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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本选定机电和金属结构及其他主要机电设备的型式和

布置。

8 初步确定消防设计方案和主要设施。

9 选定对外交通运输方案、料场、施工导流方式及导流建

筑物的布置，基本选定主体工程主要施工方法和施工总布置，提

出控制性工期和分期实施意见，基本确定施工总工期。

10 确定工程建设征地的范围，查明淹没实物，基本确定移

民安置规划，估算移民征地补偿投资。

11 对主要环境要素进行环境影响预测评价，确定环境保护

对策措施，估算环境保护投资。

12 对主体工程设计进行水土保持评价，确定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监测方案，估算水土保持

投资。

13 初步确定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的设计方案，基本确定主

要措施。

14 明确工程的能源消耗种类和数量、能源消耗指标、设计

原则，基本确定节能措施。

15 确定管理单位类别及性质、机构设置方案、管理范围和

保护范围等。

16 编制投资估算。

17 分析工程效益、费用和贷款能力，提出资金筹措方案，

分析主要经济评价指标，评价工程的经济合理性和财务可行性。

1. o. 6 可行性研究报告章节安排应将“综合说明”列为第一章，

以下章节应按本标准第 3 章～第 17 章的编制要求依次编排，并

增加“结论与建议”一章。报告文字应规范准确，内容应简明扼

要，图纸应完整清晰。水利水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格式

见附录 Ao

1. o. 7 水利水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可包括以下附件：

2 

1 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及与工程有关的其他重要文件。

2 相关专题论证、审查会议纪要和意见。



3 水文分析报告。

4 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5 工程规模论证专题报告。

6 工程建设征地补偿与移民安置规划报告。

7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8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9 贷款能力测算专题报告。

10 其他重大关键技术专题报告。

1. 0. 8 水利水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除应符合本标准规

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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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综合说明

2. 0.1 绪言应简述以下内容：

1 项目所在地的行政区划、社会经济现状和自然、地理、

资源情况。

2 项目所在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治理开发与总体布局中的地位组作用。

3 前期工作概况剃须且建这节，，、

4 工程建设的

2.0.4 

指标。

2 工程范围、总

2.0.5 工程布置及建筑物应简述以下内~：

1 工程等级及标准。

区的水文地

问题的评价

2 工程场址（线路）和主要建筑物选型成果、工程布置方

案、主要建筑物形式和布置，以及地基处理措施等。

2.0.6 机电及金属结构应简述以下内容：

1 主要机电及金属结构设备的选型、数量、主要参数和

布置。

2 接人电力系统、电气主接线、监控和通信方式。

2.0.7 施工组织设计应简述以下内容：

1 施工条件、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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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工导截流标准和方案。

3 主体工程施工方法、施工总体布置。

4 工程控制性进度及总工期。

2.0.8 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应简述以下内容：

1 工程建设征地范围、原则、标准。

2 主要实物调查的方法、内容、成果。

3 农村移民安置规划、城（集）镇迁建规划、工矿企业和

专项的处理方案以及恢复建设和防护工程规划。

2.0.9 环境影响评价应简述以下内各z

1 项目区环境澜签写弃

、 1.Ei＇体布局和主要

工程量。

全、工业卫生的标准

2.0.12 节能评 原则和措施，项目能
飞、

耗分析和综合评价结论。

2.0.13 工程管理应简述管理单位类切d性质、机构设置方案、
人员编制、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主要管理设施、管理经费及来

源等。

2.0.14 技资估算应简述工程部分、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环境

保护、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的编制原则、依据和成果，以及与上阶

段相比投资变化的情况和原因分析。

2. 0.15 经济评价应简述效益估算、国民经济评价、资金筹措方

案、财务评价的主要方法和结论。

2.0.16 简述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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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结论和建议应简述本工程建设可行性研究的主要结论和

建议，并说明主要结论与项目建议书阶段审查审批意见的主要

区别。

2.0.18 本章宜附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文件。

2.0.19 本章宜附以下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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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特性表，格式见附录 B。

2 工程地理位置示意图。

3 工程所在河流（河段）开发现状及规划示意图。

4 工程总体布局示意图。

5 主要建筑物工程地质图。

6 工程总布置图。

7 主要建筑物布置图及剖面图。

8 接入电力系统地理位置图。

9 施工总布置图。

10 水库库区淹没示意图。



3 水文

3. 1 流域概况

3. 1. 1 说明工程所在流域自然地理概况、流域和河流特征、水

土保持概况。

3.1. 2 说明工程所在河流已建、在建水利水电工程的位置以及

各工程的主要任务。

3.2 气象

3. 2.1 说明流域和工程临近地区气象台、站分布与观测情况。

3. 2. 2 说明流域和工程所在地区的气象要素特征值。

3.3 水文基本资料

3. 3.1 说明流域内水文测站分布情况，工程场址以及设计依据

站和参证站的流域特征值。

3.3.2 说明设计依据站、参证站的水文测验项目、测验年限、

河段控制特性、高程系统，水位、流量、泥沙等的测验方法和测

验精度，水文资料整编等情况。

3. 3. 3 说明水文测验和资料整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资料复核

变动情况，对水文基本资料可靠性进行评价。

3.4 径流

3. 4.1 概述河道径流补给方式，径流的地区来源，上游已建、

在建水利水电工程对径流的影响。

3.4.2 对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径流应进行还原计算。

3.4.3 对短缺年份的径流可进行插补延长。

3.4.4 根据工程特性和设计要求，确定径流系列的计算时段

（月、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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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分析水文站天然径流系列的一致性和代表性，确定工程

场址或区间的天然径流系列，提出多年平均各月平均流量和径流

年内分配。

3.4.6 提出年径流计算成果，经合理性检查，确定径流计算

成果。

3.4.7 必要时，分析枯水径流特性，进行枯水（期、月、日）

径流分析计算。

3.4.8 必要时，分析并确定丰、平、枯水每／ 流。

3.4.9 对灌溉或供水工程，说明有关地区的也下水资源及地下

水补给方式、水位变化冲货？若阀扑布i 可如采量等情况。

3. 5.1 概述流域

测及调查大暴雨

3.5.4 概述上游

列的还原和插补延负情v飞

3.5.5 工程场址设计〉矿弃M

1 根据流量资料计算这 iT溪水时，力 明洪峰、洪量系列的

统计原则，洪水系列年限，采用的频率曲线线姐和经验频率计算

公式，进行洪水频率计算，分析检查计算成果的合理性，确定工

程场址、有关断面和区间的洪水参数及成果。选择典型洪水并推

求设计洪水过程线。

2 根据暴雨资料推算设计洪水时，说明设计暴雨及产汇流

计算方法，检查其成果的合理性，确定设计洪水成果。

3.5.6 说明入库设计洪水计算方法并确定入库设计洪水成果。

3.5.7 说明可能最大暴雨和可能最大洪水的计算方法，经综合

分析后确定可能最大洪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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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8 说明汛期分期设计洪水的成因，提出年内各月最大流量

散布图 ， 说明分期时段、洪水系列统计原则，计算分期设计洪

水 ， 进行合理性检查，基本确定分期设计洪水的计算成果。主汛

期应采用年最大设计洪水成果，非主汛期可采用相应分期的设计

洪水成果。

3. 5. 9 根据施工设计要求，说明非汛期分期时段，分期洪水计

算方法，基本确定分期设计洪水成果。

3.5.10 说明设计洪水地区组成时采用的陇洪控制断面位置，分

析大洪水的地区组成规律和洪水遭遇情现； i说明防洪控制断面以

上设计洪水地区方法和采饵的唤息洪水非份L 放大方法、洪水演

进参数，提出计算：伊哩件吨：险啊’和定设计洪水地区组
成的计算成果。

3. 6.1 

3.6.2 提出计

模数及流量。

3. 7.1 说明泥沙来源以及上游水利水电工程拦沙影响、实测的

泥沙系列，确定多年平均悬移质、推移质年输沙量。

3.7.2 泥沙问题严重的工程，应提出悬移质泥沙颗粒级配曲线，

平均或中值粒径，矿物成分。

3.8 水位流量关系曲线

3. 8.1 说明设计断面位置，推算水位流量关系曲线所依据的实

测和调查水文资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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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2 说明水位流量关系曲线推求方法和高水外延方法，基本

确定设计断面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

3.9 江河水位与潮水位

3. 9.1 根据设计流量，通过水位流量关系曲线推求江河设计水

位时，说明设计流量的计算方法及设计流量数值、断面冲淤变化

情况及采用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分析并确定设计断面的设计

水位。

3. 9. 2 根据水位资料直接分析计算江河设计水位时，说明实测

水位和水位资料插补情况、采用水位系列长度，对水位资料的可

靠性和系列的一致性、代表性进行评价，提出水位频率计算成

果，检查计算成果的合理性，确定设计断面的设计水位。

3.9.3 说明工程地区潮水规律及特征水位，分析潮水与洪水遭

遇情况，对潮水位（年最高潮水位、年最低潮水位、年平均潮水

位）资料的可靠性和系列的一致性、代表性进行评价，确定设计

潮水位及潮水位过程线。对于过海工程，还应说明海流规律、工

程沿线水深、海流流向和流速分布，确定海流流向和流速分布。

3. 10 水面蒸发和冰情

3.10.1 说明蒸发皿类型及观测情况，不同蒸发皿的蒸发换算系

数，大水体与蒸发皿蒸发量的换算系数，实测与插补的蒸发量系

列，基本确定大水体的多年平均年、月水面蒸发量。

3.10. 2 有冰凌危害的河段，应说明冰情特征值内容和工程冰情

分析计算内容，分析工程施工期、运行期可能出现的冰情问题，

提出防冰、排冰措施的建议。

3.11 水文自动测报系统

3.11.1 概述设计流域水文、气象现状以及站网和站点情况，实

测资料情况，已建遥测站位置和通信组网方式。

3. 11. 2 拟定水情预报方案、遥测站网范围、各类站点数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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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方式、组网方案、土建工程和设备配置，估算投资。

3.12 附图与附表

3.12.1 本章可附以下图：

1 流域水系图（标明水文站、气象站和本工程及已建、在

建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位置〉。

2 径流、洪水、暴雨、泥沙等相关插补图。

3 年（期）径流、年（期）降水频率曲线图。

4 洪峰、洪量或暴雨频率曲线图。

5 典型洪水及设计洪水过程线图。

6 悬移质泥沙颗粒级配曲线图。

7 主要水文站和设计断面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图。

8 其他附图。

3.12. 2 本章可附以下表：

1 设计依据站历年水文测验情况统计表。

2 年、月径流（雨量）系列表（设计依据站、工程场址及

区间）。

3 洪峰、洪量（暴雨量）系列表（设计依据站、工程场址

及区间）。

4 典型洪水和设计洪水过程线表。

5 悬移质输沙量系列表。

6 其他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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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地质

4. 1 概述

4. 1. 1 说明本阶段以前的勘察工作过程、主要成果与结论和审

查评估意见。

4. 1. 2 说明本阶段勘察工作内容、累计元喊的主要工作量。

4. 2. 1 

4.2.2 

4.3.S 基本确定库区防护工程主要岩全体拗理力学参数，评价

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及环境水文地质问题。

4.3.6 预测水库诱发地震的发震地段及强度，评价其影响，必

要时提出地震监测台网设计方案。

4.3.7 评价影响水库建设的其他环境地质问题。

4.4 坝（闸）址工程地质

4. 4.1 简述各比选坝（闸）址的工程地质条件。

4. 4. 2 评价各比选坝（闸）址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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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闸等场址比选的地质意见。

4.4.3 基本确定主要岩土体物理力学参数，评价推荐坝（闸）

址主要建筑物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

4.4.4 对推荐坝址，应评价不同坝型对地质条件的适宜性，提

出坝型选择的地质意见；评价推荐坝型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

题，提出建基标准和防渗范围，进行坝基岩体质量初步分类。

4.4.5 对于软基上的坝（闸）址，除符合 4. 4. 4 条的规定外，

还应评价基坑开挖边坡稳定性、地下水i、毡工的影响，提出地基

承载力及地基加固处理所需的相关地：参魏

4. 5. 1 

4. 5. 2 

、

划
围

主
挖
行

主
一
开
进

2
J

、

’
工
基
题

4

堪
问

4. 6.1 

4.6.2 

4.6.3 基本确定主要岩土体物理力学参数，评价推荐发电引水

建筑物的进、出口段地基、边坡和围岩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

题，进行围岩工程地质初步分类。

4.7 厂房与泵站工程地质

4. 7.1 简述厂房与泵站的工程地质条件。

4.7.2 评价各比选方案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提出厂（站）

址比选的地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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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基本确定主要岩土体物理力学参数，评价推荐的厂房和

泵站场址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

4.7.4 对于地下厂房，应进行洞室围岩工程地质初步分类，评

价围岩稳定性及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

4.8 通航与过鱼建筑物工程地质

4. 8.1 简述通航与过鱼建筑物的工程地质条件。

4.8.2 评价各比选方案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提出方案比

选的地质意见。

4.8.3 基本确定主要岩土体物理力学参数，评价推荐方案存在

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

4.9 施工导截流建筑物工程地质

4. 9.1 简述导流建筑物和围堪的工程地质条件。

4.9.2 评价围堪地基的稳定、渗漏和渗透稳定问题。

4. 9. 3 进行导流洞围岩工程地质初步分类，评价导流明渠的边

坡稳定性。

4.10 输水线路工程地质

4.10.1 简述输水线路的工程地质条件。

4.10.2 评价各比选方案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提出线路比

选的地质意见。

4.10. 3 基本确定主要岩土体物理力学参数，评价推荐线路主要

建筑物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

4.10.4 对推荐线路（段）的渠道工程进行工程地质分段，并分

段评价渠道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

4.10. 5 对于推荐线路（段）的隧洞工程，评价进出口边坡及围

岩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进行围岩工程地质初步分类。

4. 11 堤防与河道整治工程地质

4.11.1 简述堤防与河道整治的工程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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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2 评价各堤线比选段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提出堤线

比选的地质意见。基本确定主要岩土体物理力学参数。

4. 11. 3 分段评价堤基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初步评价堤身

的填筑质量和存在问题。

4.11.4 评价涵闸等建筑物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

4. 11. 5 分段评价河道护岸段岸坡的稳定性，提出土的开挖类别

和开挖边坡坡比。

4.12 灌区水文地质

4. 12. 1 简述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包括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

质构造、主要含水层及其补、排关系等。

4.12.2 简述地下水灌溉水源的水文地质条件，确定水文地质参

数，评价计算地下水允许开采量，并进行可靠性分析。

4.12.3 简述灌区水文地质条件，预测工程运行后灌（排）区地

下水位和水质的可能变化及引起土壤次生盐渍化、沼泽化的可能

性，提出工程处理措施建议。对已建灌（排）区，还应评价盐渍

土的性质、分布和现状。

4.13 天然建筑材料

4.13. 1 说明本工程所需天然建筑材料的种类、数量和质量

要求。

4.13.2 简述各料场的产地位置、地形地貌、地质条件、开采运

输条件。

4.13. 3 评价各料场的储量和质量。

4. 14 附图与附表

4.14.1 本章可附以下图：

1 区域地质图（附地层柱状图）或区域构造纲要和地震震

中分布图。

2 水库区综合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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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比较方案工程地质图。

4 主要建筑物工程地质图及纵横剖面图。

5 灌区水文地质图。

6 天然建筑材料料场分布图。

4.14.2 本章可附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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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勘测工作量统计表。

2 试验成果汇总表。



5 工程任务和规模

5. 1 工程建设的必要性和任务

5. 1. 1 概述工程所在地区的行政区划、社会经济现状和自然、

地理、资源情况，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现状，其他重要建设项目。

5. 1. 3 阐明工程所

程建设的要求， 7J6J

响，防洪（潮 λ 溢）

对提高防洪 OWJ'b

审查主要结论，以

发展对水利水电工

划对工程建设的安

3 对河道、河口整治工程，应阐明本地区河道、河口演变

和冲淤变化情况，经济社会发展、人类活动和水沙特性变化对河

道、河口的影响，河道、河口整治工程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水沙

特性，河道、河口演变趋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河道、河口治

理和工程建设的要求。分析本工程对地区防洪（潮、凌）、治涝、

农业与土地开发、水产养殖、航道整治、水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

等方面的作用与效益。当河道、河口有垦殖要求时，应阐明垦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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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现状，垦殖的发展和要求，河道岸线规划、河口规划，分析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及岸线利用、垦殖对水资源和水工程的要求。

4 对灌溉工程，应阐明灌区农牧业生产现状，发生的主要

旱灾和盐、碱（渍）化情况与特点及对农牧业生产的影响，灌区

灌溉设施、人畜饮水、水资源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本地区农

牧业发展和粮食生产对灌溉与排水的要求，及本工程建设对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农牧业综合开发和粮食生产的作用与效益。

5 对供水工程，应阐明受水区水资源、水质状况，城镇生

活与工业、农村、环境用水和供水♀节水现状，水资源开发利用

中存在的问题，水资源短缺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

响与制约，受水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优化水资源配置、水资源开发

利用和供水工程建设的要求。分析本工程对受水区经济社会发展

和保障供水安全的作用与效益。对生态与环境保护供水，应阐明

区域生态与环境状况及变化趋势，分析本工程对地区和周边地区

生态与环境的影响，说明保护、修复和改善生态与环境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

6 对水力发电工程，应阐明地区能源情况，电力工业现状

及存在的问题、电力系统发展规划和供电需求情况，分析地区经

济和社会发展对开发水电的需求，概述本工程在电力系统和流域

梯级开发中的地位与作用，分析本工程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电

力建设方面的作用。

5. 1. 5 阐明本工程在保障社会和谐安定、改善生态环境和航运、

防止水土流失、促进旅游开发和水产养殖等方面的作用与效益。

5.1. 6 分析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各部门对工程综合利用方面

的要求，结合工程条件，统筹协调各部门要求，确定工程任务和

任务的主次顺序。

5.2 防洪

5. 2.1 概述本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和发展规划，以及流域洪水特

性、实测洪水和历史洪水、洪灾情况、防洪现状和防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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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分析不同防护对象的要求，确定工程的防洪保护范围、

