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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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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局批准《新能源基地送电配置新型储能规划技术导则》等310项能

源行业标准(附件1)、《Code for Seismic Design of Hydro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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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下达2022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及外文

版翻译计划的通知》(国能综通科技(2022)96号)的要求，规范编制组经广泛调

查研究，认真总结工程实践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基本规定、建设征地处理范围界定、实物指标

调查、移民安置总体方案、生产安置规划、搬迁安置规划、专业项目处理、机关和企

事业单位处理、水库库底清理、项目用地、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费用概(估)算、

其他、阶段工作要求及成果。

本规范由国家能源局负责管理，由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提出并负责日常管理，

由能源行业水电勘测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

有意见和建议，请寄送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北小街2

号，邮编：100120)。

本规范主编单位：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规范参编单位：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

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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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0.1 为适应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置特点，规范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征地移民

安置规划设计工作，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

1.0.3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是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方案论证和项

目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依法依规切实做好规划设计工作。

1.0.4 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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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0.1 抽水蓄能电站移民安置规划设计工作的理念、原则、关系、目标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NB/T10876的规定。

2.0.2 移民安置规划设计的主要工作应包括参与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方案论证，界定建

设征地处理范围，调查建设征地实物指标，分析建设征地对地区经济社会的影响，提

出移民安置总体方案，进行生产安置规划、搬迁安置规划、专业项目处理、机关和企

事业单位处理、水库库底清理、实施组织的规划设计，开展项目用地分析，编制建设

征地移民安置补偿费用概(估)算，并提出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措施。

2.0.3 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工作应根据各阶段工作内容和各方

职责要求，由项目法人、有关地方人民政府组织规划设计单位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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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征地处理范围界定

3.1 一般规定

3.1.1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征地处理范围应包括枢纽工程建设区和水库淹没影响区。移

民安置迁建、复建和新建项目用地范围应执行国家和有关省级人民政府政策文件以及

相关技术标准的规定。

3.1.2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征地处理范围界定的任务应在遵循节约集约用地、满足抽

水蓄能电站建设和运行需要、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基础上，根据枢纽工程施工

总布置方案，确定枢纽工程建设区范围；根据水库淹没特点、特征水位和相关地

质勘察成果确定水库淹没影响区范围。根据项目用地特点，分析确定征收和收回、

征用和租赁等处理范围，分区分类划定建设征地移民界线。

3.2 枢纽工程建设区

3.2.1枢纽工程建设区应根据施工总布置方案，结合用地和影响对象情况分析确定。

3.2.2枢纽工程建设区应包括上下水库枢纽工程、料源料场、渣场、上下水库连接道

路、场内交通、开关站、进出水口、施工生产生活设施等的用地。按用途确定用地属

性，应分为永久占地区和临时用地区。对外交通、现场运行管理营地、施工供电和供

水工程用地范围应按枢纽工程施工总布置方案、地方相关规划和用地取得方式分析确

定。备用料场不宜纳入枢纽工程建设区。

3.2.3 上下水库枢纽工程建筑物、上下水库连接道路、场内永久交通设施、开关站、

进出水口、发电厂房、现场运行管理营地等区域应划为永久占地区。料源料场、渣场、

施工生产生活设施、建设期管理营地、场内临时交通道路等应划为临时用地区。

3.3 水库淹没影响区

3.3.1抽水蓄能电站水库淹没影响区应结合成库条件分析确定，包括水库淹没区和水

库影响区。

3.3.2 水库淹没区应包括水库正常蓄水位的淹没区域，以及水库正常蓄水位以上受水

库影响的临时淹没区域。

3.3.3 水库正常蓄水位以上受洪水回水影响的临时淹没区域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集雨面积大、回水长度长、回水影响显著的水库，不同淹没对象的淹没

处理范围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水电工程建设征地处理范围界定规范》NB/T10338 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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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2对于集雨面积较小、回水长度较短、回水影响不显著的水库，人口、土地中

耕地和园地、房屋及附属建筑物、专项设施等处理范围可在正常蓄水位基础上加2 m

确定。

3.3.4水库影响区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水电工程建设征地处理范围界定规范》NB/T

10338 的规定确定。

3.3.5 水库淹没区与枢纽工程建设区重叠部分，应纳入水库淹没区，可按用地时序要

求与枢纽工程建设区一并先行处理。

3.3.6设置拦砂坝的水库，拦砂坝的水库淹没影响处理范围应纳入水库淹没影响区。

3.3.7 采取不同方式利用已建水库作为上下水库的抽水蓄能电站，应符合以下规定：

1使用已建水库的，水库原建设征地范围不纳入水库淹没区处理范围。

2租赁已建水库的，水库原建设征地范围不纳入水库淹没区处理范围。

3占用已建水库的，水库原建设征地范围应纳入水库淹没区处理范围。

4 对已建水库进行改扩建的，应将新增的用地范围纳入建设征地处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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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物指标调查

4.0.1实物指标应调查各对象的项目、权属、数量、质量、位置和其他属性，可按人

口、土地、房屋及附属建筑物、零星树木、农副业设施、个体工商户、文教卫设施、

宗教设施、专项设施、文物古迹、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矿产资源、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进行分类统计。

4.0.2实物指标调查的原则、基准时间、调查内容、调查方法、经济社会调查及成果

确认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水电工程建设征地实物指标调查规范》NB/T10102 规定执

行。

4.0.3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授权制定的征地拆迁相关政策中对实物指标调查项目、分

类和计量单位等有规定的，宜按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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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移民安置总体方案

