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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批准下达＜2023 年第一批广

东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粤市监标准〔2023〕211 号）

要求，《水库汛期运行水位动态控制技术导则》的主编单位为广东省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简称，省水科院），参编单位为广东省水文局

（简称，省水文局）、华南农业大学，编制周期 2023 年 5 月 11 日至

2024 年 10 月 11 日。 

经编制组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水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实

践经验，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并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本文件征求

意见稿共分 10 章和 5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与编制单位分工见表 1。 

表 1 主要技术内容与编制单位分工 

序号 章  节 主要负责单位 参与单位 

0 前  言 

省水科院 
省水文局                        

华南农业大学 

1 范  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水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依据 
省水科院 

省水文局                        

华南农业大学 5 实施水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的必要性分析 

6 实施水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的可行性分析 华南农业大学 省水科院 

7 水文气象预报精度水平及可利用性分析 省水文局 省水科院 

8 设计洪水复核及汛期分期 省水科院 省水文局 

9 水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方案制定 省水科院 华南农业大学 

10 水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风险与效益分析 省水科院 
省水文局                        

华南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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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主要技术内容与编制单位分工 

序号 章  节 主要负责单位 参与单位 

附录 A 预报方案精度评定 省水文局 省水科院 

附录 B 水库洪水调度考评 省水科院 华南农业大学 

附录 C 江河面雨量与单站降雨量等级划分 省水文局 省水科院 

附录 D 
省内水资源三级区部分选用站点多年平均降水

量月分配 省水科院 
省水文局                        

华南农业大学 
附录 E 不同风险主体相应风险事件的可接受风险 

二、立项的必要性 

水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是指水库在汛末1，根据实时雨情、

水情，利用预报成果，在不降低防洪标准，确保水库、上下游地区防

洪安全前提下，按照经科学论证并经有关部门审批的动态控制方案，

对水库水位进行动态调度。调度过程中当预报将发生洪水时，能及时

消落到汛限水位，并按照设计防洪调度规则进行洪水调度。开展水库

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一是破解我省水资源年内不均局面，实现水

资源优化利用的重要抓手；二是优化我省水库汛期调度，提升枯水期

抗旱保供水能力的迫切需要。 

2005 年，国家防总印发《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试点工作意见》

并组织开展 2 批 32 座试点水库研究，为本文件制定提供了宏观政策

指导和经验借鉴。2015 年，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出版《水

库汛期水位动态控制方案编制关键技术研究》归纳试点经验，为本文

                                           

1 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条例》（2019 年 3 月 28 日）规定，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四月中旬至十月中

旬；据《水利部关于明确汛期阶段划分有关事项的通知》（水防〔2024〕89 号）规定“南方片主汛期为 6

月至 8 月，北方片主汛期为 7 月至 8 月。防汛关键期均为 7 月 16 日至 8 月 15 日”，则主汛期过后到汛期

结束为汛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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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制定提供了技术参考。然而，至今国家层面尚未印发相关技术导则，

水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方案编制工作缺少权威的指导文件。此外，

国家试点多为北方以发电为主的水库，其调度经验并不完全符合于广

东省实际情况。 

近年来，省水利厅高度重视水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工作，围

绕 2020～2021 年抗旱保供水工作需要，部署开展了前期调研、试点

探索等具体工作，将其列入厅重点工作任务。调研发现，省内大部分

水库普遍存在汛期运行水位过低、不合理泄水的现象，多年平均有效

蓄水率仅为 61%，汛末存在 70 亿 m³兴利库容闲置，迫切需要围绕雨

洪资源利用优化水库汛期调度方式。从自然禀赋来讲，我省汛期暴雨

洪水存在显著季节性规律，主汛期以锋面雨和季风雨为主（俗称龙舟

水），汛末则主要为台风雨可预测性较高是蓄水关键期。因此，在保

障防洪安全前提下，结合气候特征实施水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

科学利用汛末来水提升水库有效蓄水率，对于提高枯水期抗旱保供水

能力十分重要。 

在全省水库已完成除险攻坚的背景下，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

加坚强的水资源保障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受 2020～2021 连续干旱

影响，全省各地围绕保障区域供水、生态用水等安全，开展水库汛末

运行水位动态控制的积极性高、需求大。若在省内选取安全性能好、

管理水平高、调蓄能力强的大中型水库，率先探索汛末运行水位动态

控制，至少可优化利用数亿的闲置库容，相当于启用数座大型水库。

然而，水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本身存在一定风险性，亟需根据我

省实际情况制定一个技术导则规范相关工作，指导水库汛末运行水位

动态控制方案及论证报告编制。 



 

