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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重庆市小水电站生态流量监管办法的

通知
渝府办发〔2022〕121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小水电站生态流量监管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 年 11月 1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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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小水电站生态流量监管办法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保护河流生态环境，规范小水电站生态流量监督管理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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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小水电站（单站装机

容量 5 万千瓦及以下）的生态流量监管工作。

小水电站生态流量，是指满足小水电站坝（闸）下游河道生

态保护要求、维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所需要的流量（水量、水

位）及其过程。

第三条 小水电站生态流量监管按照属地负责原则，由各区

县（自治县）和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

（以下统称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牵头，同级生态环境、发展改

革、财政、经济信息、能源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相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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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市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指导、督促区县开展小水电站生态

流量监管工作。

（一）水行政主管部门职责。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导、

督促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开展小水电站生态流量日常监管工作；

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开展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开展小水

电站下泄生态流量监督检查，切实加强小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日

常监管。

（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职责。市、区县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按权限严格开展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和环境保护设施监督检查，将

小水电站按要求泄放生态流量作为项目环评审批的重要条件和

流域水环境保护监管的重要内容。

（三）发展改革主管部门职责。市发展改革主管部门负责建

立反映生态保护和修复治理成本的小水电站上网电价机制，更好

地运用经济杠杆，推动小水电站修复、治理和保护水生态等有关

工作；区县发展改革主管部门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四）财政主管部门职责。市、区县财政主管部门分级负责

落实生态流量监管工作经费、监管平台建设与运营维护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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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济信息主管部门职责。市级经济信息主管部门负责

指导、督促区县经济信息主管部门配合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生

态环境部门对生态问题突出、社会反映强烈、整改措施不力的小

水电站进行挂牌督办。

（六）能源主管部门职责。市、区县能源主管部门按权限督

促小水电站业主将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和监测装置与主体工程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第四条 小水电站生态流量的计算应当依据《水利水电建设

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 SL525》《水利水电建设项目河道生态用水、

低温水和过鱼设施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试行）》（环评函〔2006〕

4 号）《河湖生态环境需水计算规范 SL／T712—2021》《水电

工程生态流量计算规范 NB／T35091》等技术规范，以小水电站

取水拦河坝（闸）处的河流断面作为计算控制断面，确保所有受

影响的河段均满足要求；同一小水电站有多个取水水源的，应分

别计算。

小水电站的生态流量，按照流域综合规划及规划环评、水能

资源开发规划及规划环评、项目取水许可、项目环评等文件规定

执行；上述文件均未作规定或规定不一致的，由有管辖权的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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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主管部门商同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定。其中以综合利用功能

为主或位于自然保护区的小水电站生态流量，应组织专题论证，

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确定。

第五条 小水电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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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变化或下游生活、生产、生态用水需

求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当及时调整并重新合理确定生态流量。

第六条 小水电站生态流量泄放设施，是指用于满足规定的

生态流量值的工程措施，包括水闸限位、闸坝开孔、坝顶开槽、

埋设管道、渠首开孔、生态机组泄放等多种方式。小水电站生态

流量监测装置，是指用于实时监测监控小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的

装置，包括视频监控装置、流量监测设施和数据传输等设备。小

水电站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和监测装置是小水电项目环境保护设

施，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设计、施工、运行管理相关规程规范及标

准。

第七条 新建、在建、改扩建小水电站，其生态流量泄放设

施、监测装置等设施设备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步验收、同时投产使用。下泄生态流量方案应包含下泄生态流量

标准、泄放设施、监测装置及接入监管平台方式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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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对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和监测装置不符合要求的已

运行小水电站，其业主应根据确定的生态流量，结合工程实际制

定生态流量泄放方案并组织实施、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

行。泄放设施的建设与运行不得对主体工程造成不利影响。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可采取改造引水系统或增设生态机组等措施，

确保小水电站稳定足额泄放生态流量。

第九条 小水电站应当连续稳定足额泄放生态流量，并保障

生态流量监测装置正常运行，真实、完整、连续地监测小水电站

生态流量泄放情况。生态流量泄放设施、监测装置因故损坏的，

应及时采取修复措施，确保河道生态流量达标、监测数据正常上

报。

第十条 小水电站生态流量监管平台，是指由多通道动态监

测装置、多线程接收系统、后台小水电站管理与预警系统等构成

的现代化信息集成应用平台。小水电站应按照要求向区县监管平

台传输监控监测数据，暂不具备通信网络传输条件的小水电站，

需每月拷贝视频监控（或截图）和流量监测数据至区县监管平台。

上传的图像、视频应包含电站名称、生态流量确定值、实时生态

流量泄放值、采样时间等信息。监管平台的建设和运行应按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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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小水电站生态流量监管平台技术指导意见

