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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分析了农村小型水电站生态流量泄放的建设背景、生态流量大小的确定,同时提出了生态泄放的技术措施

及保障措施,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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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背景 

我国境内小流域分布众多,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山区型河

流,其特点为坡陡急落差大,水能资源储藏量丰富,可开发利

用潜力大。也正因为其储藏量丰富,且为清洁的可再生能源

的特性,国家政策层面也支持、鼓励扩大水电代燃料建设规

模和实施范围,在保护生态和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加快水能

资源开发利用。近一二十年来,全国各地积极发展小水电,

每年新增装机容量 200~300 万 kW,对解决广大农村及偏远地

区的用电要求,缓解电力供需矛盾,优化能源结构,改善农村

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是,在小水电快速发展的同时,不少地区出现了规划和管理

滞后、滥占资源、抢夺项目、无序开挖、破坏生态等问题。

甚至一些项目未履行建设程序及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即

擅自开工建设,施工期间又未落实环境保护措施,造成水土

流失和生态破坏；一些项目在设计和运行中未充分考虑和保

障生态用水,造成下游地区河段减水、脱水甚至河床干涸,

对上下游水生生态、河道景观及经济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切实

维护长江经济带河流生态系统健康,坚决制止以牺牲生态环

境为代价的小水电开发,严厉打击未批先建、破坏生态环境

等违法行为,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2018 年 5 月 23 日,生

态环境部以环办评函[2018]325 号文发布“关于印发《长江

经济带小水电无序开发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专项清理整顿工

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全面排查长江经济带范围的 11 省市

小水电开发及环评管理情况,实施分类清理整顿,并同步开

展生态修复。要求全国各地水利部门全面排查辖区内小水电

项目的开发及环评管理情况,在设计单位核定的基础上联合

环保部门共同确定各农村水电站生态下泄流量,进行生态流

量泄放方案设计,并按审定的设计方案进行泄放工程施工,

确保水电站坝址下游河道生态水得到保障,因水电开发导致

的减水脱减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相关河段流动性得到有效改

善。 

2 生态流量确定方法 

生态流量计算方法较多,应根据工程具体的环境影响和

河流需水特点,考虑满足生态需水的共性要求和实际数据获

取的难易程度,采用尽可能多的方法计算生态基流,对比分

析各计算结果,选择符合河流实际情况的方法和结果。生态

流量计算方法见表 2.1。 

表 2.1 生态流量计算方法 
序号 方法 方法类别 指标表达 适用条件及特点

1 Tennant法 水文学法
将多年平均流量的 10~30%作为生态

基流。

适用于流量较大的河流；要求拥有

长序列水文资料。方法简单快速。

2 90%保证率法 水文学法 百分之九十保证率 枯月平均流量。

适用于水资源量小,且开发利用程

度已经较高的河流；要求拥有长序列水

文资料。

3
近十年 枯月平

均流量法
水文学法 近十年 枯月平均流量。 与 90%保证率法相同。

4 流量历时曲线法 水文学法

利用历史流量资料构建各月流量历

时曲线,以 90%保证率对应流量作为

生态基流。

简单快速,同时考虑了各个月份流

量的差异。需分析至少 20年的日均流量

资料。

5 湿周法 水力学法

通过湿周流量关系图中的拐点确定

生态流量。当拐点不明显时,以某个

湿周率相应的流量,作为生态流量。

湿周率为 50%时对应的流量可作为生

态基流。

适合于宽浅矩形渠道和抛物线型断

面,且河床形状稳定的河道,直接体现河

流湿地及河谷林草需水。

6 7Q10法 水文学法 90%保证率 枯连续7天的平均流量。

适用于水资源量小,且开发利用程

度已经较高的河流；要求拥有长序列水

文资料。
 

3 生态流量泄放技术措施 

根据生态用水泄流量及不同类型的水电站工程特性,采

用的泄流措施通常有现有引水系统、放水闸、坝体埋管等方

式。为满足常年泄流的需要,无论哪种泄流方式,其取水口均

应低于水库(或调节池)死水位。 

(1)利用引水系统改造泄流 

采用渠道引水的水电站,在渠道过坝后的适当位置开口

修建侧堰或埋设放水管,向下游坝后河道泄放流量。 

采用隧洞引水的电站,可利用原有的近坝施工支洞改造

或新挖泄水洞,并安装放水管向下游河道泄放流量。 

技术经济可行的项目,可在放水管出口安装“生态机

组”。 

(2)利用泄洪闸小开度泄流 

对闸坝电站,可一孔或多孔闸门不完全关闭、控制一定

开度向下游河道泄放流量。闸门泄流开度通过闸孔泄流公式

计算确定后,可通过闸门行程控制器或在闸底板设置限位墩

(水泥墩)等方式控制。 

(3)利用溢洪道闸门改造泄流 

根据电站枢纽布置的实际情况,可对溢洪道工作闸门进行

改造,设置门中门或舌瓣门,增设启闭设备,向下游泄放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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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用大坝放空设施改造泄流 