4 

三、编制原则、框架、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3.1 编制原则 

（1）科学性原则。基于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充分考虑技术发

展趋势、社会效益等因素，确保本文件符合实际情况和科学原理。 

（2）公正性原则。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充分征求各

方意见，尊重专业技术人员的建议，确保本文件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3）协调性原则。本文件应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

行业标准相协调，还应注意与省内具体情况相结合，满足地方实际需

求。 

（4）可操作性原则。避免文件过于复杂难以理解，或过于简单

不符合实际。综合考虑实施成本与效益，确保明确指出适用范围与实

施要求，应易于操作，能够为操作人员提供明确指导。 

（5）定性定量相结合。本文件应充分结合定量可计算信息和定

性判断信息，采用不同处理方法提高分析结果可信度。 

（6）持续改进原则。随技术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应定期审查和

更新本文件，确保其始终能反映当前的最佳实践和技术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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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编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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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为加强中小洪水管理，科学利用汛末雨洪资源，提高省内大中型

水库汛末有效蓄水率，进一步发挥现有水库综合利用效益，规范水库

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工作，指导水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方案及

论证报告编制。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GB/T 1.1）基本框架，主要内容与确定依据如下：  

（1）范围。用于说明本文件的编制目的、适用范围、编制原则、

编制依据、编制要求，以及其与现行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衔接关系。1.2

条参照《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试点工作意见》（国汛〔2005〕7 号）

第三条2设置，结合广东省大中型水库建设情况有所修改；其余条例

参照《水文情报预报规范》（GB/T 22482）、《防洪标准》（GB 50201）、

《水库大坝安全评价导则》（SL 258）等国家标准与行业规范确定。 

（2）规范性引用文件。为保证本文件的有效性和完整性，在文

件中明确引用的国家或行业标准、技术规范、法规等。 

（3）术语。用于定义和解释本文件中使用的关键概念和专业名

词，以确保理解和应用的统一性。3.1 条参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

条例》（2019 年 3 月 28 日）第八条3确定；3.2 条参照《水利部关于

                                           

2 《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试点工作意见》第三条 水库开展汛限水位动态控制试点工作必须同时具备

以下条件： 

1、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发挥水库综合作用，提高水库洪水资源利用率。 

2、经安全鉴定为一类坝的大型水库。 

3、具备完善且运行稳定的水库水雨情测报、洪水预报调度等系统，有稳定且预报精度较高的洪水预报

方案。 

4、水库具备健全的管理机构、较强的技术力量和较高的管理水平。 

5、已按现行规程规范完成了水库汛限水位复核工作。 

3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条例》第八条 本身汛期一般为每年四月中旬至十月中旬。省人民政府防汛防

旱防风指挥机构根据雨情、水情，结合防汛工作实际确定并公布每年全省汛期起止日期。地级以上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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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汛期阶段划分有关事项的通知》（水防〔2024〕89 号）确定。 

（4）水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依据。用于说明水库论证与实

施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工作的一般条件、基础资料、防洪体系及相

关工程建设情况与水文气象情报与预报情况，主要确定依据有《水文

情报预报规范》（GB/T 22482）与《水库调度规程编制导则》（SL 706）。 

（5）实施水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的必要性分析。立足于水

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论证报告编制需求，从开发任务及综合利用

要求两方面说明水库实施动态控制的必要性，主要确定依据有与《水

库调度规程编制导则》（SL 706）。 

（6）实施水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的可行性分析。立足于水

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论证报告编制需求，从水库工程、上下游影

响区两方面分析水库实施动态控制的可行性，主要确定依据为《水利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SL 72）与《水库洪水调度考评规定》（SL 

224）。 

（7）水文气象预报精度水平及可利用性分析。从一般规定、短

期降雨预报精度水平、短期洪水预报精度水平及洪水预报信息可利用

性四方面，分析水库现有水文气象预报的精度水平，评估其是否可以

支撑水库开展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工作，主要确定依据有《水文情

报预报规范》（GB\T 22482）、《江河流域面雨量等级》（GB/T 20486）

与《降雨量等级》（GB/T 28592）。 

（8）设计洪水复核及汛期分期。针对设计洪水复核、汛期分期

及分期设计洪水，提出具体实施原则、控制指标、操作要求与方法，

主要确定依据有《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SL/T 278）、《水

                                                                                                                         

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机构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并公布本行政区域提前进入汛期或延后结束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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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 44）与《水库汛期水位动态控