防洪保护对象和防洪标准。

5.2.3 说明地区洪水组成、防洪工程体系、主要防洪工程的作

用及洪水调度运用原则。

5.2.4 确定防洪工程总体布局、主要建设内容和工程措施。

s. 2. 5 论证堤防工程规模时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说明堤防工程保护的范围和保护内容。

2 简述堤防沿革、断面型式及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的数

量、种类和毁损情况，以及跨河建筑物与堤防的关系。

3 确定堤防治理的范围、原则和设计标准。

4 确定各河段的安全泄量和控制断面设计水位，复核现状

河道堤防的行洪能力。

5 选定河道堤线、堤距，基本选定行洪断面型式，推算洪

水水面线。新开分洪河道的线路、新建堤防的堤线布置和堤距等

要根据河道形态、行洪要求、两岸占地、环境影响等情况，进行

技术经济综合比较后选定。

6 基本选定堤防工程规模，跨河、穿堤建筑物位置与规模。

7 研究河道主槽和滩地行洪方式及规模，基本确定滩地防

护措施。

8 基本确定河道清障的范围、清理对象和措施。

9 对感潮河段，应分析潮位对行洪的影响。

10 对有防凌要求的河道，应分析冰凌特性，基本确定防凌

流量、水位，综合考虑防洪、防凌要求，基本确定防凌工程规

模，拟定防凌运用方式。

5.2.6 论证蓄滞洪区工程规模时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说明蓄滞洪区的任务、范围、启用标准和控制运用条件。

2 确定蓄滞洪区的面积、设计水位、库容、分洪水位和

流量。

3 确定蓄滞洪区挡水、进水、退水及连接工程的总体布局。

4 确定骨干工程规模和主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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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制定蓄滞洪区调度运用的原则和方式，进行调洪计算和

回水计算，提出各控制断面水位。

6 初步确定蓄滞洪区安全建设和工程管理规划方案。

5.2.7 论证水库工程规模时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说明下游防洪要求，确定防洪控制断面的允许安全泄量

或防洪水位。

2 基本确定水库控制泄量和防洪库容。

3 基本确定水库工程防洪调度运号旦刑，对于梯级水库，

应基本确定梯级洪水联合调节原则。

4 说明调洪计算采用盹

5 说明汛期附加雷雨低岭、
围、重要淹没对黎及做约条件、移j是安

6 视需费对

期防洪限制水佳。

选定汛期分

5. 3.1 概述涝区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经冻槌卑、地区发展规划、

涝区水系和地形特点，分析涝区降雨、涝水特性、涝灾情况及成

因，以及治涝工程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5.3.2 说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水利规划和治涝要求，确

定治涝区范围，基本确定治涝分区。

5.3.3 分析不同保护对象的排涝要求和治涝工程的效益费用情

况，确定治涝标准和治理原则；对整体和局部、干流和支流的治

涝标准应进行协调。

5.3.4 分析地区洪涝水遭遇情况，确定洪涝水调度原则及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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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承泄区、滞涝区和排水方式，选定治涝工程总体布局和主

要建设内容。

5.3.5 分析排涝模数，确定排涝流量；基本确定骨干排涝河道

（渠道）、涵闸和堤防的设计水位与设计流量，滞涝区的水位、容

积和承泄区水位，以及排涝泵站的设计水位、流量、装机容量和

主要参数。

5.3.6 基本确定治涝工程调度运用方式。

5.3.7 对于范围较大、分区较多的涝区，

的典型区，进行治理工程设计。

5.4.5 综合分析岸线利用、土地开发、

经济概况，河道及

运现状和有关规

况，通过技术经

同床流量，选定治

、河口演变规律及

等要求，通过技术经济综合比较，选定河道、河口整治工程总体

布局、重要河段控制节点位置和挡水（潮）堤线，以及主要建设

内容和工程措施。

挡水（潮）堤线选择应满足总体整治要求。当水流、潮流形

态复杂或整治工程对河势影响较大时，应进行专题研究和河工模

型试验。

5.4.6 确定控导工程、河道疏泼、洲滩整治、堤防（海堤）建

设及河口挡洪（潮）闸等工程的规模和主要参数。分析河道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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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堤防建设对跨河及穿堤建筑物的影响，基本选定建筑物改造

方案。

5. 4. 7 对河口挡洪（潮）闸，应分析河道径流、闸下水（潮）

流与河势条件及建闸前后河口的泥沙冲淤特性，研究防淤措施和

调度运行方式，提出冲淤水量要求。

5. 4.8 对河道、河口围垦工程，应说明垦殖区土地利用、工农

业生产、水产养殖等方面的要求；确定垦殖区范围、面积及防

洪、挡潮和引水、排水设计标准；确定工程垦区防护和供水、排

水工程总体布置方案及主要建设内容；选定挡水（潮）堤线、设

计洪水位、挡潮水位及挡水（潮）堤、围堤、涵闸等主要工程的

规模与主要设计参数。

5.5 灌溉

5. 5.1 概述灌溉工程所在地区及灌区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状

况，以及灌区土地利用、灌溉工程、人畜饮水和农牧业现状及发

展规划。

5. 5. 2 确定灌区范围，基本选定灌溉方式。

5. 5. 3 调查灌区土地利用现状，分析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水土资源状况及综合开发治理要求，进行灌区土地分类和土地利

用规划，分析土壤类型和开发利用条件，通过技术经济综合比

较，选定灌溉面积。
5. 5. 4 确定设计水平年和灌溉设计保证率、灌区人畜饮水供水

保证率。

5. 5. 5 基本确定灌区农林牧业生产结构、作物组成；分析不同

作物的灌溉制度、耗水量、需水量及灌区人畜饮水定额与需水

量；基本选定灌溉水利用系数；提出灌区需水总量和年内分配。

5.5.6 分析不同年型、不同水源的可供水量，进行灌区供需水

量平衡，提出需供水量和供水过程线。

5. 5. 7 选定灌溉工程总体布局、主要建设内容及分期实施方案。

5. 5. 8 论证水源工程规模时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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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明河道水文径流特性和上、下游规划用水情况。

2 水库工程应基本选定满足灌溉用水要求的兴利库容，分

析正常蓄水位选择范围，通过技术经济综合比较，选定正常蓄水

位；分析灌区土地分布、灌溉自流条件和水库泥沙淤积情况，基

本选定死水位和其他特征水位。

3 直接从河道取水的引水枢纽、泵站工程，应统计分析河

道径流供水保证程度，选定设计引水流量和设计水位。

4 具有地下水水源的灌区，应分析区域地表水与地下水的

补给关系及地下水可开采量，基本确定地下水供水量。

5 说明径流调节计算的基本资料与方法，分析长系列径流
调节计算成果，提出灌溉设计引水量、多年平均引水量、灌溉保

证率等指标。

5.5.9 论证灌溉渠道工程规模时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基本确定干支渠渠线及渠系建筑物的位置。

2 选定骨干灌溉渠道的设计流量，基本确定主要节点设计

水位。

3 基本选定渠道交叉建筑物、泵站、灌区内部调蓄水库、

泥沙处理、排洪等工程的规模与主要参数。

5. 5.10 分析灌区可能产生盐、碱（渍）化的原因，结合灌区地

形、土壤、水文地质条件及技术经济条件，拟定灌区水利土壤改

良分区，基本选定排水工程的布置、规模和排水方式。

5. 5.11 基本确定田间工程典型区的灌溉设计和灌排渠系规模。

5.5.12 分析灌区水源工程引水对其他用水户的影响，必要时提

出处理措施。

5.6 供水

5. 6.1 概述受水区水资源总量和分布情况，说明水资源开发利

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城乡用水和现有水源工程供水情况。

5.6.2 说明受水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用水需求，确定供水范

围和主要供水目标、供水对象、设计水平年及不同用水对象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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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设计保证率。

5.6.3 说明受水区经济社会和产业结构发展规划，提出节水目

标和措施，分析不同水平年各工业部门用水定额和城镇公共用

水、生活用水定额。

5.6.4 说明不同用水户对水量、流量和水质的要求，预测不同

水平年各部门的需水量、需水总量及过程。

5.6.5 分析受水区不同水平年的规划水源和可供水量，根据节

水治污有关规划，分析再生水利用量。说 揭受水区当地水资源配

置利用原则，对受水区水资源进行供需平衡分析，提出各水平年

的缺水量、需供水量F呕王莲
5. 6. 6 说明区域z

同水平年的可供及

程，应说明水量调

5.6.7 通过技

建设内容。

5.6.8 

1 说明河道Z

水工程布置对取水口高程的要求和泥沙淤积i情况，基本选定死水

位及其他特征水位。

3 对死库容较大、供水对象较重要、供水保证率较高的水

库，必要时可分析特枯水年动用死库容应急供水的措施、供水量

及相应的最低供水位，提出对进水口布置方式和高程的要求。

4 分析水库上、下游现状用水和设计水平年预测用水量，

分析水库水源的供水可靠性。

5 直接从河道取水的引水枢纽或泵站工程应统计分析河道

径流供水保证程度，选定设计引水流量和设计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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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感潮河段取水的引水工程，应分析海（咸）潮对取水

的影响，选定设计引水时段和流量。

7 具有地下水水源的地区，应分析区域地表水与地下水的

补给关系及地下水可开采量，基本确定地下水供水量 。

5. 6.9 论证输水工程规模时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选定骨干输水渠道（管道、箱涵、隧洞）工程的设计

流量。

2 基本选定主要节点设计水位。

3 基本选定主要分水口门、交£建
模与主要参数。

5. 6.11 从

处理工程

5.6.12 分

河道内、外

措施。

5. 6.13 

措施。

5.6.14 

资源联合调度运用方案。

叮， /DJ及调水对调出区

h 必要时提出处理

水源保护的要求与

水量与受水区当地水

5.7 水力发电

5. 7. 1 说明有关地区的水力、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电力资源

情况，社会经济特点及地区经济发展对电力的需求，分析本水电

站可能的供电范围及在电力系统中的任务与作用。

5.7.2 说明供电地区电力供需现状和电力发展规划，分析地区

用电负荷发展趋势和电力系统运行特性，确定设计水平年，预测

负荷水平，分析负荷特性，基本确定发电设计保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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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说明进行水利动能计算的基本资料和基本方法。拟定水

库和水电站运行方式。

5.7.4 论证水库水电站工程特征水位时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说明项目建议书阶段选择的水电站上、下游特征水位；

分析梯级衔接水位、水库淹没范围和制约条件、工程地质和工程

布置条件，通过技术经济综合比较，选定水库正常蓄水位。

2 分析泥沙淤积高程、机组运行特性等对水库消落深度和

最低发电水位的影响，拟定死水位范围，基本选定水库死水位及

其他特征水位。

5.7.5 选定引水式电站设计引水流量和引水口、前池设计水位。

5.7.6 水电站装机容量选择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概述电力系统发展情况、预测负荷及负荷特性、电源构

成、电力开发计划以及其他已建、在建和拟建水电站的特性。

2 说明水库调节性能、水电站动能经济指标及对下游梯级

水电站的效益增值，分析装机容量比选方案和工程布置条件，通

过技术经济综合比较，选定装机容量。

3 初运行期较长或近、远景能量指标变化大的水电站，应

提出装机程序及预留机组意见。

4 概述径流和水库运行特性，分析水电站特征水头和技术

经济指标，基本选定额定水头。

5.7.7 计算水电站保证出力和多年平均发电量指标，分析径流

调节计算成果。

5. 7. 8 分析水电站引水和调峰发电泄流对下游河道内、外用水

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必要时提出处理措施。

5.8 综合利用工程

5. 8.1 概述本工程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环境

情况。

5.8.2 说明防洪、灌溉、供水、发电、水环境保护、通航、旅

游等综合利用各部门对水库工程的要求，结合工程条件，对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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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承担的各项任务进行排序。

5. 8. 3 综合利用水库工程应重点协调各综合利用任务的关系，

论证满足各主要任务并兼顾其他任务要求的库容和特征水位等主

要规模指标，选定水库正常蓄水位和汛期限制水位，基本确定兴

利库容、防洪库容，基本选定死水位和其他特征水位，基本选定

装机容量。必要时，提出正常蓄水位比选专题报告。

5.8.4 水库兴利、防洪库容分析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对兴利库容，应说明供水、灌溉、发电、航运等各任务

需水库提供的水量、流量和水位，分析各部门用水特性及河道生

态用水，协调各部门用水要求与关系，提出水库综合利用所需的

兴利库容。

2 对防洪库容，应说明下游防洪要求和水库防洪控制运用

方式及所需的防洪库容；视需要提出分期防洪库容。

5.8.5 水库正常蓄水位选择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说明规划阶段拟定的梯级衔接水位和项目建议书阶段选

择的正常蓄水位方案。

2 说明所采用的基本资料、水文径流成果、径流调节计算

时段、上下游用水过程、调节计算的原则与方法。

3 提出正常蓄水位选择原则、范围和方案，分析库区淹没

范围、重要淹没对象与制约条件，及工程建设与地质条件，通过

技术经济综合比较，选定水库正常蓄水位。

4 对分期开发的水库工程，应分别论证初期及最终规模的

正常蓄水位及其他主要特征水位。

5.8.6 水库死水位选择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说明项目建议书阶段选择的死水位方案。

2 综合分析水库泥沙淤积情况和供水、灌溉、发电、渔业、

航运及水库排沙等方面对水库最低水位的要求，拟定死水位范

围，结合考虑技术经济因素，基本选定水库死水位。

3 如近期和远期泥沙淤积及用水情况变化较大，应论证采

用不同死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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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必要时，初拟应急供水措施，初选水库最低运行水位。

5.8.7 洪水调节和防洪特征水位选择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说明项目建议书阶段选择的汛期限制水位方案。

2 说明调洪计算采用的基本资料、不同频率洪水及典型过

程线、分期洪水。

3 提出水库汛期限制水位选择原则，协调防洪与供水、发

电等任务的关系，综合分析库区淹没范围、兴利目标与效益及工

程建设与地质条件等因素，通过技术经济综企比较，选定汛期限

制水位，基本选定防洪库容、防洪高水位j 设针洪水位、校核洪

水位和泄水建筑物规模

库供水效益和汛期

应分析上f

1 概述泥沙特性刘 明贺诈泥沙条列

及泥沙计算的原则、方法与主要寥数。

2 分析工程的综合利用任务、水库阳Jtt §~＇水库形态、
水沙特性，提出不同水平年水库泥沙冲淤计算成果。

3 研究提出水库长期保持有效库容、减少库尾泥沙淤积和

淹没的措施，以及调水、调沙运用方案。

4 基本确定引水建筑物进水口防沙、排沙运行方式和措施。

5 分析水库淤积对上游梯级水电站尾水和沿岸防洪的影响。

6 分析下游水库、河道对拟建水库泄洪排沙运用方式的

影响。

s. 8.10 水库回水及其他分析计算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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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明采用的基本资料、计算条件和方法及不同淹没影响

对象相应的洪水标准。

2 计算库区回水水面线，与同频率天然水面线对比，确定

回水尖灭点。

3 对泥沙淤积影响较明显的水库，应提出不同淤积年限的

库区沿程泥沙淤积分布，分析对回水的影响。

4 冰情严重的地区应分析冰凌特性和河道、库尾形成冰坝

的条件，以及冰坝窒水高度、回水范围， J是出处理措施。

5. 8.11 水库运行方式和多年运行恃性鞠定应包括以下主要

内容：

年预测用水量，分析

不
等、
量

量
电
水
发
供
年
的
均平

F
年

5 说明建库前、后下游河道流量［...~位变化情况，分析水

库运行对下游用水及河势、河道冲刷、沿岸工程的影响，必要时

提出防护和处理措施。

6 对库容较大、调节程度高的水库，应初拟初期蓄水和供

水、发电计划，分析初期蓄水可能对水库上、下游的影响。

5.8.12 对具有综合利用和综合治理任务的其他枢纽工程，应基

本确定枢纽工程调度方案，选定主要建筑物规模，基本确定其他

建筑物规模。

5. 8.13 有通航要求的综合利用枢纽工程，应确定通航标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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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水平年过坝（闸〉客货运量进行预测，基本确定工程区上、

下游通航水位和流量，确定通航建筑物规模。

5.9 除险加固及改扩建工程

5. 9. 1 对除险加固工程，应说明工程原设计规模、运行中存在

的问题及近期安全检测鉴定结论，根据现行工况复核工程原设计

兴利除害任务的满足程度和工程安全性，论证对工程进行除险加

固的必要性，基本确定建设内容。

5.9.2 对改建、扩建工程，应说明工程原设计规模及运行中存

在的问题，论证工程进行改建、扩建的必要性、效益及对环境和

其他用水户的影响，基本确定建设内容和规模。

5.10 图表及附件

5.10.1 本章可附以下图：

1 流域（河段）、区域综合利用规划示意图。

2 工程总体布局示意图。

3 防洪保护范围风险图。

4 工程总体布置图。

5 电力电量平衡图。

6 水库水位一库容一面积曲线图（天然及淤积后）。

7 水库调洪过程示意图。

8 水库回水纵剖面图（天然及淤积后）。

9 回水计算断面布置示意图。

10 其他附图。

5.10. 2 本章可附以下表：

1 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成果表。

2 设计水面线成果表。

3 水库正常蓄水位方案比较表。
4 水库汛期限制水位方案比较表。

5 径流调节计算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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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站装机容量方案比较表。

7 水库（水闸）回水计算成果表。

8 其他附表。

5.10.3 本章可附以下报告：

1 工程规模论证报告。

2 灌区规划报告。

3 水资源供需分析报告。

4 泥沙冲淤分析报告。

5 其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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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程布置及建筑物