对大坝原有的底孔设施(如导流底孔、排沙孔、水库放

空孔、泄洪洞等)进行改造,增设闸控系统,调整调度运行方

式,泄放生态流量。 

(5)设置生态基荷或采用反调节调度泄流 

对堤坝式电站,通过机组发电放水能满足生态下泄流量

的水电站,可不设置专用泄流设施,根据上游来水情况、调节

库容和电站发电机组的特性,优化水库调度运行,保证电站

至有 1 组不间断运行,通过基荷或反调节调度泄放流量,并

尽量减少下游河道流量日内变幅。 

(6)安装生态机组 

在大机组之外安装单独设置的、长期正常运行、承担生

态下泄流量泄放任务的生态发电机组。 

(7)利用机组旁通管改造泄流 

在机组进水控制阀旁通管上开孔引接放水管等,利用电

站原有的引水设施改造后向下游泄放流量。 

(8)增设大坝放水设施 

在坝区适当位置增设倒虹吸管、抽水系统、泄流通道等

设施,不间断地从水库上游取水跃坝再泄入坝下游河道,满

足生态流量要求。 

4 生态流量泄放技术保障措施 

4.1 法律保障 

自 2002 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来,我国各级

对水资源管理的重视程度不断上升,对水资源的有效合理利

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们对于生态流量的认识不断

提高。 

4.2 制度保障 

在生态流量调度中科学界定其中的保护者与受益者,确

定相关人员或单位的权利义务,加快形成受益者付费、保护

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运行机制。加快推进农业水价水权综合改

革,建立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和可持续的精准补贴、节水奖励

机制,激发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拦蓄洪水、实施扩灌和生态补

水的积极性。将生态流量调度工作执行情况纳入各相关部

门、区县政府年度目标任务,对调度工作开展较好的单位进

行奖励,对执行不力的单位进行问责。 后还应建立生态调

度补偿专项部门,对因开展生态调度工作而造成发电、供水、

养殖等损失的水库管理单位及承包人进行补偿,保障生态调

度工作的长期顺利开展。另外加快推进河长制进程,将生态

流量工作纳入河长考核范围,制定相关奖惩措施。 

4.3 资金保障 

生态流量保障是一项公益性工作,针对因开展生态调度

而遭受损失的单位应进行补偿,因此各级政府应当将补偿金

及相关工作所需资金纳入政府年度财政预算,加上水利基金

和土地出让金中按比例出资,同时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相关部

门确定相关专项补偿资金,确保项目的正常开展。另外各级

政府还应积极拓宽投资渠道,积极吸纳民间资金,设立投资

平台,积极融资,努力创建一个低风险而又稳定的投资平台,

为生态调度的资金保障工作保驾护航。 

4.4 技术保障 

生态流量调度工作的开展首先应明确相关河流的流量

情况,针对河流上已有的水文站建立即时反应机制,另外针

对没有水文站的河流,应当建立监测站点,当监测到流量小

于生态流量指标时,及时有效的向相关管理机构汇报,以便

相关部门进行协调工作。另外也可以建立自动实时监测系统,

建立监测点-分站点-总站点的监测体系,开发相应专业设备,

培养相关专业人才, 大程度上保证生态流量保障工作的顺

利开展。另外应加大科学技术支撑研究,进一步对生态流量

的相关工作从科学层面加以研究,包括生态流量的确定方

法、水库合理高效的联合调度、生态补偿机制等问题。 

4.5 工程保障 

生态流量保障工作的前提是相关河流上建有具有调蓄

能力的水利工程,虽然国内电站水库众多,但大多为以发电

为目的的小工程,具有较大调蓄能力的工程又以灌溉供水等

为主要目的,真正能用以生态流量调度的水利工程却很少。

因此应在相关河流中建设具有生态流量调度能力的水利工

程,或者建设专项工程,专门进行河流的生态流量保障工作

势在必行。另外应加快相应河流的监测站点的建设工作,

大程度上保障生态流量调度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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