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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工程水文气象计算手册》是为电力工程水文气象专业人员进行电力工程水文气象分析计算工作而

编写的，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电力工程水文气象分析计算的方法和主要经验，对原１９８１年版本作了修订和

增补。全书共有１１章和６２个附表，内容包括：水文气象查勘，水文气象观测，相关分析与频率计算，供

水水源，设计洪水，小流域设计暴雨洪水，泥沙与河床演变，工程气象，海洋水文，地下水源，核电厂水

文气象计算等。本书是电力工程勘测设计工具书，可供从事电力工程水文气象分析计算的科技人员使用，

也可供有关院校师生参考。同时，对与电力工程有关的水利水电、交通、铁道、城建、环保、工矿、农垦、

水文地质等部门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电力工程水文气象计算手册

　　　主持单位：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

主编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

参编单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

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

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

广西电力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

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



前　　言

为适应我国电力工程建设的需要，１９８１年原电力部电力建设总局组织华东、东北、西
北、西南、中南及北京 （华北）电力设计院等６个单位编写出版了 《电力工程水文勘测计算
手册》。１９９９年由国家电力公司电力规划设计总院主持，１２个电力设计单位参加，中南电力
设计院李世杞任主编、华东电力设计院姚忠道和电力规划设计总院沈道奋任副主编，当时完
成了 《电力工程水文气象计算手册》（报批稿），但未正式出版。近１０年来，随着科学计算
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日新月异，电力、水利、铁路、公路等部门的水文、气象
规范相继修编，水文、气象勘测设计新方法、新技术不断出现，原手册的一些落后的手工计
算方法大部分已经被相关规范弃用，对手册再一次进行修编尤其必要。２００９年中国电力规
划设计协会以 “电规协标 〔２００９〕９７号”文对手册再一次修编正式立项，项目编号为 “协
标－３号”，编写单位基本上为上次参加修编的单位。根据近年来的工程需要，主要增加了
泥石流查勘、水资源调查、水文气象观测、统计检验、水资源论证、城市再生水、矿区排
水、岩溶地区洪水、遥感、溃坝溃堤洪水、设计洪水的地区组成、应用地区经验公式推算小
流域设计流量、水温与水面蒸发散热系数、短历时暴雨公式、空冷气象、风力发电气象、太
阳能气象、架空送电线路气象、海岸的泥沙运动与岸滩演变、温排放数值计算、地下水源、
核电厂水文气象等内容。

本手册是在较系统地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力工程水文气象勘测计算方法和主要实践经
验，并学习了水利水电、铁道交通等部门最新规范及相关手册的有关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编
写而成。手册结合电力工程水文气象勘测特点大量采用了各部门现行水文、气象规范上介绍
的新方法，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电力工程水文气象查勘和计算问题，方法简明扼要，计算步骤
具体，并举例说明。全书分为水文气象查勘、水文气象观测、相关分析与频率计算、供水水
源、设计洪水、小流域设计暴雨洪水、泥沙与河床演变、工程气象、海洋水文、地下水源及
核电厂水文气象计算共十一章，内容全面翔实，针对性强，具有系统性和实用性。本手册是
电力工程水文气象工作人员的工具书，也可供其他部门从事工程水文、工程气象、给排水设
计、水文地质等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有关院校师生及水文气象专业合作单位参考。

本手册由桂红华任主编，饶贞祥、姚鹏、戴有信、秦学林、胡昌盛、李舜任副主编。参
编人员有刘德平、黄传华、马万里、姚伟东、姜典、张性慧、胡长权、欧子春、李卫林、田
启明、晋明红、尹亮、卢晓东、王起峰、谷洪钦、席占生、许轶、樊国瑞、黄成宗、梁水
林、连捷。

参加１９９９年报批稿编写而未参加本次修订的同志李世杞、姚忠道、沈道奋、王维新、
王有录、王庆安、朱伟、刘旭、刘琪、张洪亮、张晓英、严裕祥、陈兆斌、姚林修、钟正

勇、 钟孟仁 、赵家敏、聂先明、唐晖、徐兆斌、盛玉民、程慰增、熊海星、 廖祥林 、颜秉

铎等，为本书的编写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本次修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吉林省电力勘测设
计院作为１９９９年手册修编的参编单位为１９９９年报批稿完成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另外，在本