6. 1 设计依据

6. 1. 1 简述项目建议书的审查审批主要意见和结论。

6. 1. 2 说明工程选址、工程总布置及主要建筑物设计所需的相

关专业基本资料。

6. 1. 3 说明设计依据的主要技术标准。

6.2.2 

6.2.3 说明国

6.3.1 

6.3.2 对坝址、闸址、飞坠~

证比较，选定工程场址。

方案进行综合论

6.3.3 对堤线各比较方案进行综合论证比专如J 选定堤防的堤线。

6.3.4 对灌溉、排水或供水线路的各比较方案进行综合论证比

较，选定输水线路。

6.3.5 对地质条件特别复杂、施工条件特别困难的主要建筑物

选址（线）应进行专题论证。

6.4 建筑物选型

6. 4. 1 经综合论证比较，选定基本坝型，基本选定代表坝型及

泄水、引水、过坝等主要建筑物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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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经综合论证比较，基本选定水闸、泵站、水电站等主要

建筑物型式。

6.4.3 经综合论证比较，基本选定堤防的堤型及主要穿（跨）

堤建筑物型式。

6.4.4 经综合论证比较，基本选定灌溉、排水、供水工程输水

方式及主要建筑物型式。

6.4.5 经综合论证比较，基本选定河道整治措施或人工河道建

筑物型式。

6.4.6 根据主要建筑物布置的要求， ！初没选定次要建筑物型式。

6.4.7 采用新材来护和捕域实践经验较少的建筑物型式时，

应进行专题论证

式，经综合论证比

程总布置。

如洪、排涝、航
治工程总布置。

6. s.·3 经综诠治面比~..，喔斗三注定馆前、 排水、供水工程总布

置及渠系建筑 、交叉建筑物、 附属建 ；切的型式和布置。

6.5.4 初步选定立咎坠和各类主累建i物建筑造型、建筑环境

设计方案。

6. 5. 5 汇总各类建筑物数量和主要特d

6.6 挡水建筑物

6. 6. 1 基本选定挡水建筑物的工程布置、主要控制高程、结构

型式、主要结构尺寸、与岸坡或其他建筑物的连接方式，初步进

行构造设计。

6.6.2 提出混凝土容重、坝体混凝土分区与强度等级、抗渗和

抗冻等级、混凝土材料等要求，土石坝各分区材料的材料设计、

填筑标准等要求，砌石料及土工合成材料等其他材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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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3 初步确定建筑物地基开挖要求、防渗及加固处理措施，

应包括不良地质条件地基的处理措施。

6. 6. 4 说明建筑物及地基的稳定、应力、变形、渗透及渗流稳

定等的计算条件、物理力学特性指标、荷载及其组合、计算方法

和初步计算成果。提出混凝土坝温度控制标准，对于重要的工程

或体型复杂的结构，宜进行专题研究。

6.7 泄水建筑物

6. 7.1 根据基本选定的泄水建筑物的型式和布置方案，基本选

定泄水建筑物布置、结构型式、主要控制高程、结构尺寸、消能

方式。对于有排沙、排冰、排污、排漂要求及高速水流的泄水建

筑物，应提出相应的结构布置和防空蚀、抗磨、抗冲措施。

6. 7. 2 提出混凝土容重、分区与强度等级、抗渗和抗冻等级、

混凝土材料等要求。

6. 7. 3 初步确定建筑物地基开挖要求、防渗及加固处理措施。

6.7.4 初步选定泄水隧洞支护、衬砌型式及围岩加固措施，初

步选定灌浆、防渗及排水范围和措施。

6.7.5 说明泄水建筑物的运行方式、泄流能力、水流流态、水

力坡降线、消能、上下游水力衔接、泄水排沙、下游冲淤及其影

响等水力条件。说明水力计算条件、方法，提出初步计算成果。

对重要工程的泄水建筑物，宜进行必要的水工模型试验；对多泥

沙河流重要工程的泄水建筑物，宜进行必要的泥沙试验或数学模

型分析。

6. 7. 6 说明主要建筑物稳定、应力、变形等的初步计算成果。对

隧洞衬砌，还应说明计算条件、荷载及其组合、计算方法和初步

计算成果；对于重要的工程或体型复杂的结构，宜进行专题研究。

6. 8 发电引水建筑物

6. 8.1 根据基本选定的发电引水建筑物的型式、基本选定各建

筑物的布置、结构型式、主要控制高程和结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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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说明发电引水建筑物的水力计算条件和方法，提出初步

计算成果。

6.8.3 论证设置调压井的必要性，基本选定调压井布置方案、

结构型式、控制高程和主要尺寸。

6. 8. 4 说明各建筑物稳定和结构计算的条件和方法，提出初步

计算成果。

6.8.5 初步选定发电引水建筑物地基处理措施。

6.9 发电厂房（泵房）及开关站（变电站）

6. 9. 1 基本选定主副厂房（泵房）的布置、结构型式、面积、

高程和主要尺寸等；提出稳定计算及结构计算的条件、方法和初

步成果。基本选定尾水（出水）建筑物的布置、型式、控制高程

及主要结构尺寸等。

6. 9. 2 提出地下厂房洞室群围岩稳定分析成果，并基本选定支

护、衬砌型式。

6.9.3 基本选定厂房（泵房）地基处理措施。

6.9.4 基本选定开关站（变电站）的布置、结构型式、面积、

高程和主要尺寸等；基本选定开关站（变电站）的地基处理

措施。

6.10 边坡工程

6.10.1 初步确定边坡的分布和范围、边坡分类和设计标准。

6.10.2 提出边坡稳定分析的计算方法和成果，并对边坡稳定性

进行评价，初步选定边坡开挖坡度、单坡高度和马道、平台位置

及尺寸。对于需要处理的边坡，基本确定边坡处理设计原则，初

步选定工程处理措施。

6.10.3 对于需要控制变形的边坡，初步选定控制变形的技术

措施。

6.10. 4 对于滑坡体、危岩和崩塌体，根据其滑坡类型、诱发因

素、滑动体特征，初步选定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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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灌溉与排水建筑物

6. 11. 1 经综合比选，基本选定渠首、骨干渠系、调蓄等建筑物

的布置、结构型式、控制高程、主要尺寸。汇总各类建筑物的数

量、主要控制指标。

6. 11. 2 说明灌溉与排水建筑物的流量推算条件和方法，渠首、

灌溉与排水建筑物的水位、水力坡降线等水力计算条件和方法，

提出水力学计算初步成果；说明取水、分2 于百空制、泄水、退水

等主要建筑物的过水能力、在力衔接和 1川自居防冲计算条件和方

法，提出初步分析成尹r~且越尹可伊萨叉建筑物冲刷和
淤积计算条件和方飞， 英出分析计

6. 11. 3 提出渠

变形等计算条件

长隧洞、高架

论证。

6. 11. 4 

6. 11. s 
6. 11. 6 

6.12.1 基本选定水源工程、输水方式、调蓄工程以及输水建筑

物的布置。

6.12.2 基本选定取水、输水、调蓄、控制、交叉、管道附属等

建筑物的结构型式、控制高程、主要尺寸。汇总各类建筑物的数

量、主要控制指标。必要时，对深埋长隧洞、高架大跨度渡槽、

高水头等输水建筑物进行研究论证。

6.12.3 说明输水渠系建筑物的流量推算条件和方法，以及水

位、水力坡降线等水力计算条件和方法，提出初步计算成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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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取水、分水、控制、泄水、退水等建筑物的过水能力、水力衔

接条件和消能防冲计算条件和方法，提出初步计算成果；说明重

要的河道与渠道交叉建筑物的冲刷以及淤积计算条件和方法，提

出初步分析成果。

6. 12.4 说明取水、输水、调蓄、控制、交叉和主要附属建筑物

等建筑物的稳定、应力、变形等计算条件和方法，提出初步计算

成果。

6.12.S 提出主要建筑物的地基处理拖ω。

6. 12.6 提出排沙、防渗、抗冰冻等

船
面
导

定
平
定

选
道
选
，
航
步

等
引
初

数
和
民
首
置

U
筒

布

4 基本选定升船祝军巧巧和布置、l 提萧型式、构件组成及动

力系统、提升系统等附属建筑物布置和提剖参数，提出稳定、应

力、变形等初步计算成果。

s 初步选定通航建筑物的地基处理措施。
6.13.2 过鱼建筑物设计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基本选定过鱼建筑物型式、位置，初步提出鱼道、升鱼

机等建筑物的布置方式。

2 结合过鱼建筑物水力计算初步成果和在枢纽布置中的位

置，初步选定鱼道、升鱼机的主要设计参数、结构型式和控制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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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的过鱼建筑物型式、位置应进行专题论证。

6.14 堤防及河道整治建筑物

6.14. 1 堤防设计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基本选定堤防的结构型式和穿〈跨）堤建筑物布置、结

构型式，汇总穿（跨〉提建筑物数量和控制指标． 提出堤防和穿

〈跨）堤建筑物抗滑稳定、抗倾稳定、 庇力、沉降变形和掺流、

掺透稳定初步计算成果。

2 对堤防应初步选定筑堤材料、填筑标准及断而设计。

3 初步选定堤防地基处理措施．

4 初步选定堤岸防护工程防护范围和型式．

6.14. 2 河道整治建筑物设计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基本选定控导、防护等整治娃筑物的结构布置、结构型

式、控制高程和主要尺寸．

2 提出整治建筑物的水力计算和稳定、应力、变形和渗流

计算的方法和初步计算成果．

3 韧步选定建筑物的地基处理措施．

6. 15 交通建筑物

6.15. 1 基本确定工程区的对外永久交通布置、交通茧路级

别。初步选定线路设计和路基、路面标准与型式；初步选定桥

（涵〉位、桥〈洒〉型、跨径、桥〈涵〉长及荷辑标准和基础

理式．

6.15.2 对输水工程穿越各类道路而需.ill设的桥梁和交通涵洞，

设计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确定桥 〈涵）的数量、 位置、规模、等级和设计标准．

2 基本确定桥梁的结胸型式、桥长、跨径、桥面宽和荷载

标准，初步选定地基处理方案。

3 基本确定涵洞的结掏型式、断面尺寸，初步选定地基处

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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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6 工程安全监测

6.16.1 初步选定安全监测系统总体设计方案，说明工程监测布

置原则、范围及监测项目布置型式。

6.16.2 初步选定不同监测项目的监测断面和测点仪器的布置和

选型。

6. 16. 3 提出安全监测的自动化要求。

6.17 除险加固

6. 17. 1 说明除险加固工程安全鉴定主要结论，以及原有建筑物

的主要检测结论。 对加固的堤防，说明历年险情、稳定及渗流计

算成果。

6.17.2 经必要的复核和方案比选，基本选定工程除险加固设计

方案 。

6. 17. 3 初步选定建筑物地基处理或围岩处理措施，以及新老结

构连接处理措施。

6. 18 图表及附件

6.18.1 本章可附以下图：

1 工程场址（线路〉方案比较工程布置圈。

2 推荐场址〈线路〉工程总布置图。

3 各类工程主要建筑物型式比较方案布置图、剖面图。

4 推荐方案主要建筑物布置图及剖面图。

6.18.2 本章可附以下表 ：

1 工程选址（选线〉方案比较表。

2 坝型选择方案比较表。

3 各类工程的主要建筑物型式方案比较表。

4 工程总布置方案比较表。

s 线性工程断面要素表、建筑物数量统计表。
6 工程量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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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附表。

6.18.3 本章可附以下附件：

40 

1 重要建筑物的计算专题报告。

2 河工、水工、泥沙等模型试验报告。

3 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型结构专题报告。

4 与公路、铁路等主管部门对穿越方式的协商意见。

5 其他专题报告。



7 机电及金属结构

7. 1 水力机械

7. 1. 1 水轮机及其附属设备选择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经方案比较论证，基本选定水轮机型式、装机台数、单

机容量等基本参数。初步选定水轮机型号和支装高程。

2 基本选定水轮机附属设备的型茧

3 提出机组调节JQ~；

4 

7. 1. 3 

布置。

水泵及其陈td 、

7.1. 4 对过机水流含涉

流部件抗磨蚀措施。
『、4

、水泵型式、装机

Iv选定水泵型号和

叨步选定流道

7. 1. 5 对有压输水系统，基本选定沿线设置的调节阀等各类阀

门、流量计及其他管道附件的规格、数量及布置。

7.2 电 元＝
－飞

7. 2.1 基本确定电力送出电压等级、送出输电线路回路数与电

力系统的连接地点、距离。

7.2.2 基本确定泵（闸）站接入系统电压等级、供电线路回路

数与电力系统的连接地点、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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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提出用电负荷统计成果，基本确定负荷等级；基本明确

供电方式。

7.2.4 基本选定电气主接线方案以及厂仗的用电的接线方式。

7.2.5 基本选定发电机、电动机、主变压器、高压配电装置、

发电机断路器、高压电缆、母线等主要电气设备型式、规格、主

要技术参数和数量。

7.2.6 基本选定主变压器、高压配电装置等主要电气设备布置。

7. 2. 7 初步提出过电压保护方案；初步选定全厂（站）接地设

计方案。

7. 2. 8 基本选定监控、继电保护、励磁、操作控制电源等设计

方案、主要设备配置。

7.2.9 基本选定通信设计方案，初步选定主要设备配置。

7. 2.10 基本选定监控中心位置及布置。

7. 2.11 对特别重要枢纽、输水工程的计算机监控系统、通信系

统设计，应进行专题研究，基本选定设计方案、主要设备配置和

布置。

7.3 金属结构

7. 3.1 基本选定各类水工建筑物的闸门、拦污栅、阀和启闭机

的型式、数量、尺寸、主要技术参数及布置。

7.3.2 基本选定通航、过鱼等建筑物金属结构及启闭设备的型

式、数量、尺寸、主要参数和布置。

7. 3. 3 说明操作运行原则，提出制造、运输、安装和检修的初

步条件；初步选定防止腐蚀、冰冻、淤堵、空蚀、磨损、振动等

的措施和设计方案。

7.3.4 估算金属结构设备的工程量。

7.4 采暖通凤与空气调节

7.4.1 基本选定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方案、主要设备的型

式、数量和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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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坝内式、地下式或半地下式厂房应提出采暖通风与空气

调节、事故排烟初步计算成果。

7.5 消防

7. 5.1 初步选定厂（立的房、厂（站）区、主要建筑物及通航

设施等消防总体设计方案。

7.5.2 初步选定建筑物和主要机电设备的消防设计。

7.5.3 初步选定主要消防设备的型式和布置。

7.5.4 列出主要消防设备清单。

7.6 附图与附表

7. 6. 1 本章可附以下图：

1 水轮机（水泵）水力模型综合特性曲线。

2 水泵单机或多机并联、定速或调速运行各种工况综合特

性曲线。

3 水电站（泵站）油、气、水及水力监测设备系统图。

4 水电站或泵站接入电力系统地理接线图。

5 电气主接线图。

6 开关站（变电站）布置图。

7 监控系统、通信系统结构图。

8 继电保护配置图。

9 金属结构设备总布置图。

10 特殊重要闸门门叶及门槽总图。

7. 6. 2 本章可附以下表：

1 水力机械主要设备汇总表。

2 主要电气设备汇总表。

3 金属结构设备工程量汇总表。
4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主要设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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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施工组织设计

8. 1 施工条件

8. 1. 1 简述工程布置、施工场地条件、水文、气象、泥沙、冰

情、地质等基本情况。

8. 1. 2 简述对外交通（铁路、公路、水户:J·1 运输条件。

8. 1. 3 简述建筑材料的毛主ι水电、i通信等供应条件，当地
可能提供修配加工的条件。

8. 2. 1 

8.3 施工导截流

、！份布、储量、质

率及主要技术参

8. 3. 1 确定各期导流建筑物级别，选定施工各期导流和坝体临

时拦洪度汛洪水标准、施工时段、导流流量，选定施工导流

方式。

8.3.2 基本选定各期导流建筑物的布置、结构型式及地基防渗

措施，提出相应工程量。提出水力计算主要成果，必要时应进行

导流模型试验。初步选定施工期排冰、通航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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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3 基本选定截流方式、时段及流量。

8.3.4 基本确定导截流建筑物与永久建筑物相结合的方式。

8.3.5 基本选定封堵时段、下闸流量、封堵方案，提出下游临

时供水措施。

8.3.6 基本选定导截流工程的施工方法、施工程序，初步选定

主要机械设备。

8.4 主体工程施工

8. 4. 1 

以及施工条件

8. 5. 1 

厂和生活设施以及

8.5.3 进行土石方挖填平衡分析计算，基本选定堆渣、弃渣场

地布置方案。对线性工程应分段进行规划和布置。

8. 5. 4 基本选定施工总体布置，提出临建工程量、施工占地面

积及范围。必要时，提出施工总体布置规划专题报告。

8.6 施工总进度

8. 6. 1 说明施工进度的编制依据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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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提出工程筹建期、工程准备期、主体工程施工期和工程

完建期的控制进度，分析说明各阶段施工控制性进度和相应施工

强度。必要时，说明导截流工程截流、基坑抽水、拦洪、度汛、

后期导流和下闸蓄水进度安排。

8.6.3 提出施工总进度安排，基本确定施工总工期。

8.6.4 说明主要工程量及分年计划完成工程量，提出工程所需

材料用量及劳动力。

8.7 图表及附件

8. 7.1 本章可附以下图：

1 对外交通示意图。

2 施工导截流方案布置及结构图。

3 主要建筑物施工程序、施工方法及施工布置示意图。

4 施工总布置图。

5 施工场地范围图。

6 施工总进度图（表）。

8.7.2 本章可附以下表：

1 主要工程量汇总表。

2 主要施工设备表。

8.7.3 本章可附以下附件：

1 施工总体布置规划专题报告。

2 其他相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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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

