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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工程咨询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武汉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城市建

设研究院有限公司、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中

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晓敏、徐成剑、蔡玉鹏、王宏彦、李小艳、张恒飞、辛小康、李建、王源楠、赵东梁、

蔡明、胡胜利、肖华、张峰、杨家凯、陈一明、覃振华、王琲、赵志超、张一楠、马俊超、唐光涛、李钢、岳克栋、
荣浩、杨禹、郭纪光、高艳、张芝玲、张余龙、曹书龙、章坤、林洁梅、汪昌树、肖鑫鑫、齐同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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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统筹流域和行政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和管理工作的需要,规范以行政区域为单位的水环境综合

治理规划编制,明确编制原则、工作程序、重点内容、主要方法和要求,科学指导区域水环境治理工作,保
障水环境治理效果,制定本文件。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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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编制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的基本规定、工作程序、重点内容、主要方法和相关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行政区域为单位的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编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26903 水源涵养林建设规范

GB/T50095—2014 水文基本术语和符号标准

GB51222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

GB/T51345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

HJ1295 水生态监测技术指南 河流水生生物监测与评价(试行)

HJ1296 水生态监测技术指南 湖泊和水库水生生物监测与评价(试行)

HJ2016—2012 环境工程名词术语

NY/T3821.1 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技术规范 第1部分:平原水网区

NY/T3821.2 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技术规范 第2部分:丘陵山区

NY/T3821.3 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技术规范 第3部分:云贵高原

SL395 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SL/T712 河湖生态环境需水计算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50095—2014和HJ2016—20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排水单元 drainageunits
直接或间接向公共排水设施排放雨水、污水的单位、个人和排水户,或以市政排水管道服务范围或

排口划分的相对完整的地块、小区和社区等。

3.2
水环境 waterenvironment
围绕人群空间及可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地表水体,其正常功能的各种自然因素和有

关的社会因素的总体。
[来源:GB/T50095—2014,9.1.1,有修改]

3.3
水环境综合治理 waterenvironmentcomprehensivemanagement
为防治水环境污染、改善和保持水环境质量、修复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所采取的工程性及非工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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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来源:GB/T50095—2014,9.4.1和HJ2016—2012,2.2,有修改]

3.4
清水产流 cleanwaterrunoffgenerationinthewatershed
在外源污染控制基础上,通过陆域到水域一定空间范围的生态修复工作,发挥水源涵养和水土流失

控制、污染截留和净化、清水保护和养护等作用,实现汇水单元清水产生、汇流和输送。

3.5
智慧管控 intelligentmanagementandcontrol
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数字孪生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区域水环境治理业务深度融

合,发掘数据价值和逻辑关系,实现综合治理工程控制智能化、数据资源化、治理精准化、决策智慧化。

4 基本规定

4.1 治理对象应为有明确水质管理要求的河流、湖泊和水库等地表水体。规划范围宜以行政区划边界

为基础进行划定,研究范围宜根据流域范围和行政区划范围综合确定。

4.2 规划编制应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与相关部门的发展规划和专业规

划相协调,坚持流域和区域相统筹、问题与目标相统一、战略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促进人水和谐。

4.3 规划编制应加强调查研究,根据上位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划的要求,结合自然和社会布局,开展需

求和问题分析,提出治理目标和任务,确定总体方案、主要工程布局和非工程措施,构建水环境综合治理

体系。

4.4 规划应确定基准年和规划年。规划年可分近期水平年和远期水平年,规划年宜与国土空间规划期

限相一致。

4.5 规划编制工作程序见图1,可按准备阶段、工作大纲编制阶段、规划报告编制阶段、审查发布阶段

4个阶段开展工作。

4.6 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编制除应符合本文件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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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工作程序

5 基础调研

5.1 规划编制应采用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调研、补充监测、现场踏勘、群众走访等形式,搜集、整理和分析

规划范围内自然资源、城乡建设、河湖水系、供水系统、排水系统、生态系统、智慧管控、相关规划及政策

文件、在建及拟建工程等相关资料和基础图件。资料类型及其内容见附录A。

5.2 资料应进行复核整理,分析资料的可靠性、一致性和代表性。当资料不满足要求时,应开展补充

监测。

5.3 监测方法应符合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或参考标准要求,并在监测报告中注明。

6 综合评估

6.1 一般规定

6.1.1 规划应结合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和水资源保护现状,分别开展基准年和规划年评估和预测。

6.1.2 基准年应结合基础调研,从水文情势、水环境质量、排水系统、污染源、水生态系统、水环境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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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智慧管控建设等方面,识别水环境问题及成因。

6.1.3 规划年应结合基准年评估结论和相关规划,从设施规模、污染负荷与污染减排等方面,预测区域

水环境综合治理需求。

6.2 基准年评估

6.2.1 水文情势

评估应根据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用水、涉水工程及其他人类活动产生的影响,分析流量、流速、水位

等指标时空变化,识别水文及水动力条件不足、生态流量和生态水位保障水平不高的时段和区域。

6.2.2 水环境质量

规划应根据国家和地方水环境质量考核要求,确定水质评价标准。水质和湖库营养状态评价应符

合GB3838、SL395的有关规定,并应重点分析时间和空间的差异。

6.2.3 排水系统

6.2.3.1 排水系统评估应根据排水管网系统排查、检测和监测结果,从排水单元、排水管网系统、污水及

再生水处理设施、排口等方面,开展源-网-站-厂-河一体的综合评估。

6.2.3.2 排水单元达标评估应包括单栋建筑每户源头排污管道、阳台立管、单元内部排水管网雨污混错

接和缺陷、单元内排水许可办理及排水行为管控等内容。

6.2.3.3 排水管网系统评估应包括市政排水管网覆盖率及达标率、排水管网混错接、缺陷及运行水位、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进厂(站)水质浓度、排水泵站负荷率等指标。排水管网系统评估相关指标计