次修编过程中，张爱玲 （核安全中心）、伍宁 （长江水利委员会）、潘晓春 （江苏院）也做了
大量工作；长江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河海大学及全国各电力设计院等单位给我们
提供了许多参考资料，对本手册编写提出过不少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新版手册吸收了旧版本用户的反馈意见。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
请批评指正。

本手册由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归口管理，由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及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主编并负责解释，未经
授权许可，不得以任何手段和形式复制或抄袭。本手册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侵权必究。

联系人：汤莉莉 联系人：桂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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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　 水文气象查勘

水文气象查勘在电力水文气象工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无资料的情况下，调查往往是
重要的手段。在有一定资料的情况下，调查可以校核实测资料的可靠程度，可以弥补资料的不
足。在设计洪、枯水计算工作中，即使有了相当多的实测资料，调查历史洪枯水也可以起到延长
资料系列，并增强系列代表性的作用。

具体调查时，可根据工程具体情况进行单一项目或多项目的调查。

１．１　 枯 水 查 勘
１．１．１　 调查前的准备工作
（１）明确调查任务、调查河段的范围和内容。
（２）根据调查任务及流域开发情况，酌情搜集下列资料：

１）河段上、下游及邻近流域水文站历年枯水资料；

２）记载有流域内历史上干旱灾害及降雨情况的文献，如水利志、省县志等地方志；

３）测量资料：河段地形图、河道图、水准基面变动情况及换算关系，调查河段附近水准点
位置及高程。

（３）携带必要的工具仪器：流速仪，秒表，皮尺，红油漆，计算器具，三角板，专用表格，录
音、照相、摄影设备等。

１．１．２　 调查内容
（１）历史上发生干旱的年、月、次数及重现期。
（２）历史上发生各次干旱情况，包括干旱前后降雨情况，无雨日期，受灾程度，干旱持续时

间及干旱过程。
（３）干旱期枯水补给来源，河床质组成，有否发生河干或断流现象及其持续时间，有无河

床潜流，冬季有否发生连底冻。
（４）各次干旱年份的枯水位，标志水深，主流位置及流速、流向。
（５）发生枯水流量时上游的人类活动，如农业灌溉，工业用水及围堤、堵河等情况。
（６）北方河流枯水若出现在冬季，应了解封冻日期、冰厚、有效水深及上下游有无冰坝等

情况。
（７）水生植物的生长情况及其对枯水流量的影响。

１．１．３　 调查步骤

１．１．３．１　 枯水调查河段的选择
（１）调查河段应包括电厂取水点，要考虑水泵房可能变动范围。
（２）调查河段应靠近开发较早的居民点，人类活动频繁、河段内容易调查到可靠的枯水痕

迹者。
（３）调查河段应尽量顺直、稳定、冲淤变化较小。
（４）调查河段应尽量靠近诸如卡口、急滩及水工建筑物处。
（５）调查河段不宜过短，两枯水痕迹间应有一定距离。



１．１．３．２　 现场访问
（１）在历史悠久的老灌溉引水渠处，调查枯季引水情况、次数、历时、渠首水深变化情况。
（２）在年代久远的固定渡口处，调查枯季通航情况（通航吨位和吃水深），可否涉水，水深

情况及渡口位置有无变动、变动原因。
（３）在山区年代久远的水车或水磨处，了解枯季运转情况及水磨最小启动流量。
（４）在河边居民生活用水（如挑水、洗衣）的固定河沿处，了解枯季河边水深变化情况。
（５）历史上枯旱最长不雨时间，灾害情况。
由于历史最低枯水位发生在调查时的水位以下，因此在枯水调查中，应尽可能利用河流上

