 

9.4.3  应评价对现有和规划的安全区、安全台、避水楼、转移道路及桥梁等安全建设设施和人员转

移安置方案的影响。 

9.4.4 高速公路、铁路等线性项目，应采取全程高架通过蓄滞洪区，不得采用高路基方式。其他道

路宜采用低路基方案通过蓄滞洪区。 

9.4.5 在拆除原有村庄的基础上集中建设的新型农村社区，不得进行商业性房地产开发等行为；建

设项目必须在县级（含）政府批准的《县域村镇体系规划》范围内，或者有县级（含）以上人民政

府相关部门的建设批准文件；规划总人数按照原村庄现有人数，考虑当地十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

禁止向滩区新迁移住户、人口；当地十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应由县级及以上计生主管部门提供；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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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不得擅自扩大建设规模。 

9.4.6 重要蓄滞洪区、一般蓄滞洪区内不得进行产业园区建设。 

9.4.7 跨越蓄滞洪区的输电线路及变电站的防洪标准应不低于蓄滞洪区设计(校核)运用防洪标准,

同时应满足电力行业规范要求。输电线路导线至蓄滞洪区设计洪水位间最小垂直距离按架空输电线

路设计规范（DL/T741）中不通航河流应满足的净空高度加小型船只高度 3.5m 执行。导线与蓄滞洪

区撤退路路面间最小按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DL/T741）执行。 

9.4.8 对建设项目占用容积的必须采取占补平衡措施。 

9.5  防洪工程影响评价 

9.5.1  引起堤防、护岸、险工、控导工程等近岸流速、流向变化的建设项目，应评价建设项目对堤

防、护岸、险工、控导工程等工程的冲刷影响。 

9.5.2  可能影响现有防洪工程安全的建设项目，应评价防洪工程的渗透、抗滑、地基稳定性。破堤

施工的要评价汛期堤防复建情况，以及新复建的堤防对防洪的影响。 

9.5.3  拦河建设项目应根据运行期水位波动情况、评价对上下游影响区域内防洪工程安全的影响。 

9.5.4  应评价建设项目施工方案对防洪工程的影响。 

9.5.5 跨河建设项目支墩不准设置在堤身设计断面以内，近堤支墩布置应满足堤防稳定、安全要求；

输电线路塔基应布置在堤防工程管理范围以外。 

9.5.6 采用立交方式跨越堤防的堤顶（现状及规划堤顶取大值）净空高度不宜小于 4.5m；确实无法

满足时，堤顶净空高度不宜小于 2.7m，同时应在堤防背水侧建设不低于现状标准的防汛通道；因地

形等客观条件限制，跨河建设项目确需与堤防平交的，梁底高程不应低于规划堤顶高程，不得削弱

堤身设计断面，并做好防渗加固处理，两侧宜设置长度不小于桥面宽度的水平连接段，与上下游侧

堤顶道路平顺连接。 

9.5.7 桥面排水应避开堤防及河道岸坡。 

9.5.8 穿河、穿堤轴线宜与堤防或河道中心线正交，并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的适当位置设置永久性的

识别和警示标志，并应采取必要的防渗措施；采用定向钻方式，宜一次性穿越河道、堤防，定向钻

出、入土点应布置在堤防工程管理范围之外，距迎、背水侧堤脚的安全距离及穿堤处管线顶部高程

距大堤两侧地面距离根据堤防级别结合各地实际确定。 

9.5.9 采用盾构或顶管法施工，工作井应布置在堤防工程管理范围以外，并应采取可靠的防汛、度

汛措施。建设项目完工后，宜对工作井进行回填或封堵，做好防渗处理，保障防洪工程安全；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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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口高程应高于设计洪水位，进、出口高程低于设计洪水位的，应设置防淹门或采取其它安全措