算方法见附录B。

6.2.3.4 污水及再生水处理设施运行评估应包括污水处理厂负荷率、处理(处置)设施集中服务范围覆

盖率、雨污协同处置率、溢流污染控制率、城市再生水利用率等内容。污水及再生水处理设施评估相关

指标计算方法见附录B。

6.2.3.5 排口管理评估应包括排口规范化建设、排口溯源诊断、排口排水量和污染物排放量估算等

内容。

6.2.4 污染源

6.2.4.1 废污水及污染物入河量应在污染源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污染源宜包括工业、城乡生活、畜
禽养殖、种植业、水产养殖、污染底泥等。污染物入河量估算方法见附录C。

6.2.4.2 评估应分析全域和局部分区的污染源结构,厘清污染的主要来源。

6.2.4.3 评估应重点分析水文情势、水质、污染源以及入河排污口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关系,分区分

析污染物入河量与水环境容量的平衡关系。

6.2.5 水生态系统

6.2.5.1 评估宜采用模型分析、参数计算、专家打分等定性定量方式,结合区域特点和实际需求,分析水

生生物和水生生境状况。

6.2.5.2 水生生物评估宜采用生物完整性指数、生物监测工作组记分、生物指数、香农-维纳多样性指

数、群落或种群特征参数等指标,对着生藻类、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鱼类等水生生

物进行评价,应符合HJ1295、HJ1296的相关规定。

6.2.5.3 水生生境评估宜采用自然岸线率、水体连通性、栖息地适宜指数等指标,对河湖水生生境开展

评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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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水环境承载能力

6.2.6.1 跨行政区的流域应科学核定本行政区的水环境容量份额。应站在流域整体性的角度,与流域

及相关行政区域就水环境容量核定方法、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管理目标等技术要点协商一致。

6.2.6.2 已划定的水功能区宜按照已批复的限制排污总量管控;考虑水质管理目标、水文情势、取排水

变化,可重新核定水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核定方法见附录D。

6.2.7 智慧管控建设

6.2.7.1 智慧管控应开展建设背景和现状调研。建设背景应调研数字政府建设规划与现状、智慧城市

建设规划与现状、其他政策及相关规划要求;建设现状应调研感知采集体系、基础设施体系、数据资源、
支撑平台、应用系统等现状。

6.2.7.2 智慧管控相关方的用户需求评估应包括地方政府主管部门、运营单位及社会公众等需求。

6.2.7.3 评估应关注区域水环境管理现状、管理技术水平能否适应和满足当前智慧管控要求。

6.3 规划年需求预测

6.3.1 设施规模

规划年应根据现状主要排水设施规模、历年运行数据、效能及管理机制等资料并结合主要问题及成

因,结合区域发展规划对排水设施规模进行预测。

6.3.2 污染负荷

规划年应依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上位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划,考虑用水总量和强

度双控目标要求,预测满足规划人口和经济发展的用水需求,同时维持现状污染控制水平的情景下废污

水入河量和污染负荷。

6.3.3 污染减排量

6.3.3.1 规划年应依据相关水资源规划开展水文情势分析。若水文情势发生显著变化,应重新核定规

划年水环境容量。

6.3.3.2 规划年的污染物减排总量应为污染负荷超过水环境容量的部分。污染物减排任务应综合公平

性和经济技术可行性分配至点源、面源和内源等各类污染来源或责任主体。

6.3.3.3 污染减排方案应与治理效果评估双向校验,若治理效果不能达到规划目标,应优化污染治理

方案。

7 总体要求

7.1 规划目标

规划应根据水体功能定位和水质管理目标,结合水系、污染和经济社会特点,科学确定水环境综合

治理目标。应按照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原则,结合紧迫性和可行性,按照不同规划年分专业领域提出可

监测、可评估、可考核的规划指标。

7.2 规划原则

规划编制应遵循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协同共治,坚持流域和区域相统筹、问题与对策相

统一、远期与近期相贯通、战略性和可操作性相并重、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原则,正确处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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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与区域、整体与局部、干支流、上下游、左右岸等关系,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河湖库水环境功能

发挥等关系。

7.3 规划任务

规划应根据水体水质、水量、水生态状况和目标要求,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水环境综合治理需

求,提出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和水资源保护等规划任务。

7.4 规划布局

规划应根据水环境综合治理的任务,在统筹溢流污染控制、污水系统提质增效、污水再生利用、生态

环境保护等需求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用地属性、用地空间及征地成本等限制因素,按照规划年分区分级

提出水环境综合治理及绿色发展的总体布局和措施方案。总区域层面,宜重点研究分区域间协同防控

策略,并研究影响全区域的或跨越分区的污水系统、行泄通道、合流制溢流或初期雨水污染控制等骨干

工程布局;分区域层面,宜制定分区域内污染物总量分配及其削减方案。

8 规划方案

8.1 水污染防治规划

8.1.1 城镇污染治理

8.1.1.1 污水系统规划宜按照区域特征及建设阶段系统化推进。新城区应以提高污水管网和处理设施

的覆盖率为目标,因地制宜确定污水处理工艺及排放标准,强化生活污水的达标排放及再生利用;老旧

城区应根据厂网实际问题及需求,以提高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和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处理效率及降低

碳排放等为目标,在生态敏感地区应执行更高标准,完善运管监测系统,规范运行维护工作。

8.1.1.2 污水管网系统规划应以统筹污水收集、减少合流区雨季溢流污染和分流区初期雨水的管控为

目标。合流制排水系统应以消除旱季污水直排,减少雨季溢流污染排放总量及频次为主;分流制排水系

统应以控制源头混接和径流污染、转输过程中混错接和渗漏为主,提升排水系统的雨污协同处理能力。
区域内雨污混接严重及溢流风险突出的排口及初期雨水效应明显的雨洪排口应结合受纳水体水环境治

