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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潖江生态流量保障实施方案

潖江是北江一级支流，流域集雨面积为 1386km2（其中清远市境

内 1059.7km2，广州市境内 326.3km2），干流河长 82km，平均坡降

为 1.74‰。发源于佛冈县水头镇上潭洞的通天蜡烛（海拔 1047m）

南侧，流域地形以低山为主，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河水向西流，与

四九河、黄花河、潖二河、高桥水等支流会合后于清城区江口汛汇

入北江。其下游为北江的滞洪区，亦称潖江蓄滞洪区。流域多年平

均径流深 1472mm，径流量 20.40亿 m3。

潖江流域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生态

用水保障面临较大压力。为切实加强潖江生态流量保障工作，维系

和改善河流生态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有关政策法

规，制订本方案。

一、生态功能定位

潖江流域水生态功能类型为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水体

自净、水土保持，具有较为丰富的水生生物资源，有区县级湿地公

园 1个——佛冈黄花湖湿地公园，面积 62公顷。

二、生态流量保障原则

（一）尊重水文自然规律

（二）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三）统筹“三生”用水

（四）合理可行、强化监管



2

三、主要断面生态流量保障目标

综合流域上下游协调、河流生态保护用水需求，考虑潖江流域

生态保护与水量调度管理要求，同时与《清远市水资源保护规划》

相衔接，潖江生态流量控制断面选取大庙峡（二）站基本水尺断面

（下称大庙峡站）作为潖江生态基流的控制断面。按照生态流量计

算规程，确定大庙峡断面生态流量保障目标、调度管理目标为

4.42m3/s，责任对象为佛冈县。

表 1 潖江流域大庙峡控制断面生态基流与调度管理目标 单位：m3/s

控制断面
生态流量

保障目标

调度管理

目标

水生态保护

对象
断面性质 责任对象

潖江 4.42 4.42 生态基流 考核断面 佛冈县

四、生态流量管控措施

（一）不同来水频率调度规则

经大庙峡站天然径流量分析，潖江流域控制断面大庙峡断面在

汛期基本满足生态用水需求，故潖江流域生态流量调度计划将与流

域内水文年枯水期的水量调度计划保持一致，即重点考虑枯水期的

调度

1、来水频率 P≤90%年份调度方案

调度期内预报来水频率 P≤90%时，启动平水、平偏枯年份调度

方案。根据流域雨水情和用水需水，在确保控制断面径流过程达到

控制流量要求前提下，流域内水库通过自主调度的方式合理增加下

泄流量，确保生态平衡。平水年期间因基本满足断面生态流量的用

水需求，采用“总量控制”的调度思路，保证控制断面生态基流。偏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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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枯水年期间，在优先确保生活、环境、工业和农业等用水需求且

不得对上游来水私自截流拦泄蓄础上，对断面实施生态补水，以使

断面流量维持在生态基流 4.42m3/s以上。

2、来水频率 P＞90%年份调度方案

大庙峡断面遇特枯水年份，预报枯水期来水频率 P＞90%时，预

计控制断面流量会降至生态基流以下，为提高生态流量的的达标率、

满足生态水量的用水需求，断面采用“动态联合调度”的调度思路，尽

可能保证控制断面月均流量不低于管控目标，保障生态水量的安全。

首先为减少水文不确定性等因素带来的风险，对全流域河道采取节

水措施，通过适当减少用水量，按农业、工业和生活次序供水，先

限制或暂农业灌区用水，必要时限制工业、生活用水，使断面月均

流量控制在管控目标之上。原则上工业、生活用水破坏深度均不超

过 30%，农业用水破坏深度不超过 50%。其次，流域内水库根据规

定合理安排汛期调度，在后汛期及汛后进行洪水调蓄，尽量增加水

库有效蓄水量以为枯水期调度提供充足的生态补水量。最后对流域

内中小型水库开展动态联合调度，视控制断面流量情况进行控泄，

保证枯水期期间断面流量大小控制在生态基流目标之上。

（二）常规调度管理

1、将生态流量保障要求纳入调度计划一并实施

按照跨县河流水量调度管理要求，清远市水利局每年调度期开

始前，开展年度流域水情预测，会同相关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潖江流域年度水量调度计划，并将生态流量保障要求纳入调度计划，