制方案编制关键技术研究》（2015 年）。 

（9）水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方案制定。立足于水库汛末运

行水位动态控制实施需求，规范方案编制的一般规定、控制判别条件、

控制运行方式、控制运行方案及控制方案可行性评价内容，主要参考

《水库汛期水位动态控制方案编制关键技术研究》（2015 年）编制。 

（10）水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风险与效益分析。立足于水库

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方案比选，明确一般规定、风险因子识别、风

险评估、风险评价、风险控制措施及经济效益分析内容，主要确定依

据为《水库大坝安全评价导则》（SL258）、《防洪标准》（GB50201）、

《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SL 72）与《水库汛期水位动态控

制方案编制关键技术研究》（2015 年）。 

（11）附录 A（资料性）预报方案精度评定。用于说明洪水预报

误差、许可误差、预报误差统计及预报项目的精度评定计算指标与计

算方法，主要确定依据为《水文情报预报规范》（GB/T 22482）。 

（12）附录 B（资料性）水库洪水调度考评。用于说明水库洪水

调度考评项目、指标及标准，主要确定依据为《水库洪水调度考评规

定》（SL 224）。 

（13）附录 C（资料性）江河面雨量与单站降雨量等级划分。用

于说明江河流域面雨量等级划分与不同时段单站降雨量等级划分标

准，主要确定依据为《江河流域面雨量等级》（GB/T 20486）、《降

雨量等级》（GB/T 28592）。 

（14）附录 D（资料性）广东省水资源三级区部分选用站点多年

平均降水量月分配。用于支撑 8.2.3 条 d）项将多年平均连续四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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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降水量作为分期指标，主要确定依据为《广东省第三次水资源调

查评价》（2022 年 7 月）。 

（15）附录 E（资料性）不同风险主体相应风险事件的可接受风

险。用于说明典型风险事件、水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上游影响区

与水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下游可接受风险，主要确定依据为《防

洪标准》（GB 50201）。 

四、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等上位标准关系 

水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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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抗旱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大中型水

库汛期运用规定（试行）》等现行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在强制性标

准等上位标准基础上，结合省内实际情况，总结地方性特色规律、特

色指标与特色需求形成本文件。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1988 年颁布，2016 年修正），简称

《水法》，旨在合理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水资源，防治水害，实

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开展水

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工作有助于保障流域供水安全、提高水资源

利用率，符合《水法》中关于水资源利用和保护的基本原则。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1997 年颁布，2016 年修正），简



 

10 

称《防洪法》，旨在防治洪水，防御、减轻洪涝灾害，维护人民的生

命和财产安全。开展水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工作是在科学论证和

有关部门审批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保障防洪安全前提下，提高洪水资

源利用水平。因此，实施水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工作并不违反《防

洪法》第四十四条4，符合《防洪法》中关于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和

防御洪水的原则。 

4.3 综合利用水库调度通则 

《综合利用水库调度通则》（水管〔1993〕61 号），简称《通

则》为合理地科学地进行综合利用水库调度运用，保证水库防洪安全，

充分发挥水库的综合效益而制定，对水库调度运用指标和基本资料、

防洪调度、兴利调度、水文观测与预报、调度管理及工作制度等做出

规定，第四条 5、第七条 6、第十三条 7、第十六条 8、第十七条 9、第

十九条 10 与第二十条 11规定与水库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工作相关。 

本文件 1.3 条要求“坚持‘安全第一、统筹兼顾’原则，在满足

水库工程安全、服从防洪总体安排的前提下，根据上下游水文特性、

水文气象预报水平及开发任务主次关系，按照发挥水库综合利用效益

要求拟定汛末运行水位动态控制方案”符合《通则》第四条5、第七

条6与第十三条7规定。本文件 8.2 汛期分期、8.3 分期设计洪水与《通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四十四条 在汛期，水库、闸坝和其他水工程设施的运用，必须服从有

关的防汛指挥机构的调度指挥和监督。在汛期，水库不得擅自在汛期限制水位以上蓄水，其汛期限制水位

以上的防洪库容的运用，必须服从防汛指挥机构的调度指挥和监督。 

5 《综合利用水库调度通则》第四条 水库调度要在服从防洪总体安排保证水库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协

调防洪、兴利及各用水部门的关系，充分发挥水库防洪、蓄水兴利的最大综合利用效益。 

6 《综合利用水库调度通则》第七条 水库管理单位，要根据本通则并结合具体情况，编制本水库的调

度运用规程，按照隶属关系报上级主管部门审定。影响范围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重要水库，应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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