一些比较永久性的设施，如码头、桥梁、闸门、渡口等，在调查时可引导被访问者回忆这些建筑
物在发生历史最枯水位时的情况，裸露在水面以上或埋藏在水面以下的高度。

１．１．４　 枯水调查中的测量工作

１．１．４．１　 水位测量
由于历史枯水位均位于调查时水位以下，所以需先测出调查时水位，减去枯水标志水位与

测量时水位差，即得到枯水位标志高程。
如调查得到的是标志水深，则测算枯水位时，应考虑断面冲淤变化进行订正。

１．１．４．２　 横断面测量
（１）断面布设：用水文站水位流量关系推流时，可采用水文站基本水尺断面。用比降法推

流时，断面不得少于两个。
（２）横断面测量高度，一般应高于调查时水位，断面测点的控制，以能反映断面的变化为

准，并详细记录断面附近的河床组成、植被情况。在有可靠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可对断面进行必
要的修正，以便正确计算历史枯水流量。

１．１．４．３　 纵断面测量
纵断面测量包括河底线和测时水面线，测量范围应比调查枯水标志点分布的长度略长一

些，并包括推流计算断面。

１．１．４．４　 枯水流量测验和临时测站的设立
用比拟法推算枯水流量时，需在调查处（或沿河段）设立临时测站，观测水位和流量。流量

测验一般采用流速仪法，其技术要求见ＧＢ５０１７９《河流流量测验规范》，具体操作参见《水文测
验手册》，精度应不低于精测法要求。

１．１．５　 枯水流量的推求

１．１．５．１　 延长水文站枯水标记流量关系曲线法
若所调查的枯水标记靠近水文站，枯水发生在畅流期，河道冲淤变化较小时，可将调查所

得枯水位以河底比降或其他更合适的方法推算至水文站基本水尺断面，并将该站实测的水位
流量关系曲线加以延长，推出枯水流量。

水位流量关系曲线延长方法视下延幅度大小而定，若延长幅度不大，可顺趋势下延；若下
延幅度较大，需参照断面形状，找出断流水位作控制点，再进行下延，详见本书第４章。

若断面冲淤变化较大，需考虑冲淤变化值进行改正，冲淤变化值的调查方法见１．３．２．４
所述。

１．１．５．２　 水力学公式法
（１）在枯水调查河段下游如有天然的或人工控制断面，如急滩、卡口、石梁、堰、闸等，可采

用临界流公式或相应的堰闸等水力学公式推算历史枯水流量，详见公式（１．３－１４）、式（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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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５）、式（１．３－１６）及有关水力学书籍。
（２）如调查河段顺直，断面变化不大时，可按稳定均匀流推算历史枯水流量。均匀流公

式为：

Ｑ＝ １ｎＡＲ
２／３Ｉ１／２ （１．１－１）

式中：Ｑ── 流量，ｍ３／ｓ；

Ａ── 断面面积，ｍ２；

Ｒ── 水力半径，ｍ，宽浅河流（一般认为宽深比大于１０者）可采用平均水深代替水力
半径；

ｎ── 糙率，可用调查河段实测低水流量和比降，由水力学公式反求。若无上述资料，可
参照邻近水文站低水糙率选用；

Ｉ── 水面比降，尽量采用调查枯水比降；当不能正确确定枯水比降时，可参考河底比
降、低水水面线及低水时断面变化，综合分析确定。

断面要素Ａ和Ｒ，可采用单一基本断面的特征值，或采用调查河段上下两个断面的平
均值。

１．１．５．３　 比拟法
本法是假定出现历史枯水时的糙率和比降与调查时的糙率和比降相同，根据调查时实测

的流量、断面等水力要素反求出系数Ｋ 值，用以推求历史枯水流量。计算公式为：

Ｑ＝ １ｎＡＲ
２／３Ｉ１／２ ＝ＫＡＲ２／３ （１．１－２）

Ｋ ＝ １ｎＩ
１／２ ＝ Ｑ′

Ａ′Ｒ′２／３
（１．１－３）

式中：Ｋ── 系数，按公式（１．１－３）推求；

Ｑ′── 调查时的流量，ｍ３／ｓ；

Ａ′── 调查时的过水面积，ｍ２；

Ｒ′── 调查时的水力半径，ｍ；
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１．１．５．４　 实测水位流量关系法
本法是在工程地点设站观测短期水位和流量定出水位流量关系曲线，并以断流水位做控