4

报上级批复后，下达相关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水工程管理单位执

行，并报市三防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2、年度调度计划和实时调度指令相结合

根据控制断面预报来水、水库蓄水情况、流域用水需求等因素，

每月末对调度期取水计划、水库下泄流量要求进行动态调整、滚动

修正。当控制断面发生预警时，应加密雨水情预测，做好实时滚动

方案，流域内各水工程按实时调度指令运行，保障大庙峡控制断面

生态流量，按优先满足生活用水，兼顾农业、工业、生态用水的原

则进行保障。

（三）应急调度管理

当清远市潖江流域遭遇特枯来水或连续枯水年，或发生水污染

等突发事件危及供水安全、生态安全时，可视流域内中型水库蓄水

情况，根据需要进行应急调度。水量应急调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突发事件应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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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防汛防

旱防风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应急水量调度方案执行。

（四）河道外用水管控要求

调度期内预报来水频率 P≤90%时，潖江流域所在区域的各主要

取水户必须严格执行取水许可管理等有关规定，按取水计划控制，

必要时限制农业取水，农业用水破坏深度原则上不超过 50%。调度

期内预报来水频率 P＞90%时（即遭遇特枯来水年份），潖江流域所

在区域应积极采取节水措施，按优先满足生活用水，兼顾农业、工



5

业、生态用水的原则进行保障。各主要取水户须按照水行政主管部

门的管理要求取水。

五、生态流量监测预警方案

（一）监测方案

1、监测内容

生态流量监测包括控制断面监测、上游水库监测。控制断面监

测以大庙峡（二）水文站为依托，对断面的水位、流量进行实时监

测。放牛洞水库监测主要以水库水文监测设施为依托，对入库流量、

出库流量、水库水位、水库蓄水量等进行实时监测。

2、监测方式

对于已建成的水文测站、水库按照年度报汛报旱工作基本能满

足生态流量监测要求，生态流量监测沿用原有或规划的监测方案。

（1）水文测站

大庙峡（二）水文站建成时间较早，水文测验设施运行稳定，

水文站断面的水位、流量的监测频次基本能做到逐时观测。当自动

观测设备无法使用时启动人工观测方式，监测频次按四段制。当控

制断面生态流量不足时需要进行加密观测。

（2）主要水库

放牛洞水库建成时间较早，水文测验设施运行稳定，水库水位

的监测频次均能做逐时观测，入库流量、出库流量、水库蓄水量等

均能做到逐日获取数据。但仍需按国家有关标准，建设完善生态流

量监测设施。当控制断面生态流量不足时需要进行加密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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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报送

对于已建成水文测站、水库，按年度报汛报旱工作基本能满足

生态流量监测数据的报送要求。原则上按年度报汛报旱工作的要求，

执行《水情信息编码标准》（SL330-2011），各测站采用 8位测站编

码，就近纳入水文部门信息报送体系，数据报送以自动报送为主，

当无法使用自动报送时启用人工报送。流域机构管理的水文站点向

水文部门同步共享水文监测数据。

（二）预警方案

1、预警层级

设置 3 个预警级别，紧急程度由高至低依次为红色预警、橙色

预警、蓝色预警。

2、预警阈值

主要控制断面的预警阈值以生态基流为基准，参照《关于印发

2019 年重点河湖生态流量（水量）保障实施方案编制及实施有关技

术要求的通知》（水总研二〔2019〕328 号）的技术要求，按比例

进行设置，对应预警层级共设置 3 条阈值线。预警阈值按照生态基

流的 120%、100%和 80%设置，对应预警等级分别为蓝色预警、橙

色预警和红色预警。不同预警等级下预警流量控制指标见下表。

表 2 大庙峡（二）站主要控制断面预警流量指标 单位：m3/s

序号 控制断面 生态基流 蓝色预警 橙色预警 红色预警

1 大庙峡（二） 4.42 5.30 4.42 3.54

当监测 7 天日均流量小于等于蓝色预警阈值，但大于橙色预警

阈值时，触发蓝色预警；当监测 1天日均流量小于等于橙色预警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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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但大于红色预警阈值时，触发橙色预警；当监测 1 小时平均流