理需求,因地制宜、科学实施调蓄截留设施、快速净化设施,有效减少排水系统雨天污染。

8.1.1.3 规划应根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空间发展格局及人口规模,统筹确定污水及再生水处理设施

的规模、布局及服务范围。应按照适当超前、安全运维的原则充分预留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和主干通道的

规模;应根据受纳水体环境容量和区域用水需求,经科学论证后,合理确定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方案及

污水再生利用设施规模;应根据再生水利用方向、水质、水量需求及利用率,科学布局污水再生水输配管

网布局,建立再生水系统长期稳定运维的保障机制。

8.1.1.4 规划应提出构建厂、网、河、湖一体化的运行管理体制,增强排水系统运行效能和韧性的方案和

实施建议。雨水系统宜以河(湖)闸(泵)网一体、联动调度为目标确定调度运行方案,污水系统宜以厂泵

网源一体,协同调度减少污水管道淤积、降低管网运行水位、提升管网流速并兼顾节能降碳要求。

8.1.1.5 规划应结合GB/T51345和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要求,围绕增加地表可渗透性和持水性以及减

少地表污染物累计数量两个方面,按照源头-过程-末端全过程、全要素综合管控措施,有效提升城镇面

源污染控制。城镇面源污染控制工程规模确定方法见附录E。

8.1.2 工业污染治理

8.1.2.1 工业污染治理应在工业入园集中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园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行动,推
进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循环产业园建设和监测监管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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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2 工业园区应在源头上把好环境准入关、过程中打造绿色生产方式、积极发展环境友好产业,推
进工业绿色发展。

8.1.3 农村农业污染控制

8.1.3.1 农村农业污染控制应以氮磷投入阈值为约束,充分利用生活污水和粪污的资源属性,发挥农田

的消纳过滤功能,按照污染精准治理与资源循环利用紧密结合的理念,因地制宜提出防控策略。
8.1.3.2 规划宜按照区域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服务功能,结合农村农业面源污染物产排特征,划分林草地

水源涵养区、村庄和养殖污染控制区、农田生态保育区等防控分区,明确各分区防控目标,因地制宜提出分

区协同防控措施体系,其中不同地域的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措施应符合NY/T3821.1、NY/T3821.2、
NY/T3821.3的相关规定。

8.1.3.3 农村农业污染控制可采取源头控制、过程拦截和末端治理相结合的原则,构建全链条控制

体系。

8.1.4 内源污染治理

8.1.4.1 存在底泥污染风险的河流和湖库,应开展底泥污染控制,综合考虑底泥污染指标、污染程度、治
理效果、可实施性以及经济性等综合因素,因地制宜选择清淤疏浚、原位修复等污染底泥修复手段。
8.1.4.2 清淤疏浚应重点研究“是否疏浚”“疏浚范围”“疏浚深度”“如何疏浚”“能否疏浚”等问题。
8.1.4.3 存在水产养殖、船舶码头等其他污染来源的水体,应提出有效治理方案。

8.2 水生态修复规划

8.2.1 水生生境保护与修复

8.2.1.1 水生生境保护与修复应尊重河湖水生态系统自然演变规律,遵循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

的原则,对受损或退化的水生生境开展生态修复。
8.2.1.2 水生生境保护与修复应包括水生生物栖息地保护与修复、湿地生态修复和滨水缓冲带生态修

复等。
8.2.1.3 水生生物栖息地保护与修复应根据河湖自然地形地貌,对鱼类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等重要

栖息地予以保护,对栖息地破坏、阻隔生境等宜采取生态护岸、清淤疏浚、底质改良、洄游通道恢复、水系

连通等措施,营造物理生境的多样性。
8.2.1.4 湿地生态修复应从地形恢复与改造、土壤修复、水文调控、水质改善、植被恢复等方面,提出河

湖湿地生态修复方案。
8.2.1.5 滨水缓冲带生态修复应综合考虑河湖自然空间形态、生态空间管控要求、滨水功能定位、社会

经济发展需求等,合理确定滨水缓冲带宽度范围。应根据河湖岸带类型特点分类制定滨水带景观建设、
生态廊道建设等方案。

8.2.2 水生生物保护与修复

8.2.2.1 水生生物保护与恢复应加强珍稀濒危特有物种的保护,珍稀濒危鱼类、特有鱼类或具有生态和

经济价值的鱼类应制定栖息地保护、增殖放流等措施。
8.2.2.2 应对水生生物资源下降、生态结构不合理、生物链失衡的河湖制定水生生物恢复方案,调控生

物结构尤其是鱼类结构,提升生物多样性。

8.3 水资源保护规划

8.3.1 清水产流

8.3.1.1 清水产流可在流域或区域基础上划分小流域,分区分类构建清水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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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2 清水产流规划内容应包括水源涵养林营造和水土保持。

8.3.1.3 水源涵养林营造应以保护天然森林资源、提高森林水源涵养能力、修复林地天窗、提升拦污截

污生态净化等为目的,优先结合区域内相关规划确定建设范围。应根据自然条件和森林资源,因地制宜

采用封山育林、人工造林、抚育和改造等修复方式,并应符合GB/T26903的相关规定。

8.3.1.4 水土保持应根据水土流失范围划分、空间分布及级别,综合考虑规划区域的自然条件、水土流

失特点,有机结合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农村环境整治、产业发展需求等,实施封育保护、林草恢复、坡改