制，进行低水延长，直接用调查历史枯水位查出枯水流量。

１．１．５．５　 上下游水位相关法
若在工程地点调查不到历史枯水标记，而在本河段上下游不太远的地点调查到枯水标记，

并能沿河施测若干断面的枯水流量，可建立上下游枯水流量关系，结合枯水流量沿程变化，确
定工程地点处历史枯水流量。

１．１．５．６　 地表水位与地下水位相关法
枯季径流大小，主要是依靠地下水补给，若能建立地下水位（如井水水位）与地表水位关

系，便可根据已调查到的最枯地下水位，推算地表水位。但本法影响因素复杂，定量较困难，有
待今后继续探讨。

以上各种方法确定的枯水位或枯水流量，在应用时要进行综合分析；对同一工程点的枯水
流量或枯水位，需用几种途径进行调查分析，对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要做全面细致的论证，以
保证历史枯水流量或枯水位的精度能满足工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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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７　 枯水流量确定中应注意的问题
（１）利用断面和调查枯水位计算枯水流量时，要注意调查时的断面与历史枯水发生时的

差异，包括河道的冲淤变化、深槽改道以及人为的影响，如挖沙、河道疏浚等。枯水流量一般很
小，断面的细小变化都会导致计算的枯水流量发生较大变化。因此，应通过认真细致的调查访
问，对断面进行还原。

（２）对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枯水流量资料，要注意是否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如水库截流、
跨流域引水、临时引水（筑坝引水或机械抽水）等。尤其是枯水系列中的特小值，应重点调查其
是否为天然情况的结果。如有影响，应进行还原分析计算。

１．１．６　 枯水重现期的确定
要准确估出枯水重现期Ｎ 值，是难以做到的，目前只能依据历史枯水发生的年代大致估

算，所以估算出的Ｎ 值相当粗略。具体处理时，通常有以下两种情况：
（１）当缺乏比较连续完整文献时，可根据老人记忆或较可靠的传说估计重现期，如根据老

人或前辈的年龄，减去记忆年龄。
（２）如果某次历史枯水发生年份以前的较枯情况不清，可以由该年迄今的时期内进行排

位；但若能判定该枯水是更远年以来的首位，就不宜把它作为自发生年份迄今首位枯水来处
理，而应排为最远考证年份以来的首位。如有可能应尽量在较长的考证期内进行排位。

１．１．７　 岩溶地区枯水调查
我国岩溶主要分布区集中于广西、贵州、云南东部，另外，鄂西、湘西、川东、山西等处分布

面积也较广。
岩溶地区河流，具有洪峰模数低，洪水过程线矮胖，径流年内分配稳定、均匀、洪枯倍比小，

汛枯季径流相关系数高，水量比较丰富等特点。
通常，岩溶地区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溶洞、漏斗、岩溶洼地等现象，河床上有时漏水和涌

水兼有，流域内地表水地下水往往交替出现，水文情况复杂。作枯水调查时，除了包括一般河道
枯水调查的内容以外，尚需根据岩溶地区的特点考虑以下调查内容和方法：

１．１．７．１　 调查内容及河段选择
（１）枯水流量调查河段应尽量靠近电厂取水口河段，计算枯水测流断面尽可能选在取水

口或取水口附近的上下游。
（２）河道查勘范围要长，调查取水口以上干支流河道落水洞、出水洞、河床漏水和泉水出

露情况。
（３）取水口枯期水源的组成部分，各部分的来龙去脉，可靠程度，流量大小，是否稳定。

１．１．７．２　 调查方法和步骤
（１）人员组成：由水文人员和水文地质人员共同组成。
（２）搜集资料：调查前广泛搜集该流域的水文查勘资料、水文地质资料、地形资料。
（３）访问：深入干支流沿岸村庄，了解取水口上游干支流上落水洞、出水洞的具体位置，河

床有否漏水及其位置，泉水出露地点，水量大小。历史上发生干旱年代，干旱情况，以及这些落
水洞、出水洞和泉水的来龙去脉的历史传说，洞内鱼类状况。

（４）分析：根据调查情况，结合水文地质构造及地形资料进行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提出河床渗漏的可能河段，落水洞的可能去向，出水洞和泉水的可能来源地，拟定水文测验计
划和连通试验方案。

