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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措施分析

黄俊杰

资中县河库管护所 四川 内江 641200

为促进水电站绿色发展，加快落实水电站生态下泄流量，资中县按照河道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以流域为

单元，全面开展水电站生态下泄流量整改。本文对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泄放、监测等措施进行了探讨与分析，直在为

类似工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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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资中县原有小水电站28座，大多建于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纳入水电站生态流量整改任务台账的水

电站有20座。自水电站生态流量整改工作开展以来，紧

紧围绕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整改销号工作目标，凝心聚

力、合力攻坚，有序推进各项工作，现将水电站下泄生

态流量措施简要分析如下。

1 最小下泄流量确定

水资源配置原则

县内电站多数位于沱江一、二级支流电站开发任务

为单一发电，无其他综合利用要求，由电站开发方式及

工程河段其他用水情况，拟定水量配置原则主要为：

（1）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利用、讲求效益。

（2）兴利与除害相结合、服从防洪总体安排。

（3）开源与节流相结合、节流优先。

（4）生活、生产、生态用水相协调，优先满足生活

用水。

下泄最小生态流量及其合理性分析

根据《水电工程生态流量计算规范》NB/T35091-

2016要求，水电生态流计算公式如下：

工程段内不存在景观Qjg(t)、入海河口Qhk(t)、河流湿

地Qhl(t)需水，也不存在地下水补给Qdx(t)需水，水生生态

需水Qss(t)计算方法如下：

根据要求，未开展水资源论证或环境影响评价的水

电站，应对电站坝址处径流进行延长复核计算，按《水

利水电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SL525-2011的规定，

以电站坝址处河流多年平均流量的10%～20%作为坝址

处最小下泄生态流量。牵涉到自然保护区的下泄量按照

《四川省水利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环

境保护厅、四川省农业厅、四川省林业厅<关于开展全省

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川水函

[2018]720号）要求确定，即“原则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的水电站的下泄生态流量不得低于河道天然同期多年

平均流量的18%，省、市（州）、县（市、区）级自然保

护区内的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不得低于河道天然同期多

年平均流量的15％。涉及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水生野生

动物和珍稀濒危物种或开发区域等有特殊用水要求的河

段，应专题论证确定其生态流量。”[1]

其中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二十一条，

“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

水，并兼顾农业、工业、生态环境用水以及航运等需

要。”之规定，对具有城乡供水任务和功能的枢纽的电

站首先了解枢纽城乡供水、农业灌溉的的最低取水水

位，然后分时段（到月）了解枢纽城乡供水、农业灌溉

的水量，扣除天然来水量后，再根据需水量初步反算水

深，最后将最低水位加上水深作为生态流量管（孔）设

置高程；同时，在生态流量管（孔）附近设置水位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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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水位线。

2 下泄措施的确定

下泄措施确定

下泄措施水力计算

泄水孔最小淹没深度要求

为避免在泄水孔前产生立轴漩涡及泄水孔内产生负

压，泄水孔进水口应满足最小淹没深度的要求。最小淹

没深度根据有压式进水口最小淹没深度公式估算：

式中：S—最小淹没深度（m）；

d—闸孔高度（m）；

V—闸孔断面平均流速（m/s）

C—系数，对称水流取0.55，边界复杂和侧向水流取

0.73。

泄水孔水力计算

工程生态流量尽量采取泄水孔进行下泄，泄水孔为

自由出流，取水口枯期最低运行水位为应满足泄水孔出

口中心高程。

下泄措施设置

工程尽量利用利用原大坝底部泄水孔，与天然基岩

河床基本衔接，对边墙安全无影响，且能满足最小生态

流量要求。对于引水式电站原则上均设置下泄孔（尽量

在渠道上靠近大坝位置设置）。[2]

3 监测措施

监控设施设置

由于多数电站装机小，效益差，难于支付监测设施

的购置和管理维护费用，因此在下泄生态流量设施处设

置在线监控设施，并实现省、市、县三级联网。在电

站生态流量下泄口设立一个在线监控点，并设立生态流

量告示牌。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监控以水情自动监控为

主，主要以集成图像/视频监控等功能，为流域生态保

护、水政管理等提供服务。

监控方案

在线监测设备主要由工业照相机、云服务器、手机

组成，资中县各水电站可共用一台服务器，云服务器设

在资中县城区。监控软件负责处理数据，传送数据，查

看数据，建议购买平升电子监测系统，该监测系统为电

站生态流量下泄监控量身定制，能定时或实时上传各水

电站下泄断面图像数据，并对生态流量下泄异常监控设

备自动报警。对存在故障的水电站安排专人负责进行电

话联系水电站业主或运维单位，要求水电站业主及运维

单位及时处理。[3]

4 保障措施

4.1下泄流量保障措施

（1）强化措施，严格落实生态指标，各级政府高度

重视，严格按照生态基流下泄指标，多举措确保各水电

站生态基流下泄流量；

（2）健全完善规章制度，制定水电站生态保护管理

制度和生态基流下泄管理措施，按照制度和措施严格执

行，实现生态基流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

（3）规范台账记录，制作水电站生态流量下泄记录

台账，确保台账资料健全完善；

监管措施

（1）水电站在线监控系统逐步接入生态环境等监测

中心，随时可以察看生态流量下泄措施；

（2）当下泄生态流量设施出现问题时，立即抢修，

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

5 结束语

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是一件综合性强、难度大的工

作，也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我们将进一步利用

好河（湖）长制这一平台，以推进各级河长履职为抓

手，做好顶层谋划、组织协调、督办推进、技术保障等

工作，确保充分发挥泄流对生态环境的维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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