5.0.1 移民安置总体方案的原则、依据、任务、规划目标和安置标准、规划布局、生

活水平预测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NB/T

10876 的规定执行。

5.0.2规划设计基准年应以省级人民政府发布通告规定的时间，结合移民安置规划工

作进展分析确定；规划设计水平年宜结合枢纽工程建设进度用地需求和移民安置合理

周期分析确定。

5.0.3 进入城市居住区集中搬迁安置的用地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

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 的规定；进入集镇居住区或在农村集中安置的，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镇规划标准》GB 50188的规定。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有具体规定的，应

按其规定执行。

5.0.4 进入城市居住区集中搬迁安置的生活用水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给

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282 的规定；进入集镇居住区或在农村集中安置的，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SL310的规定。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有具体

规定的，应按其规定执行。

5.0.5集中安置的生活用电标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242 的规定。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有具体规定的，应按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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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产安置规划

6.0.1 生产安置规划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

规范》NB/T10876 的规定。

6.0.2 对于生产安置方式采用非农业安置的，可不进行生产安置费用平衡分析。

6.0.3 生产安置人口和影响主要生产资料较少的抽水蓄能电站可简化生产安置规划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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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搬迁安置规划

7.0.1 移民搬迁安置规划的原则、新址选择、规模与标准、规划方案及规划设计应按

现行行业标准《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NB/T10876的规定执行。

7.0.2 移民搬迁安置方案应根据当地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并结合听取移民意愿情

况，经综合分析论证后拟定。对于选择库周后靠安置的，新址选址应考虑抽水蓄能电

站建设和运行特点，在满足安全要求的前提下，预留安全距离。

7.0.3 规划进入城镇安置的移民，其居住区规划设计应与当地城镇相关规划衔接，并

应充分利用现有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

8



8专业项目处理

8.0.1 专业项目处理的原则、依据、任务、处理方式、规划设计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水

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专业项目规划设计规范》NB/T10801的规定执行。

8.0.2 交通运输工程复建应与现有路网、上下水库连接道路相衔接；利用场内永久道

路的应根据抽水蓄能电站运行管理要求，在满足安全要求的基础上，提出合理复建方

案。

8.0.3 抽水蓄能电站使用或占用已建水库的，应分析对已建水库功能的影响，确定受

影响情况，提出处理方案，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使用已建水库的，应研究对水库运行方式的影响，分析水位、水量变化产生

的设施影响和实物资产损失，提出处理方案。

2占用已建水库的，应分析影响对象和情况，根据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按照

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原则提出处理方案。对于难以恢复其原有功能的水库，可采取

一次性补偿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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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处理

9.0.1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处理原则、方案及规划设计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水电工程

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NB/T10876的规定执行。

9.0.2 对于丧失生产经营所需资源的资源型企业或不具备恢复生产条件的服务型企

业，可对影响的设施采取一次性补偿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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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水库库底清理

10.0.1水库库底清理任务、目标和标准、要求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水电工程水库库

底清理设计规范》NB/T10803 规定执行。

10.0.2对于开挖形成的上下水库，库盆开挖部分不应纳入水库库底清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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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项目用地

11.0.1项目用地应开展用地分析，进行耕地占补平衡分析以及临时用地复垦规划设

计。

11.0.2用地分析、临时用地复垦规划设计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

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NB/T10876规定执行。

11.0.3临时用地复垦规划应按不重不漏的原则，与水土保持规划方案相衔接。

11.0.4根据抽水蓄能电站占用耕地和移民安置规划新增耕地情况，分析提出占补平

衡的补充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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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费用概(估)算

12.0.1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费用概(估)算编制的依据、基础价格和项目单价、

概(估)算工程量、分年度费用等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

偿费用概(估)算编制规范》NB/T10877的规定执行。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征地移民

安置补偿费用概算总表编制应符合本规范附录A的规定。

12.0.2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费用项目应按照项目用地费用、搬迁安置费用、专业

项目处理费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补偿费用、水库库底清理费用、独立费用和预备费

划分，并符合下列规定：

1项目用地费用包括征收、收回和征用土地补偿费用，建设期租赁用地费用，

生产安置措施补助费用，农村宅基地处理费用等。

2搬迁安置费用包括房屋及附属建筑物补偿补助费用、其他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用、搬迁补助费用、新址建设费用、个体工商户补偿费用、建房困难户补助费用、移

民安置激励措施补助费用、风貌建设补助费用、新增殡葬设施补助费用、坟墓迁移补

偿费用等。

3专业项目处理补偿费用包括交通运输工程补偿费用、水电水利工程处理补偿

费用、防护工程处理补偿费用、电力工程处理补偿费用、电信工程处理补偿费用、广

播电视工程处理补偿费用、文物古迹及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处理补偿费用、环保设施处

理补偿费用、其他专业项目补偿费用等。

4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补偿费用包括企业处理补偿费用、机关和事业单位处理补

偿费用。

5水库库底清理费用包括一般清理费用和专项清理费用。

12.0.3建设期租赁用地费用可参照征用土地补偿费用的测算方法，综合分析确定。

12.0.4独立费用计算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费用概

(估)算编制规范》NB/T10877的规定执行。对于计费基数显著偏低，按规定计算

的建设单位管理费、移民安置规划配合工作费、实施管理费、技术培训费、移民安置

监督评估费、咨询服务费、项目技术经济评审费、建设征地移民安置验收费、综合设

计费不能满足实际工作需要的，可根据相关工作量测算，通过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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