（５）测量（测验）：根据调查和分析，作以下项目测量（测验）：调查枯水位，历史枯水推流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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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调查期枯水流量，可能漏水河段上下游枯期流量，落水洞、出水洞和泉水露头处枯期流量，
以及水质分析取样等。因岩溶地区枯期流量变幅较小，流量测验时尽可能地利用量水堰或量水
槽，用流速仪测流时应用精测法。

（６）连通试验：若电厂取水水源系由几股大的泉水组成，经过以上工作，尚不能对它们的
来源作出结论，或取水口上游河道有落水洞未查清落至何处，应本着因地制宜，勤俭节约的原
则，做一些连通试验，查清它们的来龙去脉。

１）在落水洞口投放谷壳，锯末粉，空玻璃小瓶（密封），黄泥浆水，煤油，柴油等，在可能的
出口处观测有否这些物品漂流；

２）投放化学试剂（如漂白粉、食盐、石灰等），在可能的出口处取样分析化学成分变化，或
进行观察对比；

３）若落水洞落下的水量可以改道排走，可以用截流法临时堵住落水洞口，在可能的出口
处测量流量的变化。也可做抽水试验来鉴定连通关系；

４）用荧光素（黄）及同位素（铬、氚等）进行连通试验。

１．１．８　 河网化地区枯水查勘
根据河网化地区的特点，枯水调查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河网内主要干流连通情况，沿程断面尺寸、河宽等变化，缩窄河段或卡口的位置。
（２）河网内主要干流流向及其变化、原因。
（３）取水河段冲淤变化情况。
（４）河网内可能作为主水源的枯水水情特点、对河网的补给情况。
（５）对电厂水源有影响的主要水工设施。
（６）选择各水源地至电厂的取水通道，推荐确定电厂取水河段。
（７）取水河道水源地枯水期入口处及电厂取水口计算断面的选择。
（８）计算电厂取水断面过水能力所需河道计算参数、糙率等的调查与实地测量。

１．２　 水资源调查
１．２．１　 城市及工业用水量调查
我国水资源十分匮乏，电厂用水量较大，且要求保证率很高，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建电厂，都

可能产生与其他工业用水和农业用水的矛盾，因此要把城市和工农业用水的现状和规划情况
调查清楚，为解决用水矛盾提供准确的基础资料。

１．２．１．１　 城市及工业用水量调查的内容
（１）用水单位名称，用水量（日、月或年的）、用水目的、用水时间、用水过程、用水标准。
（２）用水单位取水口位置（或取水井位置）、高程，取水方式及过程，取水设备能力。
（３）排水口的位置、高程，排水量和排水方式、时间、过程。
（４）规划增加的用水量、过程及其实施计划。

１．２．１．２　 调查中应注意的问题
（１）对用水单位提供的取（用）水量值，注意是否过大或偏小。必要时，可向管理取水的人

员直接了解情况。
（２）规划用水资料注意是否通过了有关部门的审查，未经审批的规划，一般不可作为正式

资料。
（３）有的地方工业发展迅速，用水量增长很快，也有的工矿企业因已经或将要调整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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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减少了取（用）水，调查时应予注意。

１．２．２　 农业用水量调查

１．２．２．１　 农业用水量调查的内容
（１）现有的土地面积、灌溉范围、灌溉面积（分地表水和井灌面积）、复种指数、作物种类。
（２）灌溉制度，综合的灌溉定额、实际灌溉用水过程。
（３）灌溉用水的标准、分配原则、不同设计标准下的灌溉用水量年内分配。
（４）渠系布置情况、渠系渗漏情况（渠系水利用系数）、田间回归水量、尾水排水位置、渠首