9. 1 概述

9. 1. 1 概述征地涉及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情况。

9. 1. 2 概述项目建议书阶段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初步规划主要

成果及审批情况。

9. 1. 3 概述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规划大纲审批情况。

9.1. 4 概述本阶段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规划主要成果。

9.2 征地范围

9. 2.1 确定水库淹没土地、居民迁移、工业企业和专业项目处

理设计洪水标准，确定枢纽工程建设区和其他水利工程建设区的

征地原则。

9.2.2 根据水库回水计算、水库区工程地质成果，确定水库淹

没影响处理范围；根据工程总布置、施工组织和工程管理设计成

果，确定枢纽工程建设区或其他水利工程建设区征地范围。

9.3 征地实物

9. 3.1 查明工程征地范围内的实物，编制征地实物调查报告。

9.3.2 调查水库区、枢纽工程建设区和其他水利工程建设区、

移民安置区经济社会情况，评价建设征地对当地经济社会的

影响。

9. 3. 3 说明征地实物调查的组织、时间、内容和方法。

•J. 3. 4 说明农村部分实物调查成果。

9. 3. 5 说明征地涉及城（集）镇的基本情况，在本区域的经济

社会地位，实物调查成果和建设征地对其影响程度。

9.3.6 说明征地涉及工业企业的基本情况，实物调查成果和建
设征地对其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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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 说明工程建设征地影响的交通、输变电、电信、广播电

视设施和水利水电工程等专业项目以及矿产资源、文物等实物的

数量、等级、规模和影响程度。

9.3.8 说明工程各比选方案的建设征地主要实物调查成果。

9.3.9 主要实物调查成果与项目建议书阶段相比有变化时，应

说明其变化原因。

9.4 农村移民安置

9. 4. 1 确定移民安置的规划设计水平<10 自然增长率和安
置标准等，水库工程以

见
移
分

意
村
衡

府
农
平

政
定
资

方
确
投

1

咱
划
魄

不小于 1 : 1000 比例尺进行地形图测绘，完成居民点设计；编制

农村移民搬迁安置规划。

9.4.5 提出移民后期扶持规划。

9.5 城（集）镇迁建

9. 5.1 确定城（集）镇迁建规划的依据和原则。

9.5.2 在征求地方政府和移民意见的基础上，确定城（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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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建方式，基本查明城（集）镇迁建新址工程和水文地质条件，

选定迁建新址。

9.5.3 确定城（集）镇人口、用地规模和基础设施建设标准。

9. 5. 4 编制城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和集镇建设规划。

9.6 工业企业处理

9. 6. 1 确定工业企业处理规划的依据和原则。

9. 6. 2 提出工业企业处理方案。

9. 7.1 

9.7.2 

9.7.3 提出

9. 8. 1 确定防

川. 2 对具备d
提出设计文件。

9. 9. 1 确定库底清理的范围和内容。

9. 9. 2 查明主要清理对象的种类和规模，确定清理工程量。

9. 9. 3 提出库底清理技术要求和措施。

9. 9. 4 编制库底清理规划。

9.10 图表及附件

9.10. 1 本章可附以下图：

1 建设征地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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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移民安置规划示意图。

3 其他附图。

9.10.2 本章可附以下表：

1 实物调查成果表。

2 生产安置人口计算表。

3 搬迁安置人口计算表。

4 生产安置规划表。

5 搬迁安置规划表。

6 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投资估算表。

7 其他附表。

9.10.3 本章可附以下相关附件：

1 建设征地实物调查报告（含省级人民政府发布的禁止在

工程占地和淹没区新增建设项目和迁入人口的通告，地方政府对

建设征地实物调查成果的意见〉。

2 地方政府对移民安置规划的意见。

3 移民安置规划大纲审批意见。

4 有关单项设计报告。

5 有关部门、单位对工业企业和专业项目的处理意见。

6 相关协议、合同和承诺等文件。

7 其他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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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环境影晌评价

10. 1 概述

10. 1. 1 简述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工作情况及项目建议书

阶段的主要结论。

10. 1. 2 说明环境影响评价的依据和标准。

10.2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10. 2. 1 简述区域环境现状及主要环境问题。

10.2.2 进行工程影响区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明确主要环境敏

感点，分析主要环境问题及变化趋势。

10.2.3 确定环境保护目标。

10.3 环境影晌预测与评价

10. 3.1 应分析工程实施前后，不同典型年，主要控制断面水文

情势变化状况，评价河道内生态环境用水满足程度。

10.3.2 城镇供水工程应进行供水水质现状评价和设计水平年供

水水质预测评价。

10.3.3 生态影响预测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 陆生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

2 水生生态影响预测与评价。

3 敏感生态保护目标影响与评价。

10.3.4 水环境影响预测评价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库区富营养化及减水河段水环境的影响。

2 灌溉退水对水环境的影响。

3 减水对河口地区海水入侵影响等。

4 水温变化对灌溉及下游水生态的影响。

10.3.5 土壤环境及土地资源影响预测应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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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实施后影响区域地下水位变化状况。

2 工程建设对土壤环境的改善作用以及发生土壤潜育化、

沼泽化、次生盐碱（渍）化及土壤污染的位置和程度。

3 水库淹没及工程建设占地对土地资源的影响。

10.3.6 人群健康影响预测应分析工程建设可能引起的自然疫源

性疾病、介水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地方病等疾病流行对周边人

群及施工人员健康的影响。

1们. 7 移民安置影响预测应分析移民赞干生态、水环境和人
群健康等的影响。

10.3.9 其他环

候、环境地质、

预测与评价。

出环境推荐

措JJl!:!> 。

川. 2 基本确定是时制姻爱~－｛；水JJJ，户保护等水环境保
护对策措施。基本确定低滥术影响减缓擂施。

10.4.3 基本确定珍稀、濒危动植物及水生韭物保护对策措施。

10.4.4 基本确定土壤质量保护和污染防治对策措施。

10.4.5 基本确定人群健康保护对策措施。

10.4.6 基本确定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

10.4.7 提出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0.5 环境管理与监测

10. 5.1 提出施工期与运行期环境管理方案。

10. 5. 2 提出施工期与运行期环境监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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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综合评价结论

10. 6. 1 简述主要环境因子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0.6.2 简述主要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0. 6. 3 提出工程环境影响综合评价结论。

10.7 附图与附件

10. 7.1 本章可附以下图：

1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分布图。

2 重要生态与伊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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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水土保持

11.1 概述

11. 1. 1 简述项目建议书阶段的主要结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编制情况。

11. 1. 2 说明工程所在区域自然概况、水土流失状况和水土保持

情况。

11. 1. 3 说明工程建设区涉及国家级、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和重点治理区情况及相关要求。

11. 2 主体工程水土保持评价

11. 2.1 对主体工程总体布置、渣料场规划、施工组织设计等进

行水土保持评价，明确工程建设方案是否存在制约性的水土保持

问题，并提出处理意见。

11. 2. 2 根据评价结论，对主体工程设计提出水土保持要求与

建议。

11. 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分区

11. 3. 1 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11. 3. 2 确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面积和分布，说明水土流

失防治责任范围与占地的关系。

11. 3. 3 确定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11. 4 水土流失预测

11. 4. 1 确定工程建设的扰动土地面积，弃土、弃石和总弃渣

量，损坏水土保持设施的类型和数量。

11. 4. 2 基本确定水土流失预测的方法、时段和主要参数，预测

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及新增水土流失量，分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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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危害。

11. 5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和总体布局

11. 5.1 确定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等级和目标。

11. 5. 2 确定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和总体布局，根据选定的弃

渣场场址、弃渣容量和地形条件，基本确定弃渣场类型、堆置方

案、防护措施总体布置，以及其他分区的防治措施。

11. 6 分区防治措施设计

11. 6.1 确定水土保持工程的级别及设计标准。

11. 6. 2 进行各类防治措施典型设计，提出水土保持措施工

程量。

11. 6. 3 提出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11. 7 水土保持监测与管理

11. 7. 1 提出水土保持监测方案。

11. 7. 2 提出工程建设期和运行期水土保持管理要求或方案。

u. 8 附图与附件

11. 8. 1 本章可附以下图：

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和措施总体布局图。

2 水土保持工程典型设计图。

3 水土保持施工进度图。

4 水土保持监测点位布局图。

11. 8. 2 本章可附其他所需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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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

12. 1 危险与有害因素分析

12. 1. 1 说明设计依据的法律法规、主要技术标准和相关文件。

12. 1. 2 简述工程设计概况。

12. 1. 3 根据工程所在地的自然、社会条味口周边情况，基本确

定在工程建设和运行中影响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的主要危险和有

害因素，以及危害程度f
~ 

12. 1. 4 基本确内

能危害劳动安全局工、｜

12.3 工业卫生措施

、气流伤害、强

防护措施。

害、火灾爆炸伤害

防护措施。

其他安全设计原则

12. 3. 1 提出防噪声与振动、电磁辐射、尘埃与污物、放射性物

质和有毒物质泄漏等有害因素影响的要求和设计原则，基本确定

减免影响或防护的措施。

12.3.2 提出各工作场所的采光与照明、通风、温度与湿度控

制、防水与防潮的要求和设计原则，基本确定保障措施。

12.3.3 对血吸虫疫区的工程，基本确定水利血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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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 说明永久建筑物中的生产、试验、管理用房及生活福利

用房等安全卫生管理要求和设施配置要求，提出安全卫生管理机

构和安全卫生设备配置。

12.3.5 根据影响工业卫生的因素，分析提出其他工业卫生设计

原则。

12.4 安全卫生评价

12. 4.1 对所采取的各种劳动安全防护

12.4.2 对工业卫生设施配置的设计迸行汾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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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节能评价

13.1 设计依据

13. 1. 1 简述项目应遵循的合理用能标准及节能设计规范。

13. 1. 2 简述工程所在地的能源供应状况、能源消耗状况及主要

指标，明确国家、地方和行业制定的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和节能

目标。

13.2 能耗分析

13. 2.1 分析项目所在地能源需求和供应状况。

13. 2. 2 针对建设项目的具体情况，估算建设项目建设期及运行

期用能总量及用能品种。

13. 2. 3 根据国家及工程所在地区的节能目标要求，结合建设项

目的具体情况，基本确定建设项目建设期及运行期的能耗指标。

13.3 节能措施

13. 3.1 提出工程总体布置及相关建筑物、施工组织设计、各类

机电设备及有关管理设施的节能设计原则和要求。

13.3.2 基本确定工程的节能措施。

13. 3. 3 分析建设期和运行期的能耗总量。

13.4 节能效果评价

13.4.1 分析项目是否符合国家、行业和地方节能设计的要求。

13.4.2 对工程的总体布置、施工组织设计、机电设备及有关管

理设施节能措施的可行性进行评价。

13.4.3 对节能效果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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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工程管理

14. 1 工程管理体制

14. 1. 1 说明国家有关规定及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意见，基本确定

管理单位的类别和性质。

14. 1. 2 基本确定工程运行期管理体制，说明行政隶属关系和资

产权属。

14. 1. 3 提出运行期管理单位机构设置方案、人员编制，说明管

理单位的职责。

14. 1. 4 提出建设期管理机构设置方案和工程建设招投标方案。

14.2 工程运行管理

14. 2. 1 说明工程日常维护、安全监测、调度运行等方面的管理

要求和管理内容。对于由多个单项工程组成的项目，应明确各单

项工程的管理关系。

14.2.2 简述工程调度运用原则和调度方式。

14. 2. 3 说明维持工程运行所需的运行费用和来源，必要时提出

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14.2.4 应附相关部门对水、电承销的承诺函或意向书。

14.3 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14. 3.1 确定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14.3.2 确定工程管理范围用地数量。

14.3.3 提出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的土地利用管理及限制要求。

14. 4 管理设施与设备

14. 4.1 基本确定工程管理单位所需管理区面积、用地数量及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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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2 基本确定工程管理所需的生产办公、文化福利、交通、

通信等设施内容和数量。对于改建、扩建和除险加固工程，应说

明管理单位现有设施及使用情况。

14. 4. 3 说明工程观测、监测及通信调度系统、水文自动测报系

统的主要设施设备的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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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投资估算

3 分析计

施工组织设计计算￥电且严单 Vf o I 

4 调查分析确定交通、房屋、 供 线也备等工程造价指标。

5 调查分析确定机电与金属结构主理设备价格。

6 利用外资工程的估算，应说明利用外资形式和采用的依

据，在全内资估算的基础上结合利用外资形式进行编制。

15. 2. 2 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投资估算编制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说明采用的编制规定、定额及其他有关规定、投资估算

价格水平年。

2 分析确定各类土地补偿、补助标准，确定房屋、附属物

等补偿单价。

3 确定农村居民点、城（集）镇、专业项目、工矿企业、

15. 1 概述

15. 1. 1 概述工程概况，说明工程规模、目标、主要工程量、主

要材料用量、施工总工期、工程占地和淹没土地数量、移民数量

等指标。

15. 1. 2 说明技资估算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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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工程和库底清理等主要项目的单价和投资。

4 确定其他费用。

5 按有关规定计列有关税费。

15.2.3 环境保护工程投资估算编制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说明环境保护工程投资估算编制规定和依据文件。

2 分别估算环境保护措施投资、环境监测措施投资、仪器

设备及安装投资、环境保护临时措施投资等。

15.2.4 水土保持工程投资估算编制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说明水土保持工程投资估算编制规定、定额和相关行业

定额。

2 根据编制年价格水平，分析计算主要基础单价和工程

单价。

15.3 投资估算成果

15.3.1 投资估算成果应包括投资估算报告（正件）和附件。

15.3.2 投资估算报告（正件）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编制说明，包括工程概况、编制原则及依据、主要技资

指标等。

2 投资估算汇总表（含工程部分、建设征地移民补偿、环

境保护和水土保持投资）。

3 工程部分投资估算表，应包括以下内容：

1）总估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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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工程估算表。

3）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估算表。

的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估算表。

5）施工临时工程估算表。

6）独立费用估算表。

7）分年度投资表。

8）资金流量表。

”建筑工程单价汇总表。



10）安装工程单价汇总表。

11）主要材料预算价格汇总表。

12）次要材料预算价格汇总表。

13）施工机械台时费汇总表。

14）工程量汇总表。

15）主要材料数量汇总表。

16）工时数量汇总表。

4 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投资估算表，可包括以下内容：

1) 总估算表。

2）补偿主要单价分析表。

3）补偿投资分项表。

4）分年度投资表。

s 环境保护工程投资估算表，可包括以下内容：
1) 总估算表。

2）环境保护措施估算表。

3）环境监测措施估算表。

4）环境保护仪器设备及安装估算表。

5）临时工程估算表。

6）独立费用估算表。

7）分年度投资表。

8）其他单项工程估算表。

6 水土保持工程投资估算表，可包括以下内容：

1）总估算表。

2）工程措施估算表。

3）植物措施估算表。

如临时工程估算表。

S）独立费用估算表。

6）分年度技资表。

7）主要工程单价汇总表。

8）主要材料单价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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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机械台时费汇总表。

15.3.3 投资估算附件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工程部分应包括以下内容：

1）人工预算单价计算表。

2）主要材料运输费用计算表。

3）主要材料预算价格计算表。

4）施工用电价格计算书。

5）施工用水价格计算书。

6）施工用风价格计算书。

7）补充定额计笼，祸 。

17）价差预备赛在f

18）建设期融资利，自下

2 环境保护部分应包括以下内容：

1) 人工预算单价计算表。

2）主要材料运输费用计算表。

3）主要材料预算价格计算表。

的建筑工程单价表。

5）安装工程单价表。

6）独立费用计算书。

3 水土保持部分应包括以下内容：

1) 人工预算单价计算表。

64 



2）主要材料（含苗木种子）运输费用计算表。

3）主要材料预算价格计算表。

的施工用电、水、风价格计算书（与主体工程不一致的

附计算说明）。

5）施工机械台时费计算书（与主体工程不一致的附计算

说明）。

6）砂石料（含苗术种子）单价计算书（与主体工程不一

致的附计算说明）。

工程不一致时可附本

表）。

15.4.2 投资变化分析应包括以下相关表 z

1 总投资对比表（本阶段与项目 苦~书阶段）。

2 主要工程量对比表。

3 基础单价、主要材料和设备价格（补偿单价）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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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经济评价

16. 1 概述

16. 1. 1 简述建设工程的背景、开发任务、规模、效益、建设内

容、工期、项目性质和管理机构等。

16. 1. 2 简述经济评价的基本依据和计算原则。

16.2 费用估算

16.2.1 简述建设项目投资（不含建设期利息）估算的主要依

据、价格基准年、分年度技资计划等。说明本阶段投资估算与项

目建议书阶段投资估算成果的变化情况。

16.2.2 说明流动资金估算方法，估算流动资金数额。

16.2.3 估算年运行费和总成本费用。

16.2.4 说明需交纳税金的有关税种、税率。

16.3 国民经济评价

16.3.1 说明国民经济评价的依据、计算方法和参数选取的

原则。

16.3.2 对工程建设项目投资费用进行调整，计算可以量化的外

部费用，复核国民经济评价投资。

16.3.3 估算拟建工程项目产出物的经济效益和可以量化的工程

项目外部效益。

16.3.4 计算经济净现值、经济内部收益率、经济效益费用比等

评价指标。

16. 3. s 选择影响国民经济指标的主要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说
明其变化对国民经济评价指标的影响。

16.3.6 对项目经济合理性进行综合评价，复核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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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资金筹措方案

16. 4. 1 说明项目建议书阶段推荐的资金筹措方案及有关审查、

批复意见。

16.4.2 说明综合利用工程投资、费用分摊的原则、方法，复核

投资费用分摊成果；测算供水、灌溉、发电等单位成本。

16.4.3 调查水、电供需情况和市场前景，以及本工程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拟定不同水价、电价方案，分析不同用户对水价、电

价的承受能力。

16.4.4 说明债务资金使用条件和测算原则，拟定债务资金测算

方案，分析测算债务资金和非债务资金的比例。

16. 4. 5 说明非债务资金来源、构成、使用条件和收益要求，分

析各技资者的出资比例。

16.4.6 综合分析项目融资能力，提出资金筹措推荐方案，说明

与项目建议书阶段的变化。

16.5 财务评价

16. 5.1 分析项目各年度财务收入、利润总额、税后利润、法定

盈余公积金，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16.5.2 分析项目盈亏平衡的情况和财务生存能力。

16.5.3 计算利息备付率、偿债备付率和资产负债率等指标，分

析项目清偿能力。

16.5.4 计算建设项目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资本金财务内

部收益率等指标，分析项目盈利能力。

16.5.5 分析影响财务指标的主要因素及主要敏感因素的临

界点。

16.5.6 分析项目可能存在的经济风险。必要时进行风险因素识

别，初步分析主要风险因素的概率分布等。

16.5.7 对项目的财务可行性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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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附图与附表

16.6.1 本章可附以下图：

1 盈亏平衡分析图。

2 敏感性分析图。

3 其他附图。

16.6.2 本章可附以下表：

1 建设投资估算表。

2 项目总投资使用计划与资金筹措何。

3 总成本费用估算何。

4 项目投资现

5 项目资本

6 技资各方

7 

8 

9 

10 

12 
、

13 项目投资经扣

14 经济分析投资高悼蹭马。
15 经济分析经营费用估算调整表。

16 项目间接费用估算表。

17 项目经济效益估算表。

18 敏感性分析表。

19 风险等级分类表。

20 其他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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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17. 1 编制依据

17.1.1 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和规范性文件。

17. 1. 2 国家出台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意见、国务院及有关部门

批准的相关规划等。

17. 1. 3 拟建项目基本情况和社会

资料。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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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 l 刑 l可能的影响区

口. 2. 4 调查方叫扩、，，.