的通知》（办水电函〔2019〕1378 号）执行。

第十一条 小水电站业主是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和监测装置

设计、施工、运行、管理及维护的责任主体。主要职责包括：

（一）强化运行维护。制定下泄生态流量运行管理巡查制度，

落实运营维护单位和资金，保证泄放设施和监测装置正常运行。

安排专人定时进行巡视检查，发现故障和异常及时修复；不能及

时修复的要采取临时性措施，确保按要求下泄生态流量，并在

24 小时内书面向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备，特殊情况可以申请

延期，但延期时间最长不超过 48 小时。

（二）加强数据管理。安排专人负责管理上传监管平台的下

泄流量数据、图像、视频，确保上传数据真实，能如实反映小水

电站瞬时下泄流量，同时要定期将流量监测数据导出保存。鼓励

已获水利部命名的绿色小水电示范电站保存 5 年内生态流量监

测数据。

（三）建立调度机制。将生态用水调度纳入日常运行调度规

程，建立常规生态调度机制，保证河湖生态流量。当发生自然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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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时，按照区县政府制定的应急预案统一

调度。

（四）制定保障方案。因工程检修、自然灾害、电网特殊运

行工况等情况影响下泄生态流量时，应当制定保障生态流量工作

方案，向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书面报备后实施。

（五）主动接受监督。在小水电站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处设立

醒目的公示牌，公示内容包括小水电站名称、泄放设施类型、生

态流量确定值、监管单位及监督电话等，接受社会监督。

（六）回应社会关切。对监管部门提出的问题进行限期整改，

对社会监督等渠道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

第十二条 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牵头对辖区内小水电站泄

放设施、监测装置运行情况和下泄生态流量执行情况实施现场检

查和日常监管。

（一）开展日常监管。采取定期和不定期、暗访与明查相结

合的方式开展生态流量泄放专项检查。主要检查有无人为损坏、

堵塞泄放设施，是否足额泄放生态流量。不能判断生态流量是否

足额下泄时，应当委托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现场确认。对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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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发现的问题要建立问题整改台账，加强技术指导，确保问题整

改到位。

（二）强化重点监管。将下游存在敏感保护对象、电站大坝

与发电厂房间减水河段较长、历次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较多和已

确定为生态流量目标河流控制断面的小水电站纳入重点监管名

录，提出重点监管要求，定期开展线上抽查，每年枯水期至少开

展 1 次实地检查。

（三）加强平台管理。安排专人登录监管平台对在线监测和

就地存储数据进行抽查，检查历史视频是否能正常回放，抽查后

要形成工作台账备查。

（四）严格认定核实。通过上传或拷贝至监管平台的下泄流

量监测数据、图像、视频，对小水电站是否满足生态流量泄放要

求进行初步认定。对初步认定不满足生态流量泄放要求的，区县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相关单位进一步核实。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并报市水行

政主管部门备案后，可认定为小水电站满足生态流量泄放要求：

1．径流式或日调节小水电站坝址上游来水量小于确定的生态

流量且已按上游来水量泄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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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防汛抗旱需要或饮用水水源地取水等原因需停止下泄生

态流量的；

3．因工程修复、施工等原因导致小水电站确实无法执行下泄

生态流量相关要求的；

4．因不可抗力原因，小水电站无法下泄生态流量的。

第十三条 对不满足生态流量泄放要求的小水电站，由区县

水行政主管部门下发整改通知，督促整改到位；对生态问题突出、

社会反映强烈、整改措施不力的小水电站，由区县水行政主管部

门会同生态环境、经济信息主管部门挂牌督办，限期整改；涉及

违法的依法予以处罚。

第十四条 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监管信息公开机制，

及时公开生态流量监测信息、先进典型和违法违规行为，鼓励社

会公众监督小水电站生态流量泄放情况。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有权向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或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举报生态流量泄放问题线索；发现有关部门不

依法履行职责的，有权向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举报。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