取水方式、取水设备能力。
（５）灌溉用水规划情况，增加的灌溉面积及其年内用水过程，规划的实施计划。

１．２．２．２　 调查中应注意的问题
（１）从某些水利管理部门搜集到的灌溉用水量与实际用水量可能有一定差异，在调查时

应尽量搜集最基层水管部门的实际资料，以便对照使用。
（２）灌溉方式的改变，使前后农业用水资料的基础不一致，应区别使用。目前较先进的灌

溉节水措施（如喷灌、滴灌）正在逐步推广，在调查规划灌溉用水量时要注意这个问题，大面积
地采用节水灌溉方式，对电厂用水是有利的。

１．２．３　 城市自来水调查
随着空冷技术的普遍应用，发电厂的需水量大幅度减少，使得用城市自来水作为发电厂的

主水源或备用水源或补充水源成为可能。当发电厂以自来水作为主水源或备用水源或补充水
源时，需要对城市自来水的供水情况进行调查了解，而不能仅满足于供水协议。

１．２．３．１　 城市自来水调查内容
（１）自来水供水机构的性质（独立企业、政府下属部门），这和发电厂业主与谁签订供水协

议有关。供水水源，大体可分为地表水和地下水两大类。
（２）城市人口的现状、未来变化趋势及生活用水量变化情况。自来水现状及未来可能的供

水能力。供水系统可能的接水点与发电厂的位置关系。
（３）供水水源为地下水时，需要调查以下内容：

１）地下水的汇水面积，补排关系；

２）水源地区域内地下水位变化情况及趋势，漏斗面积的大小及发展趋势；

３）水源地区域内其他水井的取水量变化情况，取水层与自来水取水层的关系。
（４）供水水源为地表水时，需要调查以下内容：

１）取水河段的枯水量情况，有无断流，保证率９７％ 时的枯水量；

２）保证率９７％ 的枯水位与取水管口的关系；

３）取水河段的冲淤变化情况及变化趋势，有无取水管口脱流或淤死情况。
（５）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取水量及其有效期。

１．２．３．２　 调查中应注意的问题
（１）要注意从专业技术方面分析发电厂取水的可能性及合理性，避免各方面的干扰。
（２）搜集的资料既要重视其历史性，更要注重从发展的眼光来充分分析，同时要注意国家

产业政策的变化对取水可能性及可靠性的影响。

１．２．４　 城市再生水调查
随着淡水资源的日益紧张以及国家对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各地中小城市及开发区也逐

步建立起污水处理厂。采用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的再生水作为电厂主水源符合目前的国家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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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也是充分利用水资源的重要方式。
（１）对于已建的污水处理厂，重点调查如下内容：

１）污水水源情况。如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数量及比重，工业企业的类型（化工、机
械、……），污水管网铺设覆盖范围和收集能力；

２）污水处理厂处理工艺及再生水水质，排放标准，再生水排水量，是否达到了设计处理
能力；

３）再生水的季节及日变化情况（尤其是生活用水占比重较大时），作为选择电厂厂内蓄水
池容量大小的参考；

４）再生水各用户水量分配情况，剩余水量是否满足电厂需求；

５）污水处理厂距电厂厂址距离、方位。
（２）对于规划的污水处理厂，重点调查如下内容：

１）规划的污水水源情况。如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数量及比重，工业企业的类型（化工、
机械、……），计划污水管网铺设覆盖范围和收集能力；

２）规划污水处理厂处理工艺及再生水水质，排放标准，设计处理能力；

３）规划设计阶段，是否通过评审（审查），有无上级（一般需要省一级）的批准文件，建设资
金是否落实，计划开、竣工时间；

４）规划的污水处理厂距电厂厂址距离、方位。

１．２．５　 矿井排水调查
这里主要是指煤矿的排水。煤矿开采方式主要有露天开采和矿井开采，排水量的大小和持

续排水能力与开采方式有关，更与水文地质条件有关，即水量的补给条件有关。
（１）对已建的露天开采矿，需要调查了解如下内容：

１）降水管井的数量、分布情况、运行情况、排水量大小及运行以来的排水量变化情况；

２）排水是否集中排放，排水点距电厂厂址的距离；

３）建矿时的水文地质报告。实际运行情况与设计条件是否一致；

４）矿区周边地下水位变化情况。若周边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则说明地下水补给条件不好，
排水量也会逐渐减小，甚至达到不可逆的程度；