式，充分听取、全面

17.3 

17.3.1 在社会稳定风险调查结果的基础上，从项目建设实施的

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等方面，全面全程识别可能引发社会稳

定风险的各种因素。

17. 3. 2 根据识别的风险因素的成因和可能性、发生条件和时

段、影响表现和程度等，对风险因素进行分类排序，明确主要风

险因素。

17.3.3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主要风险因素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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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提出风险分析的初步结论。

17.4 风险防范与化解措施

17.4.1 根据风险分析的初步结论，分析社会稳定风险的控制因

素，有针对性地提出防范与化解方案措施。

17.4.2 根据控制因素分析，对项目的决策、建设、运行过程中

防范方案与措施的完整性、有效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论证，提出

控制性意见和建议。

17.4.3 根据控制性意见和建议，对不可控因素提出化解措施和

建议，并分析其有效性和可行性。

17.5 风险分析结论

17.5.1 明确主要的、关键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

17.5.2 提出主要的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

17.5.3 提出采取措施后的社会稳定风险等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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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格式

A.0.1 报告封面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封面应包括报告名称、设计单位全称和报告完成的年月

等内容。

2 报告定名应包含工程所在行政区域、所在流域河流名称、

工程名称、工程性质等内容。

3 由多家设计单位参加完成的项目，应以第一家设计单位
为责任单位。

4 报告版本较多时，还应注明版本性质，如送审、修订等

内容。

A.0.2 扉页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设计单位的资质证明、质量认证证书。

2 设计单位签审署名页。署名包括批准、审核、设计总工

程师、专业负责人、主要编写人员。其中批准、审核、设计总工

程师应有签名。

3 工程效果图或鸟瞰图。扩建、改建项目应有工程现状

图片。

A.0.3 报告各章开始的扉页中应列出审查、校核、编写人员名

单。名单应包括职称、注册执业资格证书编号、签名。各章内的

节名，可参照本标准各节名称并根据实际情况取舍。

A.0.4 所附批文和相关文件较多时，应将所附文件与本报告的

综合说明一起，单独汇编成册。

A.0.5 报告所需附件应按专业编排顺序，单独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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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可行性研究阶段工程特性表格式

表B ×××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工程特性表

序号及名称

一、水文

1. 流域面积

金流域

4. 代表性流量

多年平均流量

实测最大流盘

实测最小流量

相应流量

施工导流标准P

相应流锺

s. 洪量

实测最大洪ii: ( 

设计洪水洪量（

校4衷洪水洪：国： 〈

6 . 泥沙

d) 

d) 

d) 

多年平均悬移质年草草沙窒

72 

单位

ml／只

% 
m3/s 

亿 m3

亿 m'

亿 m3

万 t

曼史最 告奋注

实测与插补

延长年份

实测日期

发生日期

实测目均



表 B （续）

ff 号及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多年平均含沙盘 kg/m主

实测藏大含沙ι庭 kg/m3 实测日期

多年平均推移质年输沙萤 万 t

7. 矢然水位

多年平均水位 π1 

说明地点
相应流缉 m3/s 

实洲最低水位
~～．．， I L.;;.\I 实测日期、地点

相应流量

实测最高洪水位 k:'l 
相应流量

·:-. J_i .I'\.\._ . l 实测日期、地点

调查最低水位

相应流’靡

调查毅离洪水、J - 

相应流量 t唱 t' t ；~r 11 安生日缆、地点

二、工程规模

1 水库

校核洪水位（P~

设计洪水位（P=

正常蓄水位

防Z提高水位（P= %> 口1

汛期限制水位 α1 

一
死水位 m 

总库容〈最高洪水位以下库容） 亿 m'

防洪j荤容〈防洪高水位至汛期
亿 m'

限制水位〉

调节席容（正常蓄水位至死水位〉 亿 ml

死库容〈死水位以下〉 亿 ml

正常蓄水位时水库面织 k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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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字号占4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倒水＊1.t km 

F草容系’t

调节1~位

校t盲棋＊位时簸大泄量 m1/s 
相应下梅水位

白、

t盘i~t障农位时黛大四IH量 m1/s 
相应下!r1水位

π1 

最小下f世流 t董必指

~电基街流贵、最小敢小下lit tit：！量 rn3 /s 
通.Ail流露 l'l为满足下相应下御水位 m 
由~fE ~革利用水~求所

确定的段小下浊浪鲸

二·防洪工程

保护而事｛｛或抵锁、工矿区〉 万亩

Cl.it km1) 

i是刘·标准P
或实际洪水 % 现标准 （P= %>

」 t是it水位 m 

役串在标准P
或实际淤水 % 

』 校恢水位
”直

』河if!安金池ill: m3/s 

」 t是孙分洪流锺 m’/s 分洪口门位置

__ i灿步增水位
g、

』 －蓄 ｛海＞ m设计水位 m lS百＆ t住区内

－尹〈梅】淤库容 亿m’
3. 治涝工程

E哥意l 万iii"
』…. .. ｛或 km1)



表 B （续）

序号及名称 单位 数i段 备注

设计标准 现标准 ＜P= %>

排水流露 m3/s 

承泄区最高水位 m 

承泄区最低水位 n飞

拍拍F泵主占辈辈机容蠢 万 kW

4. 河道、河口整治工程

治理河段长度 km 

设计洪水标准P
% 现标准 （P= %) 

〈或通航等级〉

设计水位〈或潮位〉 m 

校核标准 P % 

校核水位｛或湖位〉 m 

整治水位 m 

设计流量 m3/s 

5. 激派工程

设计粮溉恼积（近期〉 万商

设计灌溉面积（远期〉 万商

浓浓设计保证率P % 

年引水量（P= %> 亿 m• 或多年平均

设计引水流：筐 m3 /s 

泵站总装机容盘 万 kW 提淄情况下

总扬程 m 

年抽水用电盘 万 kW• h 

设计取水位 m 刘道取水

6. 供水工程

年引水锺 〈近期〉 亿 ms 多年平均

年引水量（远期） 亿 m• 多年.lJ1-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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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续）

序号及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设计引水流量 m3/s 

供水保证率 P % 

年引水时间 d 

引水线路长度 km 

泵站总装机容量 万 kW

总扬程 m 

年抽水用电量 万 kW· h f 设计取水位 一－ m 河道取水
~ 

7. 水力发电工程 // ~\ 
装机容量 // 万 E飞 ＼飞
保证出力 I~ ＇－ L凶 A \\ \ 
多年平均年发电声 ／＼＼ -f~’h ＼飞＼ \ 
年利用小时数 l , h \ ＼飞 、 ＼
水库调节性能（

, ...... 

设计引水位 1 胃 i 口1 ／／ 引水式电站

飞飞
二

/// 最低引水位 /’ 币、、

发电引水流量 \ v.,,,..,-一市试是 、肾 II
8. 垦殖工程 \< > l// 
面积 ＼之二在？
设计防洪（潮）标准 P

% 
L、J

（或实际洪水）

设计防洪（潮）水位 盯1

设计供水（灌溉）流量 m3/s 

设计排水流量 m3/s 

效益包括水产养殖、

效益 作物种植、土地开发

建设等

9. 通航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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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续）

序号及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设计客、货运量 t/a 

设计最大船舶吨位 t 

枢纽上游最高通航水位 口1

枢纽上游最低通航水位 m 

枢纽下游最高通航水位 口1

枢纽下游最低通航水位 口1
”叫

三、淹没损失及工程建设永久

征地 // 飞＼

l 淹没土地（P= /a>/ 丐飞 ＼、

其中：耕田 ／代__:/\ 水田、旱地、草场

￥分别列出
2 迁移人口（PJ I %) 人 L飞 、 '-i
3 淹没区房屋 飞 m2 ,) ) ,J 

4 淹没区林木要争i 1奇地／／，一, ...,____ 回 J I I / 
5 . 淹没影响重 ～~j 
6 工程建设征地 ＼国／ 哥、 // 
其中：耕田 ＼＼』 J且／／

7. 管理征地 \\ ~ 
其中：耕田 田

四、主要建筑物及设备
『飞叫

1. 挡水建筑物（坝、闸、堤）

型式

地基特性

地震动参数设计值 g 

地震基本烈度

抗震设计烈度

顶部高程（坝、闸、堤）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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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续）

序号及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最大坝（闸、堤）高 口1

顶部长度（坝、闸、堤） m 

2 . 泄水建筑物（溢流堪、溢洪
各建筑物分别列出

道、隧洞、底孔、闸孔、……）

型式

地基特性

堪（槛）顶高程 口1

溢流段长度（或泄洪洞尺寸及

条数、闸孔尺寸及孔数）
口1

设计泄洪流量 m3/s 

校核泄洪流量 m3/s 

3. 引水建筑物

设计引用流量 m3/s 

最大引用流量 m3/s 

进水口底槛高程 口1

引水道型式

长度 口1

断面尺寸 口1

调压井（或前池）型式

主要尺寸 口1

压力管道型式

条数

每条管长度 口1

内径 m 

4. 输水建筑物

设计流量 m3 /s 

输水道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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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续）

序号及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长度 口1

断面尺寸 主n

交叉建筑物型式 渡槽、倒虹吸等

5. 厂房

型式

主厂房尺寸（长×宽×高） m × m × m 

水轮机或水泵安装高程 口1

6. 开关站（换流站，变电站）

型式

面积（长×宽） m × m 

7. 主要机电设备

水轮机（水泵）台数 丘口2、

型号

额定出力（人力） kW 

发电机（电动机）台数 t口,, 

型号

单机容量 kW 

主变压器数量及规格

8. 输电线

电压 kV 

回路数

输电距离 km 

9. 通航建筑物

型式

主要尺寸 口1

通航流量 m3/s 最大、最小

10 . 过鱼建筑物

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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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续）

序号及名称 单位 数童 备t:!:

主主$尺寸 m 

流量2 ml /s 最大、最小

11. 其他建筑物（如沉沙地、拦

鱼设施、 水库码头、观测设施、

永久／｝；·屋奇事〉

五、施工 」，，，

1. 主体工程数量

明挖
土盔，r 万、气 \ 

如／ 洞飞、
~ 

洞~石方 ／气 万＿，｝）~ 飞飞

族筑
I ~』 － 亏，，，， 1：飞飞 飞

石方 万 ml \\ 
干砌石方 ( 万m•

、 ) 
浆砌石方 万 ml ’ f 
混凝土和钢筋混树 / 芳、气

,, 
金属综构安装 飞 "V'./ R、、 ／」, 
帷幕准浆 ＼飞、 吧／ / 
团结滚浆 ＼、 ~ 

2. 主要建筑材料数量

木材 m• h叫

水泥 t 

钢材
钢材含钢筋、铺筋 、

t 
锚杆

3. 所吉普劳动力

总工日 万工 日

高峰工人数 人

4. 施工动力及来源

供电 kW 说明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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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续）

序号及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5. 对外交i因（公路、铁路、水路〉

i'£离 km 

运f量 万 t

6. 施工导流（方式、型式、规模〉

7. 施工期限

准备工期 月 l~ I 
投产工期是指开始

投产工期
匾 ， 挡水、蓄水、通水、

总工期

六、经济指标

1. 工程部分

建筑工程

机电设备及安

金属绪掏设备

临时工程

独立费用

静态总投资

其中 z 基本预备费

价1I1预备费 万元

2. 建设征地移民补偿

吉争态总投资 万元

其中 2 基本预备费 万元

价是是预备费 万元

3. 环槐保护工程

静＊总投资 万元

其中 2 基本预备费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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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及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价差预备费 万元

4. 水土保持工程

静态总投资 万元

其中：基本预备费 万元

价差预备费 万元

5. 技资合计

静态总投资 万元

其中：基本预备费 万元

价差预备费 万元

建设期融资利息 万元

总投资 万元

七、综合利用经济指标

水库单位库容投资 元／m3

河道单位长度整治投资 元／km

灌区单位灌溉面积投资 元／亩

垦区单位垦殖面积技资 元／亩

单位供水量投资 元／m3

单位供水成本 元／m3

水电站单位千瓦投资 元／kW

单位发电成本 元／（kW· h) 

经济内部收益率 % 

财务内部收益率 % 

供水水价 元／m3

上网电价 元／CkW • h) 

贷款偿还年限 年

其他经济指标



标准用词说明

标准用词 在特殊情况下的等效表述 要求严格程度

应 有必要、要求、要、只有……才允许
要求

不应 不允许、不许可、不要

宜 推荐、建议
推荐

不宜 不推荐、不建议

可 允许、许可、准许
允许

不必 不需要、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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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o. 1 水利水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是进行投资决策、确定建

设项目和编制设计文件的依据。为统一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原

则、工作内容和深度、编制格式，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

革的决定》（国发〔2004〕 20 号）和国家有关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的管理规定，满足建设项目立项审批需要，结合水利水电工程实

际情况，特制定本标准。企业技资建设水利水电工程实行核准制

或备案制，企业需向政府提交项目申请报告或备案材料，根据有

关规定，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是项目申请报告（备案材料）编制

的主要依据。

1. 0. 2 本条提出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鉴于水利水电工程类型
较多、规模差异较大，其功能、设计内容也不同，报告编制要求

也不同，因此，本条规定对于条件简单的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其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内容可适当简化；对于特别重要的大型和利

用外资的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其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内容和深度

可根据需要由主管部门提出补充要求；不同功能的工程项目可根

据工程特点对本标准规定的编制内容有所取舍；改建、扩建工程

项目可根据其特点对报告编制内容有所增减。考虑小型水利水电

工程情况复杂多样、中央与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事权划分等因

素，小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内容和要求本标准

未做规定，如果需要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可根据具体情况参考

本标准执行。

1. o. 3 根据国家现行固定资产技资管理有关规定，河道治理和

堤防加固、水库（闸）除险加固等类水利工程立项实行简化程

序，直接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报批。此类项目的可行性

研究报告编制要以批准的江河流域（河段）、区域综合规划或专

业、专项规划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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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4 本条提出了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的总体目标和要求，以

及本阶段工作的侧重点。水利水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要坚

持贯彻科学发展观要求，对项目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性以及社

会效益、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影响等进行全面分

析论证，落实各项建设和运行保障条件。本阶段要突出工程规

模、技术方案论证和建设征地落实、环境影响分析、投资估算、

经济评价、重大关键技术论证等重点。

案进行综合比较

③初步确定：

验，进行综合论证后指初何结论。
ω 基本确定级包括基本选定、基坷幸。本级要求论证充

分，结论可靠，做到主要影响因素无遗漏、依据的基础资料基本

齐全可靠、参与比较的方案具有足够的代表性、方案取舍时利弊

权衡得当。

①基本选定：在初步选定和进一步获得资料的基础上，经多

方案、多方法对比论证形成主要选择结论。

②基本确定：在初步确定和进一步获得资料的基础上，经多

方案、多方法对比论证后得出主要肯定结论。

(3）确定级包括选定、确定，本级确定的结论无特殊情况不

内容和深度要求。

确
t

步初
进
定

）
在
拟

。
论
①结
定
的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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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变更。

①选定：在基本选定的基础上经进一步论证后的最终选择。

②确定：在基本确定的基础上经进一步论证后的最终肯定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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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综合说明

2. 0.1 ~ 2. 0.17 审查审批意见包括在项目建议书上报审批过程

中的主要技术审查、评估意见和行政审批意见，一般需附原件的

复印件。

简述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综合评价结论和今后工作

及建议，叙述力求简明扼要、重点突出，能够反映整个工程可行

性研究的设计概况，条件比较简单的工程可适当简化。对于大型

工程本章一般要求单独成册。

2.0.18 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文件包括有关外部协调文件以及地方

和有关部门的协议或承诺文件。

2.0.19 根据工程的类型、规模、条件等实际情况，可对附图与

附表有所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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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文

3. 1 流域概况

3. 1. 1 、 3. 1. 2 流域概况是对水文基本资料和计算成果进行合理

性检查的基础资料，已建、在建水利水电工程和流域水土保持情

况是水文资料还原计算要考虑的要素。对短缺资料地区，借用邻

近流域的水文资料时，需将参证流域与设计流域的自然地理情况

进行分析对比。

3.2 气象

3. 2. 1 、 3.2.2 ‘ 气象资料是工程水文计算的基本资料，也是工程

施工的基本资料。邻近地区的资料有时可用于合理性检查时参

考，有时还需要将邻近地区的气象资料合理修正后，移用于工程
所在地点。

3.3 水文基本资料

3.3.1 ~ 3.3.3 水文基本资料是水文计算的基础，关系到水文计

算成果的质量。工程地点与水文站的流域特征值，常用于将水文

站的水文成果换算至设计断面。在水文计算时，首先要了解水文

站历年的水文测验和资料整编情况，如发现问题，要进行必要的

订正。

3.4 径流

3. 4. 1~ 3. 4. 9 径流系列和成果是水利调节计算的主要依据。可

行性研究阶段必须提供可靠的径流系列和成果。

径流资料往往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一般还原为天然情况并具

有一致性的径流系列。考虑到现行水文计算规范和水利计算规范

中对还现计算没有具体的规定，且还现计算的研究与应用还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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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阶段，故本标准对还现计算未做要求。