施，保障防洪安全。 

9.5.10 输送流体的穿河、穿堤管线，应在堤防背水侧管理范围外一定距离设置必要的控制闸阀。 

9.5.11  穿河、穿堤建设项目管顶高程应在河道冲刷线及规划设计河底高程以下，堤基下的埋深不

得影响堤身安全。 

9.5.12 爬堤坡敷设的管线不应削弱堤身设计断面，管线穿越堤防处建基面最低点高程应高于设计洪

水位。 

9.5.13 临河建设项目确需利用堤顶作交通道路的，应保证堤防工程安全；需设置上（下）堤坡道的，

应在堤防背水侧加宽堤防，不应削弱堤身设计断面。 

9.5.14 挖入式港池距堤防迎水侧堤脚应有足够的安全距离。采用引航道方式穿越堤防，港池布置在

堤防背水侧的，宜设置防洪闸门，保证防洪安全。港池陆域的防洪标准不应低于河道防洪标准。 

9.5.15 穿堤建设项目一般不允许破堤施工，确需要破堤的，应在汛后破堤施工，并在汛前恢复堤防

原状。 

9.5.16 疏浚弃土区不得布置在河道、湖泊设计洪水位以下区域内。 

9.6  水文测站影响评价 

9.6.1  评价范围内有水文测站的，应评价对测站设施与功能等的影响。蓄滞洪区运用的控制站点，

应重点进行评价。 

9.6.2  应评价建设项目对测验河段及水文测站（断面）控制、水文系列资料、水文测验设施设备、

水文测验方式方法、水文情报预报对测验与信息传输设施等的影响，以及测站人员生产生活等其他

方面的影响。 

9.6.3  应按照受影响测站开展的测验项目与预警预测预报方案逐一进行建设项目对测报功能的影

响评价。 

9.6.4  根据施工特点，从水位、流量、水质等测验项目和信息报送方案，开展施工期及运行期对测

站影响评价。 

9.7  其他设施影响评价 

9.7.1  建设项目壅水影响现有或规划泵站进出口水位的，应评价对泵站运行效率、建筑物安全超高

及结构稳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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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  建设项目壅水造成排水闸或挡潮闸水位变化的，应评价对水闸的灌排能力、防渗安全、闸室

稳定、安全超高等的影响。 

9.7.3  评价范围内有水资源监测站点的、应评价对站点断面稳定及测验精度等的影响。 

9.7.4  影响区域排涝、灌溉（供水）水（渠）系的建设项目，应评价对排涝、灌溉（供水）能力的

影响。 

9.8  防汛抢险与水上救生影响评价 

9.8.1  对跨越、占用、影响防汛抢险道路或可能阻碍蓄滞洪区分洪后水上救生的建设项目，应评价

对险情巡查、实时抢险、水上救生及其他防汛设施（如通信设施、汛期临时水尺等）的影响。 

9.8.2  应评价建设项目施工对防汛抢险和水上救生的影响。 

9.8.3  为减少对防汛抢险与水上救生的影响，对建设项目的一般性规定如下： 

9.8.4 跨河建设项目宜采用立交方式跨越堤防，堤顶净空高度不宜小于 4.5m；不满足时，堤顶净空

高度不宜小于 2.7m，应在堤防背水侧建设不低于现状标准的防汛通道，并满足 3 级公路通车标准，

行车道宽度不宜小于 7m，净空高度不得小于 4.5m，与堤防连接的上、下堤坡度不宜大于 5%。 

9.8.5 有防汛通航要求的，通航净空尺度还应满足防汛船只通行要求。 

9.8.6 输电线路导线至蓄滞洪区设计洪水位间最小垂直距离按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DL/T741）中

不通航河流应满足的净空高度加小型船只高度 3.5m执行，导线弧垂与堤顶道路、蓄滞洪区撤退路路

面间最小按 DL/T741规范执行,涉及护堤林的要保障导线弧垂和最大风偏时与树木间的安全距离。 

9.9  综合评价结论 

9.9.1  应简要总结建设项目对防洪各方面的影响。 

9.9.2  应提出综合评价结论。 

10  洪水对建设项目的影响评价 

10.1  建设项目防御洪涝标准与措施评价 

10.1.1  应根据建设项目设计所采用的防洪标准、结构形式及工程布置，评价建设项目运行期和施

工期的设防标准是否满足 GB50201的要求，是否符合相关规划。 

10.1.2  若国家规定的建设项目防洪标准高于所在区域防洪标准，特别是地铁、地下车库、地下商

场等地下公共空间等应评价自保措施是否满足防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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