梯、截排水、谷坊、拦沙坝等水土流失治理措施。

8.3.2 生态流量保障

8.3.2.1 生态需水量应根据生态保护目标及其用水需求,以维持河流的自然水文特征为原则,采用多种

方法核算后综合分析确定。

8.3.2.2 湖泊、沼泽水位调控阈值范围应综合汛期防汛防洪防涝、非汛期生态修复或生态健康维护需求

确定。汛期,湖泊、沼泽生态水位上限应满足防汛防洪防涝要求和GB51222的相关规定,为城市排水

防涝预留必要的调蓄容量;生态水位上限应低于支流防洪水位和排放口的标高,保障在最不利条件下不

出现顶托,确保城市排水通畅;非汛期,湖泊、沼泽生态水位下限应满足生态保护对象用水需求以及

SL/T712的相关要求。

8.3.2.3 生态流量保障方案应结合可利用补水水源的位置关系、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水量水质特征、
补水线路的补水能力与水量蒸发渗漏等消耗条件,以及生态流量调控保障机制综合确定,按照水文周期

规律决定何时补水、怎么补水、补多少水。

8.3.3 非常规水资源利用

8.3.3.1 应结合区域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节水规划、节水型社会建设、产业布局等相关要求,提出节

水减排措施,减少污水排放。

8.3.3.2 宜结合河湖生态需水、工业耗水特点、农业生产结构等,提出再生水利用、雨水利用等节水利用

方案。

8.4 智慧管控规划

8.4.1 一般规定

8.4.1.1 智慧管控建设应与规划区域数字政府建设、智慧城市建设、相关单位信息化建设相衔接,按照

统一规划布局、统一标准方法、统一信息发布的要求进行规划。

8.4.1.2 智慧管控规划应包括总体技术框架、感知采集、基础设施环境、数据资源、支撑平台、应用系统,
以及网络与信息安全、运行维护体系。

8.4.2 规划方案

8.4.2.1 总体技术框架应提出总体框架图,并说明架构组成及各部分主要包含的内容。

8.4.2.2 感知采集应根据水环境综合治理需求,充分整合利用现有区域水环境监测体系,按照“分区、分
级”控制、“定点、移动”结合、“新建、复用”统筹的设计思路,提出监测布点方案、监测指标选取、监测技术

手段等。

8.4.2.3 基础设施环境应规划系统运行所需要的会商调度中心和运行环境(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

资源、安全资源)的建设内容和技术要求。

8.4.2.4 数据资源应以实现数据资源整合共享为出发点,结合水环境管控系统的特点,提出数据资源中

心建设的数据资源目录、数据库建设、数据资源整合等建设内容和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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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5 支撑平台宜按微服务及流程化生产的技术路线进行统一搭建,宜提供统一认证、统一工作流、
统一消息管理、统一报表、数据接入共享交换、视频AI分析、专业模型服务等内容。

8.4.2.6 应用系统宜构建监测控制类、运行调度类、运营管理类、决策支持类等业务应用,实现分区分级

监管、优化运行调度、支持级联集控、强化运营管理。

8.4.2.7 网络与信息安全应注重安全建设,提出安全防护等级要求。

8.4.2.8 运行维护体系宜明确运行维护组织、机制、内容、要求、费用等内容。

8.5 目标可达性分析

8.5.1 污染物削减目标可达性

入河(湖、库)污染负荷削减量宜落实到关键控制单元或具体工程。

8.5.2 水质目标可达性

重点断面水质达标应建立水动力和水质模型,模拟水体水动力及水质变化过程,预测分析工程实施

后水质提升效果。

9 项目安排

9.1 投资匡算

应根据规划措施体系,统筹考虑治理分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等因素,形成规划项目清单。
应依据国家、行业或地区现行颁布的有关规定、办法、定额、费用标准等,对规划项目进行投资匡算。

9.2 实施安排

应结合水环境现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统筹考虑投资规模、资金来源与保障措施等,提出近期重

点建设项目及实施安排建议,并对远期项目安排提出概括性意见。

9.3 效益分析

应从生态环境、社会和经济等方面进行效益分析。

10 保障措施

10.1 保障措施宜包括组织保障、法制保障、投入保障、管理保障及科技保障等内容。

10.2 组织保障应明确保障规划实施的组织架构,提出建立决策执行、协作协调、责任考核等机制意见。

10.3 法制保障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提出完善配套法规体系、规章制度和政策建议。

10.4 投入保障应提出投资主体划分原则,建立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投资机制的建议。

10.5 管理保障应提出前期工作管理和规划实施过程的监督管理要求。

10.6 科技保障应提出建立科技创新机制、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要求,提出骨干工程和重大问题研究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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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资料类型及其内容

资料类型及其内容见表A.1。

表A.1 资料类型及其内容

资料类型 资料内容

自然资源 区位、地形、地貌、气象、水文、地质、植被、动物、降雨等资料

城乡建设

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工业园区及主要工业企业分布等社会经济资料;城乡布

局、农村人口、城镇常住人口、城镇人口密度分布等人口分布资料;土地利用现状布局和

规划、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等土地利用资料;农村农业分布、农村环境、农业种植、畜禽养

殖、渔业等农村农业资料;水体岸线及周边景观资源等岸线景观资料

供水系统

区域内水资源、水质情况、供水水源地及保护情况;集中式供水水厂分布、工艺,供水量、

水压、水质等,服务人口、服务范围;现状供水管网、加压泵站、二次供水、调蓄池等设施;

