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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安徽省小水电站生态流量监督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皖水农〔2022〕46号

蚌埠、六安、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水利（

水务）局、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

局、林业局：

现将《安徽省小水电站生态流量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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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水利厅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安徽省林业局 安徽省能源局

2022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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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小水电站生态流量监督管理办法

( 试 行 )

第一条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小水电站生态流量监

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 保

护法》《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农业 农

村部能源局林草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小水电分类整改工作的意

见》(水电〔2021〕397 号)《水利部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长江经

济带小水电站生态流量监管的通知》(水电〔2019〕241 号)《水

利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小水电站生态流

量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办水电〔2021〕382 号)等，结合本省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单站装机容量 5 万千瓦及以下的

小水电站生态流量监督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中的生态流量，是指满足水电站坝(闸) 下

游河道内生态保护要求、维持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所需要 的

流量(水量、水位)及其过程。小水电站生态流量应当依据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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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部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长江经济带小水电站生态流量监 管

的通知》(水电〔2019〕241 号)规定的标准和程序，由水行政主

管部门商同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确定。

第四条 小水电站应当将生态用水调度纳入日常运行调度

规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严格遵循水量调度原则，建

立常规生态调度机制，保障河湖生态流量。

第五条 小水电站生态流量实行属地监管为主，由水行政

主管部门牵头，发展和改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

、林业、能源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相关工作。小水电站业

主是生态流量泄放的责任主体，负责生态流量 泄放设施和监测

(监视)设施的建设、运行、管理和维护，保障生态流量泄放设施

和监测设施的正常运行。

第六条 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以河流或县级区域为单元，对小水电站生态流量泄放效果进行

不定期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动态调整。生态流量调整应报

原核定单位批准。

对于取水口水文情势或取水工程功能发生变化的，如上游

新建或拆除水利水电工程、实施跨流域调水等造成来水发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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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变化或下游生活、生产、生态用水需求发生重大变化等，应

当重新核定生态流量。

第七条 小水电站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设

计、施工、运行管理规程规范及标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

通过改造引水系统、输水系统、泄水系统或增设生态机组等措

施，保障水电站稳定足额泄放生态流量。

第八条 生态流量监测断面现场设立生态流量公示牌，公

布电站名称、泄放流量设施类型、生态流量确定值、责任单位

、监管单位及监督电话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第九条 小水电站应在动态视频的基础上安装流量计，不

具备安装流量计条件的小水电站，须安装无节制生态流量泄放

装置，采用动态视频监视。监测设施原则上采用电网供电和光

纤、宽带通讯方式；对采用太阳能供电的，太阳能板容量应能 满

足 24 小时不间断供电和阴雨天供电需求；采用无线网络传输的

，应保证数据传输连续性。

第十条 小水电站生态流量监测设施应当符合水文测报、

生态环境监测相关技术标准和监控数据传输规范，具备数据采

集、上传等功能，视频和照片应能够看清各出水口位置和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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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夜间泄放应清晰可见。生态流量数据和照片应在现场自

动备份 3 个月。

第十一条 小水电站生态流量数据传输的时间间隔不得低

于15分钟1次；视频应按照要求实时传输；照片时间(含无节 制

泄放电站)不得低于 60 分钟 1 次。照片应叠加电站统计代码 与

名称、生态流量核定值、实时流量数据(安装流量计的电站)及时

间信息等内容。

第十二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小水电站生态流

量监管平台技术指导意见》要求，建设生态流量监管平台，具

备实时泄放视频查看，监测数据和图像采集、统计、存储、调

取等功能。

第十三条 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国家和省相关规

定，逐站组织编制小水电站生态调度运行方案，按照“兴利服 从

防洪、区域服从流域、电调服从水调”的原则，统筹协调上 下

游水量蓄泄方式。当小水电站取水处的天然来水小于或等于 生

态流量时，天然来水流量应当全部泄放；当来水小于生态流 量

与最小引水发电流量之和时，优先保障生态流量，必要时还应

当停止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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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依据小水电站上传的生态流量监测信息，县水

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评价生态流量泄放是否达标。采用流量计加

动态视频的小水电站，小水电站日平均下泄流量不小于生态流

量核定值为当天达标，月达标天数占当月评价总天数(扣除免

考情形)的比值不低于 80%,月度评价结果为达标，否则为不达 标

。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每月 5 日将上月考核结果报市水行政主管

部门备查。

采用无节制泄放和动态视频监控的小水电站，根据上传至

监管平台的生态流量泄放照片和视频，由县水行政主管部门逐

日审核后认定该月是否达标，每月 5 日将上月考核结果报市水

行政主管部门备查。

第十五条 出现下列情形的，小水电站业主报县水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后，可以免考：

(一)小水电站坝址上游来水量小于生态流量核定值，且水库

水位低于死水位，已按来水量泄放的；

(二)因防汛抗旱、应急调度和供水灌溉等需要，县级以 上

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或水行政主管部门通知停止泄放

生态流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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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遭遇地震、台风、暴雨等不可抗力原因造成小水 电

站泄放设施或监测设施损毁，限期修复时间内无法下泄生态流

量的或无法监测下泄流量的；

(四)经批准的工程施工、修复、机电设备维修等原因导致小

水电站确实无法下泄生态流量的。

(五)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同意的其他情形。情形解

除后应立即恢复考核。小水电站业主应当建立免考台账。

第十六条 省水利厅每季度对各市小水电站月度下泄生态

流量情况进行通报，每半年进行一次评价。评价结果分为合格

、不合格两个等级：合格：辖区内 85%(含)以上的小水电站考核

达标。不合格：辖区内 85%以下的小水电站考核达标。小水电

站考核达标指半年内达标天数占评价天数(扣除免考天数)的比

值不低于 80%。

第十七条 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监督检查工作需

要，建立重点监管名录，将下游存在生态保护对象、厂坝间减

水 河段较长、历次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较多的小水电站纳入重

点监管名录，提出重点监管要求，随机开展线上或线下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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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对监督检查和考核中发

现的问题，及时进行通报，落实闭环管理，依法依规督促限期 整

改，逾期不改正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

民 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必要时建议

电 网限制或禁止其发电上网。小水电站生态流量管理工作纳入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河湖长制考核范围。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