量小于等于红色预警阈值时，触发红色预警；当预报 7天日均流量

相应层级的预警阈值时，解除该层级预警。

3、预警平台

水行政主管部门为监管责任主体，主导生态流量预警工作，根

据水情预报结果每周进行生态流量预警分析判断，按照表 5-1进行预

警判断、定级，重点关注非汛期（每年 10月至次年 3月）。当需要

发布预警时，水行政主管部门向有关部门和主要控制性工程管理单

位发布预警信息与下达调度指令。一般情况下，根据生态流量保障

的紧急程度，按蓝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的顺序逐级发

布预警信息。

4、预警响应

当触发生态流量预警时，水行政主管部门综合雨水情预报、水

库蓄水、经济社会用水等因素，在水量调度方案基础上制定实时调

度指令并下达执行。组织管辖范围内的水量调度，必要时启动河道

外经济社会去取用水管控，保障主要控制断面生态流量，最后形成

执行情况报告并报送流域机构。原则上逐级发布蓝色、橙色、红色

预警后，需要对应启动 III、II、I级生态流量保障调度，由流域机构

下达实时调度指令。

（1）III级生态流量保障调度

当大庙峡（二）断面流量降至 5.30m3/s出现蓝色预警时，启动

III级调度，加强全流域雨水情滚动预报与控制断面流量监测，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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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未来雨水情形势与流域内取用水需求等因素，合理调整放牛洞

水库的运行计划，维持大庙峡（二）断面的生态流量保持相对稳定。

（2）II级生态流量保障调度

当大庙峡（二）断面流量降至 4.42m3/s 出现橙色预警时，启动

II级调度，加强全流域雨水情滚动预报与控制断面流量监测，合理控

制断面以上的农业取水；优化调整放牛洞水库的运行计划，保障断

面流量不再继续减少并逐步回升至 4.42m3/s 以上。

（3）I级生态流量保障调度

当大庙峡（二）断面流量降至 3.54m3/s 出现红色预警时，启动

I级调度，加强全流域雨水情滚动预报与控制断面流量监测，严格按

照流域机构指令执行流域水量统一调度，全面加强断面以上河道外

用水管控，合理控制跨流域引调水以及断面以上生产、生活取用水。

采取加大补偿水库下泄措施，确保红色预警尽快解除，断面流量尽

快回升至 3.54m3/s 以上。

5、预警解除

当预警响应后，控制断面前 7 天平均流量大于阈值时，水行政

主管部门发布生态流量预警解除信息。

六、责任主体及考核要求

（一）各方责任

为了确保大庙峡控制断面生态流量保障措施能够有效落实，需

要对生态流量保障的责任主体进行界定，落实相关主体责任。

1、清远市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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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水利局主要负责制定清远市潖江生态流量保障实施方

案，负责协调、监督、调度指挥各相关地区和单位做好清远市生态

水量调度等工作，落实潖江生态流量的监督、管理、考核。

2、清远市生态环境局

清远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全市河流水污染防治工作，开展生态流

量保障控制断面所在水功能区水质监测，加强对各地河流水环境治

理的监督、指导。

3、广东省水文局清远水文分局

广东省水文局清远水文分局协助和支持做好潖江流域生态流量

保障工作，包括水情预报、预警的发布，按职能做好水文观测，及

时通报相关数据，加强断面水文数据的监测频次。

4、相关县级人民政府

佛冈县人民政府为行政管辖范围内落实生态流量保障目标的责

任主体，要把保障生态流量目标作为硬约束，严格流域和区域取用

水总量控制，严控河湖水资源开发强度，加大过度开发河湖退水还

河还湖力度。通过组织相关部门落实生态流量管控措施，保障行政

管辖范围内控制断面的生态流量要求。同时要协同清远市水利局开

展生态流量保障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5、县区水利局

佛冈县水利局主要负责组织实施清远市水利局下达的潖江流域

枯水期水量调度方案或调度指令；加强流域统一调度，指导水工程

管理单位将生态流量保障目标要求纳入工程调度规程，优化工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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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方式和运行管理，加强控制性工程水量调度管理，监督落实拦河

水工程生态流量泄放，加强河道外取用退水管控，加强节约用水管

理，协同清远市水利局开展本辖区内生态流量保障的日常监督管理

工作。

7、水库

放牛洞水库：应下达的调度指令执行生态调度、保障流域控制

断面生态流量，并接受监管责任主体与保障责任主体的监督检查。

表 3 清远市潖江大庙峡控制断面日常调度管理达标情况统计

河流 潖江

控制断面 大庙峡

调度管理目标（m3/s） 4.42

1 月

最小流量（m3/s）

未达标天数（天）

发生时间

2 月

最小流量（m3/s）

未达标天数（天）

发生时间

…….