现状最高日用水量、平均日用水量及城乡用水量、分散供水设施分布情况等资料

排水及水利系统

区域现状防洪格局、防洪标准、历年洪水位及设计洪水位、防洪设施、蓄滞洪区布局等防

洪系统资料;区域现状排水系统分区、排水体制、排水防涝标准、主要受纳水体各级水位、

湖泊水库等水体蓝线面积、排水管网系统布局、运维及缺陷情况、各类排水设施及排水口

的位置和规模、排水系统防涝系统调度及设施运行情况以及历史内涝信息等排涝系统资

料;区域现状污水系统分区、污水处理厂(包括再生水厂)数量、服务范围、处理规模、主要

工艺、进出水量及水质、运行情况、排口位置等,污水管网系统布局、管网混接及缺陷程

度、管道淤积程度等,运维及提升泵站数量、规模及运行情况等

河湖水系

水系与规划区域空间关系、区内河湖库水域和陆域面积、河湖库基本情况及特征参数、水
系连通状况等水系资料;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范围划界等空间管控资料,主要河道纵断

面、湖库水下高程及水深和库容等水下地形资料;主要水体沿线排口位置、类型、旱天和

雨天水质水量等排口资料;泥样位置及分层情况、检测指标及方法、含水率、沉积物密度、

总有机碳、总氮、总磷、重金属含量等基础数据,以及营养盐风险、氮磷释放通量、重金属

生态风险等底泥评估资料;水质监测数据

生态系统

河湖水系内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水生植物、鱼类等水生生物现状,以及水生生

物栖息生境、生存条件、分布特征等,尤其是珍稀濒危土著水生生物、入侵物种;自然岸线

和人工岸线的类型、长度、位置等,人工岸线应标明用途或性质;水系周边的湿地、草地、

森林等生境类型、分布以及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

分布、范围、保护对象等生态敏感区情况;河湖岸带生物调查,包括岸带植物、滩地植物、

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等,对珍稀濒危保护物种、古树名木、外来入侵物种情况

智慧管控
现有水务信息化系统的电子化数据和非电子化数据资料、信息化系统的建设资料、数据

共享清单、基础网络及信息安全建设资料、区域内指挥调度中心建设资料等

相关规划及政策文件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水生态文明建设规划、海绵城市专项规划、供
水专项规划、排水防涝专项规划、污水专项规划、中水回用专项规划、环境保护保护专项

规划、生态水网建设规划,国务院各部委及省市区出台的政策文件等资料

在建及拟建工程 最新阶段咨询及设计阶段成果

基础图件 行政区划图、水系图、地形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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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导则相关指标计算方法

B.1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按公式(B.1)计算。

CCRmsp=∑Qtwp×BOD5·WP

Pt×BOD5·Pa×365×100 …………………………(B.1)

  式中:

CCRmsp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

∑Qtwp ———污水处理厂进厂总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BOD5WP ———污水处理厂进厂BOD5平均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Pt ———城区用水总人口数量,单位为千人(103cap);
BOD5·Pa———人均BOD5排放量,单位为毫克(mg)。

B.2 排水泵站负荷率

排水泵站负荷率按公式(B.2)计算。

Lp=
Pa

Psd
×100 …………………………(B.2)

  式中:

Lp ———排水泵负荷率,%;
Pa ———泵的实际运行功率,单位为千瓦时(kWh),根据水泵电机实际运行的电流和电压进行测量

计算;

Psd———额定功率,单位为千瓦时(kWh)。

B.3 溢流污染控制率

溢流污染控制率按公式(B.3)计算。

Rcso= 1-
Pcso

Ptw

æ

è
ç

ö

ø
÷×100 …………………………(B.3)

  式中:

Rcso———溢流污染控制率,%;

pcso———排口及处理设施终端通过各种工程或非工程措施后排放的污染物,污染物一般以SS、

COD等作为评价指标,单位为吨每年(t/a)或吨每月(t/m);

ptw ———排口及处理设施终端承接的全部污染物,单位为吨每年(t/a)或吨每月(t/m)。

B.4 雨污协同处置率

雨污协同处置率按公式(B.4)~公式(B.6)计算。

RCTcso=
(n0+1)×1Qd+Qm

Qdr
×100 …………………………(B.4)

Qdr=k×Qd+k'×Qm+Qu …………………………(B.5)

RCTsso=
(Qdr+Qir)

Qdr
×100 …………………………(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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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RCTcso———合流制排水系统的雨污协同处置率,%;

n0 ———截流倍数,可取2~5,无量纲;

Qd ———设计综合生活污水量,单位为升每秒(L/s);

Qm ———设计工业废水量,单位为升每秒(L/s);

Qdr ———旱季设计流量,单位为升每秒(L/s);

Qu ———入渗地下水量,在地下水位较高地区考虑,单位为升每秒(L/s);

k ———工业废水量变化系数,无量纲;

k' ———综合生活污水量变化系数,无量纲;

RCTsso———分流制排水系统的雨污协同处置率,%;

Qir ———截流的雨水量,单位为升每秒(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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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污染物入河量估算方法

C.1 径流分割法

污染物入河量可通过径流分割法简单估算。枯水期的水污染主要是点源污染,点源污染负荷可通

过枯水期流量和浓度求得,丰水期的污染负荷可通过丰水期的流量和污染物浓度求得,丰水期和枯水期

污染负荷之差为面源污染负荷。该方法简单快捷,但无法进一步解析污染来源。

C.2 产排污系数法

C.2.1 污染物入河量

C.2.1.1 污染物入河量可根据污染物排放量和入河系数确定,按公式(C.1)计算。

PL=P×λ …………………………(C.1)

  式中:

PL ———为污染物入河量,单位为吨每年(t/a);

P ———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吨每年(t/a);

λ ———入河系数,无量纲。

C.2.1.2 点源入河系数参考值见表C.1,面源入河系数根据坡度、植物覆盖度、地貌等因素综合确定。

表C.1 点源入河系数参考值

入河系数 参考值

距离修正(L)

L≤1km 1

1km<L≤10km 0.9

10km<L≤20km 0.8

20km<L≤40km 0.7

L>40km 0.6

渠道修正系数

未防渗明渠 0.6~0.9

防渗明渠、暗管(涵) 0.9~1.0

直接入河 1.0

气温修正系数(T)