水库的调节能力不同，所需径流的计算时段也不同，年调节

或多年调节水库一般给出以月为时段的系列；调节能力小或元调

节能力的水库一般给出以日为时段的径流系列。

在确定设计断面和区间的年径流成果时，通常要结合流域降

水量、径流系数、流域自然地理特征，并按上、下游水量平衡的

原则进行合理性检查；采用典型年法时，还要检查主要供水时间

径流成果的合理性。

为满山、灌溉、航空J电、环怦计要求，需进行
枯水径流分析。

短缺实测径流究、

3. 5.1 ~ 3. 5.11 

重要依据。通

选择合适的方法

成果。

特殊条件形

暴雨和融雪型洪水
水库建成后，产割

、、

响时，需分析入库设计洪水。

为满足水库汛期调度运行要求，需要务幌如期设计洪水。为
保障防洪安全，在确定分期洪水成果时，主汛期通常是采用年最

大设计洪水成果。

3.7 泥沙

3. 7.1 、 3. 7. 2 河流泥沙较少或泥沙对水库运行影响不大的工

程，需要的泥沙资料相对简单。泥沙对水库运行、库区移民、水

工建筑物防沙与排沙、水轮机磨损等影响较大的工程，需要较详

细的泥沙资料。

92 



3.8 水位流量关系曲线

3. 8. 1 、 3.8.2 设计断面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是分析工程效益与

工程安全的依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通常要根据实测水文资料

拟定水位流量关系曲线。可靠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对工程设计和

确定河道设计洪水位非常重要，必须足够重视。

3.10.2 寒冷地 IX

本资料。

3.9 江河水位与潮水位

3.12 

析潮水特性，研究

析计算年最高潮水

工程施工和运行的基

3.12.1 、 3.12.2 所列图表是就一般情况而言，水利水电工程类

型复杂多样，实际工作中可根据工程任务和水文资料情况，增减

有关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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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地质

4. 1 概述

4. 1. 1 、 4. 1. 2 水利水电工程的勘察周期一般较长，不同时期和

不同阶段可能都进行过工程勘察，为把握工程地质条件及对审

查、评估意见的总体情况，该两条要求在报告中简要说明勘察工

作过程，各阶段完成的主要成果及相关的审查、评估意见。

4.2 区域构造稳定性与地震动参数

4. 2.1 区域地质条件包括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地

震、物理地质现象和水文地质条件等。

4.2.2 区域构造稳定性问题是决定工程坝址、引水线路方案选

择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可行性研究阶段应对区域构造稳定性有明

确结论，并最终确定地震动参数。区域构造稳定性评价目前还没

有统一标准，水利水电工程实践中倾向于根据地震活动性、活断

层、地震动参数及区域性重磁异常等进行定性分级评价。

根据国家有关地震工作管理条例及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

范需要进行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应在本阶段进行。对于

活断层，特别是当场地及其附近存在与工程安全有关的活断层

时，应进一步深入研究，论证其活动性和活动特征，评价其对工

程安全的影响。

4.3 水库区工程地质

4. 3.1 水库区的工程地质条件包括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

构造、物理地质现象和水文地质条件等。如果需要，可以分库段

简述库区的工程地质条件。

4.3.2 对非可溶岩地区的水库工程，评价水库渗漏时首先要考

虑是否存在渗漏的地形条件，即库周边地形封闭条件，有元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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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水岭、低矮哑口及低邻谷分布，然后再结合岩体的透水性和地

下水位，有元贯穿库外的较大规模的构造破碎带、不整合面、层

间挤压破碎带等分析是否存在渗漏通道。对可溶岩地区的水库工

程，除库周边地形、地质条件外，重点是结合喀斯特发育规律、

地下水位、泉水分布高程等，分析可能渗漏的边界条件、渗漏途

径和渗漏型式，预测可能的渗漏量以及防渗处理措施，评价成库

条件及对建库效益的影响。对低山丘陵区水库，还要特别注意有

无贯通库外的古河道和第四系强透水带分布。

4.3.3 ~ 4.3.5 这几条规定既是工程地质问题的评价组成部分，

又涉及征地移民、环境保护等问题，应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进行

预测和评价，并满足相关专业深度要求。

4.3.6 对于水库诱发地震条件复杂或预测可能诱发较高震级地

震的水库，可以委托专门机构进行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价工

作，主要内容包括水库诱发地震的发震条件、地段及强度，评价

水库诱发地震的影响范围、程度。根据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价

结论和国家、行业相关技术规定，分析建设水库地震监测台网的

必要性。地震监测台网设计方案包括台网技术系统、台网布局和

台站选址、台网信道、系统设备选型及配置、资料分析与预测、

运行与管理等。

4.4 坝（闸）址工程地质

4. 4.1 坝（闸）址工程地质条件包括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

质构造、物理地质现象和水文地质条件等。物理地质现象包括崩

塌、滑坡、泥石流及岩体风化、卸荷等。本阶段和初步设计阶段

均要求对工程地质问题进行评价，但由于地质勘测工作深度不

同，因此，依据资料的精度和数量是不同的。

4.4.2 基本确定主要岩土体物理力学参数，是指以室内试验为

主，适当结合现场试验和现场测试，并考虑具体地质条件及工程

经验后提出的地质参数。对于入海口、湖口等大型水闸工程，必

要时应作专题研究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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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泄水建筑物工程地质

4.5.2 本条是指与选定的坝址及坝型配套的泄水建筑物布置方

案。根据坝型不同，泄水建筑物主要包括溢洪道、泄洪洞两种类

型。工程地质评价包括引渠、进水口、泄槽、隧洞、出水口、消

能工等，根据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岩体风化、岩土

体的透水性、地下水位、物理力学性质等，评价泄水建筑物各比

较方案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提出本J峙方案比选的地质

意见。

4.6 

4.6.2 

4.7.2 在厂（站）

4. 7. 3 对厂房和泵站的工程地质评价，应着重评价地基承载力、

岩土体的透水性、变形和不均匀变形、开挖边坡的稳定性、基坑

降（排）水和地基加固处理所需的物理力学参数及水文地质

参数。

4.7.4 对于地下厂房，可行性研究阶段的重点是工程地质条件

的可行性，应从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岩体风化、透水性及地下
水位、地应力等条件进行围岩工程地质分类和评价，要特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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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地质缺陷，提出工程处理措施建议。

4.8 通航与过鱼建筑物工程地质

4.8.2 通航建筑物主要包括船闸、升船机两种类型。对通航

建筑物工程地质评价应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布置方案进行评

价，主要是开挖边坡和地基的稳定性。过鱼建筑物包括鱼道和

升鱼机，其工程地质评价可按与主体建筑物结合或单独布置分

别评价。

4.10.2 

北调中线一期工

行分段，将挖方渠

8m 和小于 8m 两种类型。在评价渠道工程地质问题时，除地基

及边坡稳定问题外，还要注意渠道工程是否阻断了原地下水的排
泄通道及渠道渗漏是否可能引起地下水位提高而引起次生环境地

质问题。

4.11 堤防与河道整治工程地质

4. 11. 1 堤防和河道整治工程的工程地质条件主要包括地形地

貌、地层岩性、物理地质现象、地下水情况等。地形地貌还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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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微地貌类型与分布，特别是岸坡型态、冲淤变化、水系特点和

淹没范围等，以及古河道、古冲沟、渊、潭、塘的埋藏分布

情况。

4.11. 3 对于已建堤防，除地质条件外，历年险情及淋｜塘、洼地

等常常是地质条件薄弱部位，也是除险加固工程的重点部位，因

此是工程地质评价工作的重点。对于已建堤防，堤身的填筑质量

除根据取样和原位试验资料外，历年险情、隐患等也是反映堤身

填筑质量的重要依据。

4.12 灌区水文地质

4.12.1 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包括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

造、主要含水层与隔水层，地下水的补、径、排关系等。根据需

要，可分区简述区域水文地质条件。

4.12.2 当灌区利用地下水作为灌溉水源时，允许开采量是十分

关键的指标，因此可行性研究阶段允许开采量精度要求相当于供

水水文地质勘察的 B 级精度。

4. 13 天然建筑材料

4. 13. 2-. 4. 13. 3 由于近些年来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天然建

筑材料出问题较多，造成投资增加和施工困难等问题，还有本

标准规定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要选定坝（厂、站）址、输水线

路，基本选定建筑物型式，施工专业要选定料场，因此，本阶

段天然建筑物材料的勘察精度要求达到详查，且储量和质量必

须保证。

4. 14 附图与附表

4. 14. 1 本条只规定了作为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地质章应附的主

要图件，实际工作中可根据工程项目情况及需要适当增减 。 工程

地质勘察报告的附图应按工程地质勘察规范的规定附图， 一般来

说要比工程地质章的附图要求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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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任务和规模

5. 1 工程建设的必要性和任务

5. 1. 1~ 5. 1. 4 工程所在地有关河流规划和区域规划、项目建议

书阶段方案比选情况及审批的主要意见是可行性研究阶段方案比

选的重要依据。对项目建议书已经国家有关部门审查批准的项

目，可行性研究阶段要以河流规划、区域规划和项目建议书的审

批意见为依据，进一步论述工程建设的必要性和任务。要进一步

明确项目开发任务与项目影响区域的关系 ， 以及项目在经济社会

发展、水资源开发利用和防洪、治涝、减灾等方面的地位与作

用，针对工程建设的任务，逐项论述必要性。

对于未编制项目建议书，而直接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工

程，可参照《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建议书编制规程》的有关内容，

按照本标准规定的深度要求，论证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5.1. 6 可行性研究阶段应根据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意见，说明项

目建议书批复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利用各部门的要求有元重

大变化，复核工程建设的目标和任务，进一步论证工程建设任务

及主次关系。

5.2 防洪

5. 2. 1~ 5.2.4 确定防洪工程总体布局、防洪保护范围、主要保

护对象和防洪标准是防洪工程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主要工作内

容。要根据规划拟定的流域（区域）防洪工程体系、防洪保护区

的自然、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流域（区域）暴雨、洪水特性和历

史洪灾情况，综合分析确定工程的防洪保护范围、保护对象和防

洪标准；说明流域蓄、滞、泄、排关系、流域（区域）防洪工程

体系（包括水库、河道、堤防及行、蓄洪区）和工程总体布局；

明确洪水调度原则以及水库、堤防、蓄滞洪区等不同工程在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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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项目建议位已经国家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项目，项目建议

书阶段确定的工程总体布局、防洪保护范围、保护对象和防洪标

准等主要技术指标是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重要依据，如确需调

整，要进行充分论证。

5. 2. 5 河道和堤防工程是防拱工程的主要措施，是防洪工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问道整治方案、堤防加固改造的范围、间流治导

线、堤线、提距和l河边行洪断面形式、问必葡陈规划的内容和规

模等，对工程总体规模、工程占地和移曙u:程投资和效益等影

响较大，可行性研究幽幽踊噩噩袖在上遇’.技术经济指标。要

采用实测河道纵横圈酷何调查历贾琦面回咽酷推算河道糙率，计

算河道水面钱。 犁帽酷J可流还应Ill国监晴E量只对水位辈高的影

响；提巾需要改雄”阉圄噩噩醋’颐辙’匾擅脱摸，对重要排洪
涵闸、泵站绑E

感潮河民航事跚跚噩噩噩圃 啪的河道洪水
特性、潮位变4撞撞对工程规模都将产生主踵的醺桶，因此，对感
期担J段市分析

5. 2. 6 蓄滞洪卤噩画面蟠官？有费蕾隘－咀IJ 桂淀等 ． 可行性
研究阶段应按照响曲耻！或项目 涮膨~·固定的需甜拱区的防
洪任务、启用标准利事圃慧蜡霸隅鄙两才蓄’.区蓄洪面积、蓄洪
容积、富洪水位量t行论证；『霄市拱区的噩噩挺行方式对工程规
模、投资和效益等影响较大，可行性研二嘱段要根据流域〈区

域）的防洪要求，对分洪方式进行研究，分析复核蓄滞拱区控制

运用条件，合理确定蓄滞洪区的调度运行方式．

s. 2. 7 具有防洪任务的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要蓝点论证

水库满足下游不同防洪要求的运用方式、控制下泄流量、 7R期限

制水位、防洪库窑和防洪高水位等指标，分析水库承担防洪任务

时的受益范围和影响范围，合理确定水库防洪库容规模和主要特

征水位．

根据气象和降雨径流情况， 一些地区存在明显的汛期分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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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如浙江等地的梅雨期、台风期洪水就具有不同的特性，必要

时，对不同时期可分别设置不同的防洪限制水位。

承担防洪任务，同时具有供水、发电等功能的综合利用水库

工程规模论证可参照 5.8 节的有关说明。

5.3 治涝

s. 3.1 、 s. 3. 2 可行性研究阶段要说明涝灾成因、涝区特性和治

捞要求，明确治理原则和目标，合理确 站在治理范围。

s. 3. 3 涝区的治理标准要根据地区经瀑批岳发展规划和有关水

利规划，对暴雨重现勤于事幡耐盹、不回蝴象的积水排除时间、
排降深度以及排涝 理町渠系）＼嘟 区跚蜂件进行综合分析后
确定。

方面；：：：时醺辅~7;!: ::: 
准要结合区

因和排水条件

标准，一般情

大干流和下游

的治理难度和工

关系全局的一项重当

原地区以往曾采取“干三

流排涝标准的关系。

成
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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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s. 3. 7 治涝工程主要包括涝区骨干排涝河道（沟、渠）、

抽排泵站以及滞捞区、承地区及其堤防等相关工程。

可行性研究阶段要重点分析涝区截、排、蓄、滞的关系。根

据清灾成因和涝区特性，针对涝区不同区域的排水条件和方式，

合理确定涝区分区治理原则和治理方案，分析确定涝区治理工程

总体布局、主要工程措施和规模。骨干排水工程的规模对工程总

体规模、工程占地和移民、投资、效益等影响较大，本阶段要对

骨干工程规模进行充分论证，避免其工程规模变化对工程总体现

101 



模、投资和效益的彩响；排水支沟等其他次罢工程，可进行典型
排水民设计．主且喜边筑物的工程规模要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综合

分析确定；对大型跨河边筑物规模，要进行专门论证。

对总体规模较大，实施时眼伏的工程， 还需分析论证分期实

施的必要性和经济合理性．

5.4 河道及河口整治

5.4.l~ 5. 4. 3 河道及河口整治工程的治理标准涉及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 工程建设投资和效益等，河道及河口的治理范围、治理

标准和提防工程设计标准是可行性研究阶段的重要内容，要结合

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提出河道及河门的治理要求和原则，分析

确定向道及河口的治理范围；根据阿流规划或《防洪标准》（GB

50201-94）确定河监及河口的情理标准和堤防设计际准。如需

提高或降低治理标准，必须进行专门论证．

5. 4.4 确定洞道及向口治导线时，要充分考虑问道及洞口的行

拱、纳潮以及河道 ?ii• 淤变化等方面的要求，进行方案比较和

论证。

5. 4. 5' 5. 4. 6 河边、河口整治工程的主要工程措施包括河道疏

泼、洲滩耀治、堤防〈悔堤〉和控导工程建设及河口拘洪〈潮）

闸等，可行性研究阶段要重点分析？可迫疏挖工程规棋与堤防工程

规模之间关系，结合工科总体布置方案、建设占地移民、环挠、

投资和l效益等方面的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提出治理工程的

总体布置方案。因地制宜地确定主要治理工程措施，论证不同~－

项工程的规模；分析提出河道设计烘（潮〉水位、设计流盐，合

理确定扩挖疏援工程的商程和尺寸、控导，工程布置、堤防力a固工

程规模等；对大型跨向〈穿堤〉建筑物的规模需进行专门论证；

必要时，可根据流域总体治理规划，论证分期治理方案的合理性

及可行性．

5. 4. 7 对阿口挡潮（洪〉闸工程，要在国家已审查批准的项目

建议书确定的工辑布置方案和规模基础上，拟定不同方案进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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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型试验，分析各方案建闸前后的河口水流特性变化、泥沙冲

淤变化情况，说明建闸对河口地区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影响，经技

术经济比较后，基本确定工程布置方案和规模。

对未编制项目建议书的河口挡潮（洪〉 工程，可参照《水利

水电工程项目建议书编制规程》（SL 6 17-201 3）的有关内容，

按照可行性研究的深度要求进行论证。

S. 4.8 本条规定的固垦工程是指河道及河口的滩涂开发。 在河

道及河口地区实施的围垦工程要合理确定工程总体布置和主要建

筑物的工程规模，并分析工程布置和规模对行洪、纳潮的影响，

不得影响河道及河口行洪、纳潮的基本功能。

s.s 灌溉

s. 5.1~ S.5.9 可行性研究阶段要在国家审查批准的项目建议书

基础上，根据当地农业水利发展规划和目标、相邻灌区的范围和

关系，进一步分析设计灌区的范围和规模，灌区开发方式，作物

种植结构和主要作物灌溉制度；合理确定各种作物的灌概设计保

证率、灌区人畜饮水定额、水量和水源；提出灌区用水过程，进

行灌区水土资源供需平衡分析，合理确定灌溉工程总体布置方案

和规模；大型建筑物的规模要进行专门论证。以水库〈闸） 工程

作为7j(掠工程时，要分析灌溉所需的兴利库容，合理确定水库正

常蓄水位和最低取水高程。

根据水源和灌区土地分布高程及灌渠布置情况，灌区开发方

式可分为自流灌溉、提7j(灌概、自流与提水结合灌概等。同一灌

区的水稻、小麦等不同作物或常规灌溉、高效节水灌溉等不同措

施可选取不同的灌溉设计保证率，也可经分析后提出灌区综合灌

溉设计保证率和综合灌概定额。

5. S.12 灌区用水的季节性、时段性较强，灌溉高峰季节集中从
河道取水时，时常造成河道流量大幅度减少，甚至出现河道断流

等现象，可能影响下游其他用水户。对于引水量或引水流量占1可

道径流比重较大的灌概取水工程，要重视引水可能对下游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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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影响，研究相应的补偿措施。