最小流量（m3/s）

未达标天数（天）

发生时间

（二）考核办法

1、考核断面

清远市潖江生态流量保障考核评价断面为大庙峡断面。

2、评价指标和评价时长

对考核断面生态基流保障情况进行考核，考核指标原则上为生

态基流的日均流量满足程度，生态基流满足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S=N / n



11

式中：S——生态基流的日均流量满足程度，%；

N：评价时段内大于等于生态流量保障目标的天数；

n：考核时段的总天数；当发生突发水污染等应急突发事件或防

汛调度期间，按有关规定执行。

3、考核评价标准

以考核断面的实测日均流量系列为样本数据，根据生态基流的

日均流量的满足程度进行考核评价。生态基流的日均流量满足程度

应大于 90%。

4、考核评价结果

根据枯水期来水保障率确定考核评价标准，考核评价结果分为

“合格”与“不合格”2 种，生态基流考核评价合格标准见下表。

枯水期来水频率 P≤90%时：生态基流的日均流量满足程度 S 大

于 90%，考核结果为合格；生态基流的日均流量满足程度 S 小于等

于 90%，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枯水期来水频率 P>90%时：生态流量允许破坏。

表 4 生态基流考核评价合格标准

枯水期来水条件 考核指标 判断标准 考核结果

P≤90%
生态基流的日均流

量满足程度

S>90% 合格

S≤90% 不合格

P>90% 允许破坏 /

表 5555 潖江大庙峡断面生态流量年度考核统计

河流 潖江

控制断面 大庙峡站

生态流量指标（立方米每秒）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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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 潖江

控制断面 大庙峡站

年度保证情况

总考核天数

总达标天数

未达标天数

日保证程度（%）

当考核断面的年度考核不合格时，应组织调度执行单位，根据

实际情况分析断面生态流量不满足的原因，并提出相应整改措施，

形成书面报告。

七、保障措施

（一）落实责任。有关县级人民政府和单位要将潖江生态流量

保障，作为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河长制，推进生态文件建

设的重要举措。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实行主要领导负责制，层层落

实责任，加强组织协调和调度管理，明确任务分工，确保潖江生态

流量达标，逐步建立健全清远市潖江生态流量保障长效机制。

（二）强化监管。实施潖江水量统一调度与管理，供水、发电

等工程调度应服从水量统一调度。加强用水管控，实施区域用水总

量控制，严格按照批准的用水计划取水。有关水库管理单位要做好

水库调度管理，平衡发电、供水计划，严格执行实施调度指令。落

实节水优先方针，提高用水水平，尽可能的遏制不合理的河道外用

水。清远市水利局、佛冈县水利局要加强对控制断面生态流量达标

情况的监督检查，每年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开展现场监督检查。发生

预警事件时，清远市水利局、佛冈县水利局和其他单位要加强控制

断面以上的取水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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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化预报。结合广东省水文现代化规划，加快大庙峡断

面水文监测能力建设，实现信息化管理。加强信息化建设，围绕“水

利行业强监管、水利工程补短板”的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进一步加

强信息化建设、增强生态流量监管能力。加强水文监测预报，提高

测验和预报精度，依托广东省水资源管理系统，推进水利信息化建

设，搭建水情信息平台，实时在线监控生态流量保障的关键节点和

重要部位，整合流域水情、雨情和水库水情等检测数据，实现生态

流量图像与数据自动化、预警预报智能化的优化目标。

（四）提供经费。从生态流量管控方案的编制，到生态流量调

度、监测和考核等都离不开经费保障的支持，管控生态流量所需工

作经费应纳入各级人民政府和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年度财政预算。

（五）强化考核。周期性对生态流量管控的工作情况进行分析

与归纳，通过建立生态流量管控总结制度，解决重点突出的问题和

克服难以处理的短板，评估保障过程的不足，以进一步提升生态流

量的管控力度。结合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河长制工作的规定，

对流域控制断面的生态流量保障情况进行定期的考核，通过严格考

核评估和监督，强化生态流量保障在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中的地

位，督促落实各级单位职责，确保生态流量得到保障，促进流域水

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保护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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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111：潖江生态基流控制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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