T≤10℃ 0.95~1.0

10℃<T≤30℃ 0.8~0.95

T>30℃ 0.7~0.8

C.2.2 工业源污染物排放量

C.2.2.1 工业源污染物排放量通常采用调查统计法、实测法或估算法3种方式计算。

C.2.2.2 调查统计法主要通过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获取数据,一是自下而上进行的“环境统计”
报告,该报告统计的工业企业的排污负荷约占到总负荷的70%以上;二是全国范围不定期(一般是每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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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进行的“排污申报登记”。

C.2.2.3 实测法是在排放口测量废水量,实地采集水样,在现场或实验室中检测废水的污染物的浓度。
第j个污染源第i种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按公式(C.2)计算。

P工业 =Q工业 ×C÷100 …………………………(C.2)

  式中:

P工业———工业源水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吨每年(t/a);

Q工业———工业废水排放量,单位为万立方米每年(万m3/a);

C ———污染物的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C.2.2.4 估算法可依据规划年工业增加值、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废水排放系数及污染物浓度等,按
照公式(C.3)和公式(C.4)计算。

Q工业 =IA工业增加值 ×q工业 ×k×0.365 …………………………(C.3)

P工业 =(Q工业 -Q污水处理厂)×C÷100 …………………………(C.4)

  式中:

IA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万元;

q工业 ———万元增加值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万元(m3/万元);

k ———废水排放系数,无量纲;

Q污水处理厂 ———接入污水处理厂的废水量,单位为万立方米每年(万m3/a)。

C.2.3 城乡生活源污染物排放量

C.2.3.1 城乡生活源污染物排放量可通过查阅全国污染源普查生活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或当地产

排污系数中有关系数估算。

C.2.3.2 城镇生活源水污染物排放量按公式(C.5)和公式(C.6)计算。

Q城镇生活 =PO城镇 ×DC城镇 ×k×0.365 …………………………(C.5)

P城镇生活 =(Q城镇生活 -Q污水处理厂)×C …………………………(C.6)

  式中:

PO城镇 ———城镇常住人口,单位为万人;

DC城镇 ———城镇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单位为升每人天[L/(人·d)]

Q城镇生活 ———城镇综合生活污水排放量,单位为万立方米每年(万m3/a);

Q污水处理厂———接入污水处理厂得废水量,单位为万立方米每年(万m3/a);

P城镇生活 ———城镇生活源水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吨每年(t/a)。

C.2.3.3 农村居民生活水污染物排放量按公式(C.7)和公式(C.8)计算。

Q农村生活 =PO农村 ×n有水冲式厕所 ×q有水冲式厕所 ×水冲式厕所 ……………(C.7)

P农村生活 =PO农村 ×n有水冲式厕所 ×p有水冲式厕所 ×水冲式厕所 ……………(C.8)

  式中:

PO农村  ———农村常住人口,万人;

n有水冲式厕所———有水冲式厕所比例,无量纲;

q有水冲式厕所———有水冲式厕所初级处理排放系数,单位为升每人天[L/(人·d)];

Q农村生活 ———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单位为万立方米每年(万m3/a);

p有水冲式厕所———有水冲式厕所初级处理排放系数,单位为克每人天[g/(人·d)];

P农村生活 ———农村生活源水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吨每年(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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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4 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量

C.2.4.1 畜禽养殖业废水排放量Q畜禽养殖 可参考畜禽养殖行业单位畜禽排水量,按照公式(C.9)计算。

Q畜禽养殖 =S×q畜禽养殖 ×D …………………………(C.9)

  式中:

S  ———畜禽常年存栏量,单位为百头每年(百头/a)或千只每年(千只/a);

q畜禽养殖 ———单位畜禽排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百头天[m3/(百头)·天]或立方米每千只天[m3/
(千只)·天];

D ———每年畜禽养殖天数,单位为天(d)。

C.2.4.1.1 按出栏量统计养殖量的畜种可按以下比例折算存栏量:年出栏2头猪=常年存栏1头猪、年
出栏5只肉鸡=常年存栏1只肉鸡、年出栏1头肉牛=常年存栏2头肉牛,省级人民政府明确规定规模

标准的其他养殖品种由省级人民政府自行确定折算系数。

C.2.4.1.2 单位畜禽排水量可参考HJ1029—2019中5.2.3规定、GB18596—2001中3.1.2规定确定。
地表排放标准中有更严格规定的,从其规定。

C.2.4.2 禽养殖业源污染物排放量调查统计法、实测法或估算法3种方式计算。

C.2.4.3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污染排放量可通过“环境统计”报告和“排污申报登记”直接查得。

C.2.4.4 规模以下畜禽养殖户或散养畜禽的清粪方式通常以垫草垫料和干清粪为主,其排放量按公

式(C.10)~公式(C.13)计算。

P畜禽养殖 =N ×F畜禽养殖 ×[1-(θ垫草垫料 +θ干清粪 +θ水冲粪)]÷1000 ………(C.10)

θ垫草垫料 =γ垫草垫料 ×(δ垫料农业利用 ×β垫料农业利用 +δ垫料生产有机肥 ×β垫料生产有机肥 +
δ无处理 ×β无处理) ……………………………(C.11)

θ干清粪 =γ干清粪 ×(δ干粪直接农业利用 ×β干粪直接农业利用 +δ干粪生产有机肥 ×β干粪生产有机肥 +
δ干粪生产沼气 ×β干粪生产沼气 +δ干粪无处理 ×β干粪无处理)+γ干清粪 ×(ε干清粪尿液直接农业利用 ×
ϑ干清粪尿液直接农业利用 +ε干清粪尿液厌氧处理 ×ϑ干清粪尿液厌氧处理 +ε干清粪尿液厌氧+好氧处理 ×
ϑ干清粪尿液厌氧+好氧处理 +ε干清粪尿液厌氧+好氧+深度处理 ×ϑ干清粪尿液厌氧+好氧+深度处理 +
ε干清粪尿液无处理 ×ϑ干清粪尿液无处理) …………………………(C.12)