５）矿的储量及预计开采年限，是否满足电厂使用年限。
（２）对规划的露天开采矿，需要调查了解如下内容：

１）与矿区建设配套的水文地质报告。其中重点是了解其设计排水量，注意其目的是为保
证正常开采所需要设置的排水能力；而对电厂而言，关心的是其最小的排水量。绝对不能以水
文地质报告中的设计排水量作为电厂的可用水量，要与水文地质专业人员协商确定电厂可用
水量；

２）矿的储量及预计开采年限，是否满足电厂使用年限；

３）矿区排水点距电厂厂址的距离。
（３）对已建的矿井开采矿，需要调查了解如下内容：

１）矿井的实际排水量和排水点。一般矿井的排水是分散的，而且矿井下多设有贮水箱或
集中池，水蓄到一定量时启动排水设施，排水不是连续的。需要了解各排水点的排水间隔时间
及排水量，各点排水是否可以集中；

２）矿区各点总排水量及其季节变化情况，重点是最小排水量；

３）矿井各排水点（或集中后的排水点）距电厂厂址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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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洪水及内涝查勘
１．３．１　 调查前的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包括明确工作任务，搜集资料，必要的仪器工具及用品。
（１）根据任务情况，应酌情搜集下列资料：

１）流域特性资料：流域水系图、工程地点附近河道比降、地形、土壤和植被情况等；

２）测量资料：调查河段的大比例尺地形图、河道图、水准点、三角点及标高换算关系等资
料（这项工作可由测量人员负责）；

３）水文资料：附近水文站的考证资料，历年洪水位，洪峰流量，水位流量关系曲线，比降、

糙率等；

４）实测暴雨及气象分析资料；

５）有关部门的现有洪水调查资料、地方志及水利历史文献等。
（２）仪器及用品包括水准仪、经纬仪，照、录像设备及文具用品等。

１．３．２　 历史洪水的调查访问

１．３．２．１　 调查步骤
（１）选择调查河段：调查河段应包括工程点及其可能的变动范围，尽量选择在老居民点和

洪水痕迹较多的河段。

在满足以上要求的前提下，还要照顾到测量工作方便和推流方法对河段的要求。为此，所
选择的河段应比较顺直，河床比较稳定，控制条件良好，没有大的支流汇入，没有回水、分流和
壅水现象。

（２）访问：访问工作是决定历史洪水成果质量的关键。访问的内容包括洪水发生年份、日
期、洪水位、洪水过程以及相应的降雨情况、河道情况等。访问应结合历史上发生的较大事件及
群众最易记忆的事件来启发。访问时尽可能多访问一些群众，对关系重大的洪水如有矛盾，应
结合上下游或干支流作深入调查，合理判断。调查访问时调查人以两人以上为宜，访问的情况
应尽量用群众原话或原意如实记录，并在现场仔细检查。

１．３．２．２　 洪水发生年份及日期的调查方法
（１）结合历史上发生的较大事件来联系，如水、旱、虫灾、战争等，往往给群众造成极深印

象，可以联系到当时的生活情形来推算洪水发生的时间。
（２）结合群众最易记忆的事件来联系，如年龄、属相、结婚、生孩子、死人、塌房子、搬家、庙

会、收成好坏等，使其联系至涨水情况，进行推算，找出洪水发生年份。在结合群众婚、生、丧等
大事调查时，应尽可能多找些旁证材料，以落实洪水发生的时间。

（３）由民谚、刻字、记水碑、碑文、报刊、历史文献、老人账本、日记及修庙、建桥的碑文中来
了解。洪水碑文一般可从古建筑物的门边、墙壁、屋柱、基石、石碑上面寻找，有时在渡口的天然
岩石的石壁上也能找到。

（４）根据上下游及邻近河流的历史洪水年份来间接确定。有时群众对祖辈传说的历史特
大洪水，只能说出大体年代，具体年份说不确切，此时可根据上下游及邻近河流的资料来间接
确定。

１．３．２．３　 洪水痕迹的调查
（１）洪水痕迹的位置应尽可能选在顺直河段，两洪痕点间的距离不宜过长。当调查河段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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