5.6 供水

5. 6. 1~ 5.6.5 供水工程包括城镇供水工程、工业供水工程和跨

流域调水工程。供水工程首先要对受水区的水资源利用状况进行

分析，要根据受水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

作，分析当地地下水和地表水资源量、各业用水定额及回归水

量，合理确定城市生活和工农业需水量L对受水区不同水源的可

供水量和水资源配置方案进行研究；通母爱尔区的水资源供需分
析，明确缺水形势，提出霄百建轶冰工蓓的要求。

进行综合分析，

其需水量，首1

用水需求，并、

出
要
析
境

调
等
分
环

（
响
’
态

区
影
划
生

原
境
规
和

K
环
展

是

忧
态

L
£

社

；

济挚的

（调）水量。

对于供水工

较，经综合分析后予以确定。

5.6.8 、 5. 6. 9 供水工程的水源工程、调蓄工程、输水工程规模

需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分析确定。以水库（闸）为水源、工程时，

要分析满足供水要求的正常蓄水位、兴利调节库容和最低引水水

位，合理确定水库工程规模。

5. 6.10 在供水过程中，输水线路存在蒸发、渗漏现象，需分别

计算供水工程渠首断面的引水量和工程末端的供水量。

5.6.11 多泥沙河流上的水源工程需要进行水库泥沙冲淤计算，

并考虑泥沙对水库回水淹没范围和水库（闸）运行方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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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进行物理模型试验。

5.7 水力发电

5. 7.1 ~ 5.7.8 可行性研究阶段需根据水电站供电范围的电力系

统发展规划，复核工程设计水平年；分析设计水平年电力系统电

力需求、水库移民淹没及工程技术经济指标，对项目建议书选定

的主要技术指标和参数进行复核，通过技术经济综合分析和方案

比较，选定工程正常蓄水位、调节库察和你电站装机容量等主要

指标；要合理确定水电站在系统中的运行坊式，分析水电站调峰

运行时对下游航运i供水等可酶茫生 EIS影桐，提出对策措施。

对装机容量战友？ 或调节性~较娥，在系统中起主要作用的

头水电站，、

对日

库容。

集

5. 8. 1 、 5.8.2 流域（区域）规划和国蒙屯审查批准的项目建议

书是确定综合利用水库工程建设任务和工程规模的重要依据。因

此，可行性研究阶段需说明流域（区域）规划拟定的开发任务、

工程规模和项目建议书阶段的论证情况，根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要求和综合利用各部门对项目的要求，复核项目建议书阶段确定

的工程任务及其主次关系。分析提出防洪、灌溉、城镇和工业供

水、发电、通航、渔业旅游及环境保护等有关方面对水库规模和

调度运行的要求。

(1）防洪任务是通过防洪、防凌、减淤分析，提出针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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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对象、防洪标准的水库控制运用方式和控制泄量、防洪

（凌）库容。

(2）灌溉任务是根据灌区设计，提出灌区的灌溉引水方式、

引水高程、设计引水流量和引水量、引水年内分配过程（长系列

或不同代表年）等。

(3）供水任务是通过供水分析，提出水库的长系列供水过程

线、取水口位置与高程、工程总体布局。

(4）发电任务是通过对本工程所在地区电力系统负荷特性和

电力供求情况的分析，确定对本水电站供电范围及承担任务的

要求。

(5）对下游兼有水环境保护及通航、渔业、旅游等方面任务

的水库，要提出环境保护的供水要求；根据航运规划分析预测运

输量，合理确定航道等级，提出通航季节、流量、水深、宽度、

水位与变率、保证率等要求；分析水库过鱼和库区养殖鱼类的种

类、习性，确定鱼类泪游和库区养殖的季节、水温、水深、流

量、流速等要求；调查了解名胜古迹、风景区发展旅游对库区水

面、水位，水库下游流量、水量的要求。

5.8.3~ 5.8.8 可行性研究阶段要以项目建议书阶段确定的有关

技术指标为基础，统筹兼顾综合利用各方面要求，通过技术经济

综合分析和方案比较，合理确定水库工程的正常蓄水位等主要特

征水位和电站装机容量；对承担防洪任务的水库，要进一步分析

水库的汛期限制水位、防洪库容和防洪高水位，初步确定水库防

洪调度原则。

根据可行性研究阶段移民安置规划大纲及安置规划等审批前

置条件要求，对工程建设征地范围、数量需明确，因此，需要完

成审批前置条件的，应加深本阶段工作深度，提出专题报告。

5.8.9 在多泥沙河流兴建综合利用水库工程？泥沙淤积对水库

规模、正常运用年限、引水水质及库区回水淹没等都有较大影

响，需采用不同计算方法对库区和下游河道泥沙冲淤计算成果进

行对比分析，提出分析评价意见；必要时可进行物理模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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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泥沙对工程规模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

5. 8.10 可行性研究阶段需对项目建议书提出的水库回水计算成

果进行复核。

5.8.12 本条是对除水库以外的具有综合利用和综合治理任务的

其他枢纽工程（如平原地区承担防洪挡潮蓄水灌溉和发电等任务
的拦河水闸枢纽，既要防洪排涝又要灌溉的抽水泵站枢纽等）的

建设规模论证提出的要求。

5. 8.13 在通航河流上修建拦河闸、坝等水利水电工程，要设置

通航建筑物。通航标准通常指航道等级和通过船舶的船闸、升船

机建筑物标准，航道等级由有关航运规划和规定予以确定，通航

建筑物的标准要根据预测的过坝（闸〉运量、船型和船体结构尺

寸、行船要求等综合确定。闸（坝）上、下游的最高、最低通航

水位要根据航运水位衔接、船舶尺寸和航运水深要求并结合工程

其他任务所需的水位，经综合分析后予以确定。如下游水位不衔

接，闸、坝还需下泄满足保证率要求的最小航运流量。

5.9 除险加固及改扩建工程

5. 9. 1 、 5.9.2 除险加固和改扩建项目要在充分说明现有工程建

设、运行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有针对性地提

出建设方案和规模。除险加固工程一般按恢复原设计或维持现状

的任务与规模进行建设，如需改变（提高或降低）原设计标准和

规模，需进行专门论证，并经有关部门审批。扩建工程要对工程

效益和效果进行分析，论证进行扩建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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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程布置及建筑物

6.1 设计依据

6.1. 2 基本资料包括水文气象数据、地基特性丘地质建议参数、

建筑材料特性及建议参数、地震动参数及相应基本烈反、建筑物

特征水位及流量等。

6. 2.1 

要建筑物包含的具

筑物级别和相应

点和重要性确定

固工程原则上刊

标准提高或降低

6. 2. 2 本条规定

准，对建筑物抗

参数设计采用值一

2001). 按有关规定进

值应综合分析确定。

6.3 

><GB 18306一

工程，设计采用

6. 3. 1 1£.拟定比选方案时，要先明确工程选址和选线的边界条

件，包括规划情况、自然条件、工程区及周边地区现有工程设施

情况等，再分析确定比选原则，逐步筛选确定参与比选的方案。

6.3.2 对各场址方案的综合比选，要从地形地质条件、主要建

筑物型式及布置、工程盘、施工条件、建筑材料、工期、淹没影

响、征地移民、环境影响、投资、工程效益、运行条件等方面进

行．除文字说明外，还宜用表格形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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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3 堤防包括河道堤防、海堤、联固、围垦、蓄滞洪区堤防

和城市防拱堤。对堤线方案的综合比选，要根据堤防保护区防洪

规划、工程现状条件，从地形地质条件、河道行洪要求、河道变

化规律、筑堤材料、征地移民、环境影响、投资、工程效益、运

行条件等方面进行。

6. 3. 4 对灌概、排水或供水线路的综合比选，要从地形地质条

件、工程总体布局要求、输水方式及主要建筑物型式、工程量、

施工条件、建筑材料、 工期、环境影H响AiE地移民、投资、工程

效益、运行条件等方面进行。除文辑蝇明外，还宜用表格形式

说明。

合比选论证，

6. 4.1~6.4.3 基本坝型雳赛为三类

代表坝型则指对各“基本坝型”具体带锢珩类。可行性研究阶段

应在项目建议书阶段工作的基础上，经论证选定基本坝型，基本

选定代表坝型。

综合论证比较从地形地质条件、工程布置、工程量、施工条

件、建筑材料、工期、工程投资、征地移民、环境影响、运行条

件等方面进行。

6. 4. 4 输水方式及输7J<建筑物型式的综合论证比较从地形地质

条件、工程布置、工程量、施工条件、建筑材料、工期、工程投

资、环境影响、运行管理等方面进行。其中输水方式指压力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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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明流输＊方式．

6.4. 5 河道具河口整治工程的比选从问道河口W!变规律、河势

稳定分析、地形地质条件、主要建筑物、工程量、施工条件、建

筑材料、工期、环境影响、征地移民、投资、工程效益、运行条

件等方面，并结合工程现状进行。

6.4.7 对于应用新材料、新工艺和新技术而采用的新型结构建

筑物 ， 以及其他工程实例较少的结构型式，在选型时要对结构型

式的安全性、 可靠性、实用性以及工程保障措施进行专题论证．．

例如利用肢凝砂砾石和堆石混凝土筑坝，以及自密实混凝土的应

用等， 在工程实践中尚属初步应用， Jt，可靠性及耐久性有待进一

步验证，在选用时要对其特性进行充分研究论证后棋重选用。

6. 5 工程总布置

6. S. I 水库、＊闸、泵站、水电站等工程总布置是为满足特定

的功能要求而对挡水、泄水、引水等建筑物的空间相对位置和运

用配合关系进行的总体设计。论证工程总布置时除要满足工程各

项功能要求外，尚需说明枢纽防沙、排沙、防污、排漂、检修、

环境保护措施等．

6.5.2 堤防及洞道整治工程总布置包括穿堤建筑物、护岸、护

坡、河道扩挖或疏竣线路、交通工程等。

6.S. 3 灌溉、排水和供水工程，总布置主要针对支架（沟、管）

及以上的骨干工程。建筑物选型及布置包括各类输水建筑物、 控

制调节建筑物 、 管道及附属建筑物、交叉建筑物等关键建筑物，

支接（沟、管〉以下的建筑物可在田间工程或配套工程中考虑．

6.6 挡水建筑物

6.6. 1 主要控制高程包括坝顶高程、堪顶（底板〉高程、 厂区

地面高程、提l或控制性断面高程。主要尺寸包括溢洪道孔门数量

及尺寸选择，隧洞 、 输水管道内径选择等．重力坝的梅造设计包

括坝顶布置、坝体分缝、廊道布置、止水、排水及混凝土材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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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等；拱坝的构造设计包括坝顶布置、纵横缝及灌浆廊道布置、

止水、排水及混凝土材料分区等；土石坝的构造设计包括坝顶布

置、护坡及坝面排水布置等。

6.6.3 对建筑物地基处理要说明处理的标准、范围、措施。当

挡水建筑物地基如有特殊地质问题，如深厚覆盖层、强透水地

层、高边坡以及有深层抗滑稳定或坝肩稳定问题时，对其地基处

理方案应有专门论述。对投资影响较大的坝基处理措施应进行方

案比选。

6. 6. 4 对于重要的工程或体型复杂的结梅进行专题研究，可包

括进行必要的数学模型计算或必要的物理模型试验。重要的工程

一般指土石坝高大于 90m、棍凝土类坝高大于130m 的大坝，或

失事后可能对下游造成严重影响的建筑物。

6.7 泄＊建筑物

6.7.1 世水建筑物包括泄洪、排沙及水库放空建筑物等，其型

式有坝身泄水建筑物（表、中、底孔〉、溢洪道、泄水隧洞〈管

涵〉、泄水闸等。综合分析比较应从地形地质条件、泥沙、工程

总布置、正在宽流量、 7j(流流速、流态、消能防冲（蚀）措施、 工

程量、施工、投资和运行等方面进行。

6. 7. 3 对建筑物地基处理要说明处理的标准、范围、措施。坝

身泄水建筑物〈包括表、中、底孔）地基的防渗及地基加固处理

措施可见 6. 6. 3 条。

6.7.6 对于重要的工程或体型复杂的结构进行专题研究，可包

括进行必要的数学模型计算或必要的物理模型试验。

6. 8 发电引水建筑物

6. 8.1 发电引水系统通常是一个单独的系统，各建筑物的选型

和布置需要统练考虑，综合分析比较应从地形地质条件、泥沙、

水流流态、 下泄水温要求、工程总布置、工程量、施工、投资、

运行及效益等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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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电引水建筑物一般包括进水口、引水隧洞、压力铜管、调

压井等。厂房和尾水系统建筑物内容包含在 6 . 9 节．

6. 9 发电厂房（泵房）及开关站（变电站）

本节包括水电站的发电厂房和开关站、泵站工程的泵房和变

电蜡等 ； 发电厂房和泵房的工程布n和结构设计有很多相似之

处，编写内容一并列入本节。

容内
与
稳
a

’

增
及
坡
坡

新
构
边
边

为

结
别
的

节
体
判
求

本
桂

、

要

、
析
定

性
分
稳

人工开挖边披岩

提出边坡布置，

方法，对不满足

方案。

6.11.1~ 6. 11. 4巨墨水源工程为水库工程日噩噩迦噩费门设计，简述

与灌区工程相关自幢工撞噩噩噩撞~墟串串!i要求防止低温
水对农作物的冷击葡噩，即水椭圆圃，.国水温的措施．

主要建筑物；为凋圈、 明荣、涵且－营－隧洞、水闹、渡

槽、倒虹吸、跌~7..k与提嘱E福田国国画原物a圃fl<设施等。

深埋长隧洞、高架大跨度在槽、高水噩噩瞥等输水建筑物由

于其施工条件特别困难、结构相对复杂、 对咂贩条件要求相对较

高、对工程安全影响较大 ， 因此应从设计 、 施工及运行等方面的

可行性及合理性进行综合研究论证．

6.11. 6 囚间工程设计要根据典型区规划 ， 按不同地形条件、不

同种植结构、不同榄榄模式，分别对各典型区从一条支渠或斗渠

系统进行布置和设计。

6.12 供水建筑物

6. 12. I 、 6. 12. 2 当水源工程为水库工程时要进行专门设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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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与供水工程相关的水库工程设计成果。 当对水温有要求时，

研究分层取水的结构型式或提高水温的措施。

当输水方式采用有压与元压相结合时应对衔接的位置、型式

进行专门研究，基本选定衔接点位置和型式。

输水建筑物包括渠首、明渠、涵洞、管道、隧洞、渡糟、倒

虹吸、水闸、调节池〈井〉、交叉建筑物等。

管道附属建筑物包括进人孔、检修设施、通气设施、配水设

施、加氯设施、盘水设施等配套建筑物

6.13.1 

6. 14 

和航道运输要求、航

物的主要设计参数

结构型式、主要控

析计算。通航建

设计也要符合

饵型式、尺寸的合理

、高坝或布置难度大

6.14.1 堤防设计含行洪何道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堤防、城市

防洪堤（墙）、海堤、联好、围垦、蓄滞洪区堤防等设计内容，

其断面型式应结合当地筑堤材料、通过稳定和掺流计算成果分析

提出。

6.14.2 河道整治建筑物设计需结合词道综合治理整治方案和

整治河段冲淤计算、水力计算以及必要的河工模型试验验证提

出。设计应满足防洪、灌溉、供水、排涝和航运等综合整治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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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5 交通建筑物

本节为新增内容。近年来水利工程涉及的道路桥梁越来越

多，这些交通建筑物在设计时既要考虑水利工程的功能要求，又

要满足交通行业的技术标准，由于以往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只关注

水工建筑物，对交通建筑物重视不够，往往在实施阶段工程投资

增加较多，因此，本节规定对水利工程的场区内部及对外永久交

通工程，以及线性工程与道路交叉的桥梁等建筑物，进行与水工

建筑物相应深度的设计。

6.16 工程安全监测

6. 16.1 ~ 6.16.3 工程安全监测设计要根据不同建筑物级别、规

模、结构型式、所在位置、地形、地质条件、运行要求和重要程

度提出设计方案和监测范围，以及监测项目位置和监测断面设

计。对重要建筑物、复杂地基和高边坡，以及有抗震、抗冻、抗

冲磨、高速水流等特殊要求的建筑物，除布置常规监测项目外，

尚需提出满足不同要求的专项监测项目设计。

6. 17 除险加固

本节为新增内容。提出了除险加固工程在可行性研究阶段中

需要考虑的与新建工程不同的内容。工程除险加固设计要以水行

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安全鉴定或检测结论为依据，除险加固应针对

险情、损坏或不满足安全要求的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其他与新建

建筑物相同部分，仍按各类建筑物的内容要求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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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机电及金属结构

7. 1 水力机械

7. 1. 1 、 7. 1. 2 对水轮机组和水泵机组的型式、装机台数和机组

型号及安装高程，要结合建筑物布置和选型、工程量、造价等因

素，进行技术经济比较。

对大型水泵，当采用可调叶片时，可根据初步选定的水泵设

计参数，在采用机械调节或液压调节两种方式进行方案比较后，

择优选用。当采用固定叶片时，对采用变频调速或其他调速运行

方式进行方案比较，择优选用。

对大型泵站初选的流道型式和初拟的型线，采用 CFD 数值

仿真计算对方案进行比选，择优选定。

对输水加压泵站，根据基本选定的工程建设任务和规模、供

水调度运行方式、泵站特征参数、输水压力管线布置（单、双

管〉及管道特性、水泵参数等，基本选定定速或调速运行方式，

并附运行综合特性曲线。

7. 1. 3 起重设备包括水电站或泵站主厂房、 GIS 室及调节阀室

等处的起重设备。辅助系统包括油、气、水及水力监测等设备。

7.1. 4 当过机水流含沙量及粒径大，尤其是含有硬度高的矿物

成分时，要对主要过流部件采取抗磨蚀或减轻磨蚀的综合措施，

主要从水工建筑物布置、水库水沙调度、水电站或泵站运行方

式、水轮机或水泵的参数选择、材料抗磨性能等方面考虑。

7.1. 5 根据输水系统水力过渡过程初步计算成果，基本选定各

类阀门的型式、规格及数量、布置；加压泵站液控缓闭阀的起闭

规律及时间。

7.2 电 」
筒
、7. 2.1 、 7.2.2 一般水电站和供电工程接入电力系统设计由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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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审批，本条规定是在电力部门有明确意见的情况下的接入系