θ水冲粪 =γ水冲粪 ×(δ水冲粪直接农业利用 ×β水冲粪直接农业利用 +δ水冲粪生产有机肥 ×β水冲粪生产有机肥 +
δ水冲粪生产沼气 ×β水冲粪生产沼气 +δ水冲粪无处理 ×β水冲粪无处理)+γ水冲粪 ×(ε水冲粪尿液直接农业利用 ×
ϑ水冲粪尿液直接农业利用 +ε水冲粪尿液厌氧处理 ×ϑ水冲粪尿液厌氧处理 +ε水冲粪尿液厌氧+好氧处理 ×
ϑ水冲粪尿液厌氧+好氧处理 +ε水冲粪尿液厌氧+好氧+深度处理 ×ϑ水冲粪尿液厌氧+好氧+深度处理 +
ε水冲粪尿液无处理 ×ϑ水冲粪尿液无处理) …………………………(C.13)

  式中:

N  ———畜禽常年存(出)栏量,单位为头(或只)每年(头/a)或(只/a);

F畜禽养殖 ———畜禽养殖产污系数,单位为千克每头(kg/头)或千克每只(kg/只),取值见表C.2;

γi ———第i种清粪方式的比例,无量纲,一般有垫草垫料、干清粪和水冲粪等方式;

θi ———第i种清粪方式的粪污利用率,无量纲;

δj ———第j种粪便利用方式比例,无量纲,一般有农业利用、生产有机肥、生产沼气和无处理

等方式;

βj ———第j种粪便利用中污染削减比例,无量纲;

εk ———尿液的第k种利用方式的比例,无量纲,一般有直接农业利用、厌氧处理、厌氧-好氧处

理、厌氧-好氧-深度处理和无处理等方式;

ϑk ———尿液利用第k种利用方式的污染削减比例,无量纲;

P畜禽养殖 ———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吨每年(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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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2 主要畜禽养殖业产污系数

畜禽品种 化学需氧量 总氮 总磷 氨氮 备注

猪/(kg/头) 46 3.7 0.56 1.8 出栏量

母猪/(kg/头·年) 200 18 2.4 6.4 存栏量

奶牛/(kg/头·年) 2131 105.8 16.73 2.85 存栏量

肉牛/(kg/头) 1782 70.8 8.96 2.52 出栏量

蛋鸡/(kg/只·年) 4.75 0.5 0.12 0.1 存栏量

肉鸡/(kg/只) 1.42 0.06 0.02 0.02 出栏量

C.2.5 种植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量

种植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量可通过查阅全国污染源普查农业污染源肥料流失系数手册或当地肥料流

失系数手册中有关系数估算。种植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量主要考虑地表径流途径流失量,按公式(C.14)
和公式(C.15)计算。

Q种植业 =p×R×A×0.67÷10000 …………………………(C.14)
P种植业面源 =A×F种植业 ×β÷1000 …………………………(C.15)

  式中:
Q种植业 ———耕地径流量,单位为万立方米每年(万m3/a);

p ———降雨量,单位为毫米(mm);

R ———耕地径流系数,无量纲;

A ———农作物类型占用的耕地面积,单位为亩;
P种植业面源 ———种植业面源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单位为吨每年(t/a);
F种植业 ———亩均施肥量,单位为千克每亩(kg/亩);

β ———流失系数,无量纲。

C.2.6 水产养殖污染排放量

C.2.6.1 水产养殖污染排放量可采用实测法或估算法计算。
C.2.6.2 实测法基于排放水量和排放浓度实测数据,按公式(C.16)计算。

P水产养殖业 =Q水产养殖业 ×C÷100 …………………………(C.16)
  式中:

P水产养殖业———水产养殖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单位为吨每年(t/a);
Q水产养殖业———水产养殖业排放水量,单位为万立方米每年(万m3/a)。

C.2.6.3 估算法是以渔获物增产量为依据,通过查阅全国污染源普查水产养殖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

册或当地产排污系数中有关系数,按照公式(C.17)计算。
P水产养殖业 =F水产养殖业 ×(Y产 -Y0)÷1000000 …………………(C.17)

  式中:
F水产养殖业———水产养殖业排放系数,单位克每千克(g/kg);
Y产 ———渔获物产量,单位千克每年(kg/a);
Y0 ———鱼苗投加量,单位千克每年(kg/a)。

C.2.7 城市面源污染物排放量

城市面源污染物排放量可通过SWMM、infowork或其他城市排水模型模拟径流量和污染物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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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汇总求得污染负荷量,按公式(C.18)和(C.19)计算。

Q城市面源 =p×R×A÷10 …………………………(C.18)

P城市面源 =Q城市面源 ×C÷100 …………………………(C.19)

  式中:

Q城市面源———径流量,单位万立方米每年(万m3/a);

P城市面源———城市面源污染物的排放量,单位吨每年(t/a)。

C.2.8 底泥沉积物营养盐释放通量

底泥沉积物营养盐释放通量按公式(C.20)计算。

P底泥沉积物 =F底泥沉积物 ×S×365×10-9…………………………(C.20)

  式中:

P底泥沉积物———底泥沉积物营养盐释放通量,单位为吨每年(t/a);

F底泥沉积物———底泥沉积物营养盐的释放速率,单位为毫克每平方天[mg/(m2·d)],通过释放试验

获得或类比确定;

S ———湖底沉积物表面积,单位为平方(m2),通常可利用水域面积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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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水环境容量核定