统设计。

7.2.3 依据用电负荷统计成果和用电负荷等级，对供电工程的

供电方式进行设计。通常选用电网供电方式，而对长距离输水、

灌溉工程，其输电距离长、负荷小且分散的供电工程的供电方式

设计，要对选用电网供电或选用自备电源（柴油发电机组或太阳

能等）供电，进行方案比较，基本选定供电方式。

7.2.4 根据工程的主要任务和水电站、偿息芒E程的装机或用电

规模、台数和基本明确的接入电力系统方

三个以上方案比较分析归~

视）或通信系统是工程可靠运行和现代化调镇！管理的重要设施，

其投资较大，需经过技术经济比选和专题设计，基本选定设计方

案、主要设备配置及布置。

各级监控调度中心位置是基本选定自动化工程（含监控、监

测、监视等）、通信传输系统方案的重要因素，根据工程调度运

行管理要求及监控方式，统筹考虑调度运行及监控方案，基本选

定监控调度中心位置及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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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金属结构

7.3.3 大型或特殊的金属结构设备应对制造、运输和安装条件

进行初步研究，并初步选定设计方案。初步选定影响金属结构设

备安全运用技术问题的措施和设计方案。

7. 3. 4 工程量的估算至少要列举一至两个类似工程加以说明或

类比计算；没有类似或无法进行类比计算的特殊且对工程量影响

较大的闸门等，必要时进行初步的结惶斗争辈革后再进行工程量的估

算。 工程量汇总表中按部位分项列出，j包括数量、 主要尺寸和技
术参数等内容。

F
U采
室

方
设
存

污
行
取
织
烟
群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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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组
排
洞

归
’
要
理
流
防
下

通
需
合
气
及
地

械
否
’
定
风
若

机
是
‘Ef
选
通

哺

嘈咄WE
故
置

在有害气体，而

7. 5.1 总体设计方案包括消防系统

惊、消防电游等内容。

、消防车道、消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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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施工组织设计

8. 1 施工条件

8. 1. 1~ 8. 1. 5 施工条件是施工组织设计的基础，本节提出了需

进行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

8.2 料场的选择与开采

8. 2.1 ~ 8.2.3 天然建筑材料包括混凝土骨料、石料、土料等。

鉴于天然建筑材料涉及坝型选择和工程质量，以及征地移民、环

境保护、水土保持等专业，且对投资影响较大，因此，本阶段要

通过经济技术比较基本确定各类开挖料的利用及料场的分布、储

量、质量，并提出开采、运输、加工工艺经济合理的方案。对于

线性工程更应注意通过沿线单体建筑物分布、运输条件、土石方

挖填分析，合理确定料场以及开挖料的利用方式和利用率，并对

自采或外购方式进行比选。

8.3 施工导截流

8. 3. 1~ 8.3.4 结合工程施工期的有关部门的要求，从截流、初

期导流、后期导流到下闸蓄水及完建期的导流，按照本章规定的

内容，统筹规划（包括研究比较提前发电措施方案），进行导截

流全过程的全面安排。经比较基本选定导截流的设计方案。对线

性工程布置在河道上的重要单体建筑物应进行导流设计，并统计

全线需导流的建筑物数量。基本选定导流方式和建筑物布置，提

出工程量。

8.4 主体工程施工

8. 4.1 主体工程（包括导流工程）的施工方法设计，要达到基

本选定的深度。随着科技的进步，施工设备和方法的创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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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已得到应用，例如盾构机、掘进机、衬

砌机、造（架）槽机等，在施工方法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其使用的

条件及优缺点，结合工程的特点，经方案比选后选用。

8.5 施工交通及施工总布置

8. s. 1 在全面深入调查研究原有对外交通情况、运输能力、发

展规划及近期拟建的交通设施和水陆联运条件的基础上，选定对

外交通方案。该条内容深度要求比原规程有所增加。

8.5.2 对施工工厂、生活设施、堆弃渣场地进行规划时应对各

类场地的位置、容量、面积、交通情况等进行分析研究、统筹

安排。

8.5.4 根据可行性研究阶段移民安置规划大纲及安置规划等审

批前置条件要求，对工程建设征地范围、数量需明确，因此，需

要完成审批前置条件的，应加深本阶段工作深度，提出专题

报告。

8.6 施工总进度

8. 6.1 、 8.6.2 根据《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CSL 

303-2004）的规定，施工总进度应按照工程筹建期、工程准备

期、主体工程施工期和工程完建期四个阶段的要求及本节规定的

内容（包括尽早发挥工程效益的比选方案）进行编制。对线性工

程还应提出全线工程总工期和分段关键控制性工程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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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

9.2 征地范围

9. 2. 1 、 9.2.2 在考虑泥沙淤积影响的情况下，确定水库淹没处

理范围；水库区的库岸变形和浸没区一般纳入淹没影响处理范围。

9. 3.1 

(2）城（集）

政、事业单位，工

单位进行全面调查；

9.3 

设施等，分项进行全部
ω 工叫部分：~~~质、闽、行业，时

行调查登记，查明企业现有生产规模、固

厂人数等。

(4）专业项目部分：按专业类别，在现场分项、分单位调查

核实，调查经济性质和权属关系，及其主要技术经济特征。

实物调查结果应经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签字认可并公示后，由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签署意见。

9.3.3 调查组织包括调查人员组成、参与单位、分工合作方式、

调查前培训等内容。

9.3.4~ 9.3.7 这四条均为推荐方案实物调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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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8 说明各个比选方案的主要实物成果，包括提出对正常蓄

水位选择建议。

9.4 农村移民安置

9. 4.1 根据工程建设进度计划，确定移民安置规划水平年。收集

工程建设征地涉及地区的有关资料，确定人口自然增长率，涉及

多个县（市）时，可根据情况取不同的增长率，也可采用统一值。

9.4.3 对生产安置人口和搬迁安置人口应进行平衡。若移民安

置困难，需提高土地补偿补助标准时， 启立根据生产开发措施计算

移民安置所需技资，与

9.5.2 根据淹、

地自然、经济、

移民意见的

址，初步进行

文地质条件，、

9. s. 3 城（集）

区淹没影响常住人

口和规划进城（集）镇

模应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

9.6 工业企业处理

9. 6.1 根据工业企业受淹没影响的程度，结合地区经济产业结

构调整、技术改造及环境保护要求，遵循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

原则，在征求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意见的基础上，确定防护、改

建、迁建或关、停、并、转的处理方式，确定工业企业处理规划

的依据和原则。

9.6.2 对淹没影响工业企业逐个、逐项进行调查，通过资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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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或相关方认可的方式估算补偿投资，提出处理方案。

9.7 专业项目处理

9.7.2 根据地方政府和专业主管部门的意见，确定专业项目的处

理方案。对重要和规模、投资较大的专业项目，应按相应专业等

同于水利工程初步设计阶段的要求进行典型设计，提出设计文件。

9.7.3 按照文物管理部门对受影响的文物古迹处理要求和国土

资源部门对压覆矿产资源的要求，提出处理措施。

9.8 防护工程

9. 8.1 一般在水库临时淹没、浅水淹没或影响区，有重要淹没

对象、具备防护条件，且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可以考虑采取防

护措施。防护工程的等级应根据防护对象的类别、规模和防护工

程类型，按《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和洪水标准》 CSL 252-

2000）的有关规定选择。

9. 8. 2 建设防护工程的一般条件是：一是防护对象位于水库临

时淹没、浅水淹没或水库影响区，但不排除对不位于以上区域特

别重要对象进行防护的可能性；二是防护对象重要，如大片农

田、人口密集的村庄、城（集）镇、工业企业、铁路、等级公路

和重要文物等；三是具有合适的地形地质和建设条件；四是包括

基建技资和维护费用在内，经论证后经济合理。

9.9 库底清理

9. 9.1 库底清理的范围包括一般清理范围和特殊清理范围。

9.9.2 根据水库淹没区的实际情况，确定库底清理主要对象，

在实物调查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补充调查。根据情况，可分

为建（构）筑物拆除与清理、卫生清理、固体废物清理、林木清

理分别进行调查。

9.9.3 库底清理技术要求和措施应分建（构）筑物的拆除与清

理、林木清理、卫生清理分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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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环境影晌评价

10. 1 概述

10. 1. 1 根据国家建设项目环境管理规定，可行性研究阶段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需单独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专项审查。本章

的主要内容应与环境影响报告书成果保持一致。

10.1.2 环境影响评价以《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水利水电工

程》 CHJ/T 88）为主要技术标准。

10.3 环境影晌预测与评价

10.3.1 一般选取丰平枯和多年平均水文条件为典型年进行分

析。水文情势变化主要包括流量、年水量及年内流量过程变化，

敏感生态断面的水量、水位变化分析等。

10. 3.10 工程设计方案的环境合理性评价主要包括对水资源配

置方案、工程总布局、建筑物总体布置、施工总体布置、移民安

置规划等，从环境保护角度进行评价。

10.4 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0.4.7 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一般包括文物保护、景观保

护等。

10.7 附图与附件

10. 7. 2 有关附件一般包括相关规划环评审查意见、相关部门承

诺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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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水土保持

11. 1 概述

11. 1. 2 自然概况通常包括地形地貌、地质、水文气象、土壤、

植被等内容。

11. 2 主体工程水土

11. 2. 2 

渣料场规划、施工会

11. 3. 2 

面积。

11. 5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和［~、体布局

11. 5. 2 弃渣场选址应根据施工组织设计的水土保持评价结论，

商施工专业调查选定，并根据弃渣容量和地形条件进一步明确弃

渣场类型、堆置方案及相应的防护措施。

11. 6 分区防治措施设计

11. 6. 2 对引（调）水、灌区骨干工程、河道整治等工程的渣料

场，为节省工作量，一般可采用典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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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

本章为新增内容。本章的重点是对工程中可能存在的危害劳

动安全与工业卫生的因素和危害程度进行分析，提出工程在劳动

安全与工业卫生方面的要求和设计原则，基本确定劳动安全与工

业卫生的各类保护措施和设施，并对相应凶手专业设计进行安全卫

生评价。本章的设计按照《水利水电工程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设

计规范》（GB 50706-...,l圳市刷子，协主的工程量分别计人
相应的工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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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节能评价

本章为新增内容。可行性研究阶段节能评价的重点是要基本

明确工程的用能品种和用能总量，基本确定节能措施并对其技术

可行性进行评价。节能措施设计应从项目的开发方式、建筑设

计、设备选型、施工方法和管理措施等各方面进行，节能措施设

计应按照《水利水电工程节能设计规范》 CGB/T 50649- 2011) 

的要求执行。节能措施所涉及的工程量分别计入相应的工程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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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工程管理

14. 1 工程管理体制

14. 1. 1 本阶段应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项目建议书批复意

见的基础上，根据项目特点对项目类别做进一步确定。

防洪除涝、农田灌排骨干工程、城市防洪、水土保持、水资

源保护等以社会效益为主、公益性较强的项目为公益性项目。

供水、水力发电、水库养殖、水上旅游及水利综合经营等以

经济效益为主、兼有一定社会效益的项目为经营性项目。

按照国务院体改办《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中对

现有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分类定性原则，根据项目的建设资金来

源、业主构成和财务收入状况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划分运

行期工程管理单位的性质：

(1）承担防洪、排涝等水利工程管理运行维护任务的水管单

位，为纯公益性水管单位，定性为事业单位。

(2）承担既有防洪、排涝等公益任务，又有供水、水力发电

等经营性功能的水利工程管理运行维护任务的水管单位，为准公

益性水管单位。准公益性水管单位依据其经营收益情况确定其性

质。不具备自收自支条件的，定性为事业单位；具备自收自支条

件的，定性为企业。

(3）承担城市供水、水力发电等水利工程管理运行维护任务

的水管单位，为经营性水管单位，定性为企业。

14.1.2 、 14. 1. 3 对水利建设项目来说，运行期管理单位隶属关

系及管理体制，与工程能否正常运行长期发挥设计效益有直接关

系。本阶段设计单位应与业主配合，基本确定运行期工程管理体

制，初步明确工程建成后运行管理单位的外部隶属关系、相应的

职责和权利。

对事业性质的工程管理单位，应提出内部机构设置方案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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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部门的职责与权利。根据其管理模式及机构设置方案，按照

有关规定基本确定管理单位岗位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

对于企业性质的工程管理单位，应按有关规定简述运行期管

理单位机构设置方案。

考虑到水利建设项目的复杂性，特别是对于涉及面广、线路

较长、建设内容较多的引（调）水工程、河道堤防工程、灌区工

程或其他打捆项目，应明确各个子工程的管理单位、隶属关系，

以及不同管理单位的管理内容。

14. 2. 1 14. 2. 

的重要环节。

分析论证，在

究阶段应提出拟建

14.2.3 测算并提出工程建成后维持运得破茧的管理维护费用，

是为上级部门决策提供的重要基础信息。可根据财务分析章节的

成果，说明测算的工程运行费；根据工程管理单位的性质，初步

提出各项费用的来源及应采取的措施。

确定为纯公益性水管单位的水利建设项目，要求根据财务测

算成果简述年运行费测算内容，并依据有关政策说明各项经费

来源。

确定为准公益性水管单位的水利建设项目，要求根据财务计

算成果，简述推荐方案的水价、电价、年销售收入及年运行费测

128 



算成果；简述依据有关政策应补偿给水管单位的年运行费数额及

其经费来源；简述大修理费、设备更新改造费的来源。

确定为经营性水管单位且经测算具有贷款能力的水利建设项

目，要求根据财务计算和贷款能力测算成果，简述还贷期、还贷

后经营项目（供水、发电等〉的销售价格、水管单位的年销售收

入、年运行费和总成本费用等。

14.3 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

14.3.1 

按照水利工程的类另I

规的相关规定，

保护范围。

为有效保护运…

限制要求。

14.4.1 

工程管理单位管理区位置及用地数量。

7阿利建设项目，均要求

计舰范，并考虑地方法

。管理范围用地

14.4.2 对于已有管理单位或在现有管理单位基础上调整组建新

单位的工程，为保证项目建设资金的合理使用，同时在立项时又

为工程管理创造必要的条件，应调查统计现有生产、生活设施项

目特别是生产用房、生活用房的数量及状况，根据管理任务要求

和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提出需要新增加的生产生活设施项目的

内容和数量。

129 



14.4.3 根据工程设计专业的要求，提出满足工程观测、监测和

通信调度系统要求的设施及设备数量。对设计报告中所包含的水

文自动测报系统或其他水文设施、 71<质监测设施等 ， 在工程运行

期明确其管理归属本项目的，提出相应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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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投资估算

15.1 概述

15. 1. 1 工程概况包括河系、兴建地点、工程规模、目标和效

益、 工程布置型式、施工总工期、 主要工程量、 主要材料用量、

工程建设征地和水库淹没主要实物等。

15. 1. 2 投资估算主要指标包括总投资、静态总投资、 工程部分

投资、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投资、环境保护投资、水土保持投资、

资金筹措方案、价差预备费和物价指数、建设期贷款利率和利

息等。

15.2 编制原则及内容

15.2. 1 工程部分投资估算由于工程类型不同，其编制方法有所

区别。

根据编制年价格水平，区分不同工程类型计算主要材料预算

价格并确定次要材料价格。

枢纽工程根据市场〈厂家〉调研确定主要材料及主要设备原

价，结合运输方式分析计算材料和设备预算价格；次要材料价格

可参考当地有关部门发布的价格信息确定。

引（供〉水、河道、灌溉工程如果工程施围大，一般按工程

段落分别确定主要基础单价和主要材料价格，根据施工组织设计

按工程段落分别计算工程单价；灌区田间工程典型区投资估算一

般也按上述方法计算投资。

利用外资工程的内外资投资估算应结合工程利用外资型式进

行编制。国际招标型可参考《水利国际招标工程概算编制方法指

南》进行编制；采购型可参考《水利水电工程利用外资概算编制

办法》（采购型〉进行编制；报账型（式）需根据全内资估算结

果按当时汇率将人民币转换为相应外币并考虑由于利用外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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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费用。

15.2.i 说明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投资估算各项补偿单价、工程单
价的计算方法和成果，城镇和规模较大的集镇基础设施建设及对

投资影响较大的专业项目和工矿企业的处理投资应在规划设计成

果的基础上计列。提出其他费用、预备费和有关税费的取费依据

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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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经济评价

16. 1 概述

16. 1. 1 、 16. 1. 2 可行性研究阶段经济评价的内容一般与项目建

议书阶段基本一致。可行性研究还要注重说明与项目建议书阶段

成果的差异。

16. 4. 1~ 16.4.3 

构成，并将气方

析，说明资金

为保障项

行性研究阶段

件。除负责项目

求出具出资承诺的

以项目建议书阶段推荐

金与非债务资金的

、者技资比例，说

以及非债务资金

措朵美进行对比分

16. 5. 1~ 16. 5. 4 对于项目建议书阶段推荐采用债务性资金的项

目，可行性研究阶段一般要求深化融资后生存能力分析、偿债能

力分析和盈利能力分析等财务分析内容，为建设项目立项决策提

供依据。

16.6 附图与附表

16. 6. 1 、 16.6.2 所列图表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实际工作中可根

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增减有关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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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本章节是根据《回家友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友改投资〔201 2〕 2492 号〉和水利部

《重大水利建设项目社会稳定凤险评估暂行办法》 〈水规计

〔2012〕 474 号〉的要求作为独立篇章设立。工作内容、工作方

法和工作深度可根据相关规定和项国所在区域的实际悄况进行适

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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