D.1 河流水环境容量核定

D.1.1 设计条件

D.1.1.1 按照水功能区分河段核定水环境容量,采用近10年最枯月均流量或长系列(≥30年)90%保

证率的最枯月均流量作为设计水文条件。

D.1.1.2 可采用近3年或多年平均枯水期典型水质指标浓度作为设计水质条件。

D.1.2 河流零维模型

D.1.2.1 对于较浅、较窄的河流,当满足河水流量与污水流量之比大于20或不需要考虑污水进入水体

的混合距离时,可摡化为零维模型。

D.1.2.2 零维模型法确定污染物浓度按公式(D.1)计算。

C=
(C0Q+CpQp)
(Q+Qp+KV)

…………………………(D.1)

  式中:

C ———污染物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Cp ———排放的废污水污染物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C0 ———初始断面的污染物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Qp ———废污水排放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3/s);

Q ———初始断面的入流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3/s);

K ———污染物综合衰减系数,单位为每秒(s-1);

V ———均匀混合段水体容量,单位为立方米(m3)。

D.1.2.3 零维模型法核定水环境容量按公式(D.2)计算。

M =(CS-C)(Q+Qp) …………………………(D.2)

  式中:

M ———水环境容量,单位为克每秒(g/s);

CS———水功能区水质管理目标,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D.1.3 河流一维模型

D.1.3.1 对于枯水期平均流量小于150m3/s的中、小型河段,选择河流一维模型进行水环境容量核定。

D.1.3.2 河流一维模型适用于稳态、均匀,且污染物在横断面上均匀混合的中、小型河段。河流一维模

型忽略弥散作用,只考虑污染物的降解,污染物浓度按公式(D.3)计算。在稳态条件下,且不考虑纵向离

散作用,当摡化后的排污口位置距离上端面为x 时,其对应的水环境容量按公式(D.4)计算。

Cx=C0exp-K x
u

æ

è
ç

ö

ø
÷ …………………………(D.3)

M = CS-
Q

Q+Qp
C0exp-

KL
u

æ

è
ç

ö

ø
÷

æ

è
ç

ö

ø
÷exp

K(L-x)
u

æ

è
ç

ö

ø
÷(Q+Qp)……………(D.4)

  式中:

Cx———流经x 距离后的污染物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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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沿河段的纵向距离,单位为米(m);

u ———设计流量下河道的平均流速,单位为米每秒(m/s);

L ———计算河段长度,单位为米(m)。

D.1.3.3 当入河排污口位于(或概化至)计算河段的中部时,即x=L/2时,水功能区下断面的污染物浓

度及其对应水环境容量按公式(D.5)和公式(D.6)计算。一般Qp相比于Q 可忽略不计时,水环境容量按

公式(D.7)计算。

Cx=L =
Q

Q+Qp
C0exp-

KL
u

æ

è
ç

ö

ø
÷+

m
Q+Qp

exp-
KL
2u

æ

è
ç

ö

ø
÷ ………………(D.5)

M = CS-
Q

Q+Qp
C0exp-

KL
u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exp

KL
2u

æ

è
ç

ö

ø
÷(Q+Qp)………………(D.6)

M = CS-C0exp-
KL
u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exp

KL
2u

æ

è
ç

ö

ø
÷Q ………………(D.7)

  式中:

Cx=L———水功能区下断面污染物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m ———污染物入河速率,单位为克每秒(g/s)。

D.1.4 河流二维模型

D.1.4.1 对于枯水期平均流量≥150m3/s的大型河段,污染物在河段断面上非均匀混合,可选择河流

二维模型进行环境容量核定。

D.1.4.2 对于顺直河段,忽略横向流速及纵向离散作用,且污染物排放不随时间变化时,二维对流扩散

方程见公式(D.8)。

u∂C∂x=
∂
∂y

Ey
∂C
∂y

æ

è
ç

ö

ø
÷-KC …………………………(D.8)

  式中:

Ey———污染物的横向扩散系数,单位为平方米每秒(m2/s);

y ———计算点到岸边的横向距离,单位为米(m)。

D.1.4.3 对于顺直均匀河段,污染物岸边连续恒定排放,假定排污口位于上段面,则下游距离上段面x
处污染物浓度按公式(D.9)计算;当以岸边污染物浓度作为下游控制断面的控制浓度时,即y=0,则岸

边污染物浓度按公式(D.10)计算。

C(x,y)= C0+
m

h πEyxv
exp-

u
4x
·y2

Ey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exp-K x

u
æ

è
ç

ö

ø
÷ ……………(D.9)

C(x,0)= C0+
m

h πEyxu
é

ë
ê
ê

ù

û
ú
úexp-K x

u
æ

è
ç

ö

ø
÷ ……………(D.10)

  式中:

C(x,y)———计算水域代表点的污染物平均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h ———设计流量下计算水域的平均水深,单位为米(m)。

D.1.4.4 假定水功能区长度为L,排污口距离上端面为x,以岸边污染物浓度作为下游控制断面的浓度

时,即y=0,此时的排污口下游任意一点污染物浓度应按公式(D.11)计算,对应水环境容量按公式(D.12)

计算。当x=
L
2

时,按公式(D.13)计算。

C(x,y)= C0exp-
Kx
u

æ

è
ç

ö

ø
÷+

m
hu πEy(L-x)/u

æ

è
ç

ö

ø
÷exp-

K(L-x)
u

æ

è
ç

ö

ø
÷ ……(D.11)

M =
CS-C0exp(-KL/u)
exp(-K(L-x)/u)

é

ë
êê

ù

û
úú·h πEyu(L-x) ……………(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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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CS-C0exp(-KL/u)
exp(-KL/(2u))

é

ë
êê

ù

û
úú·h

πEyuL
2

…………………(D.13)

D.2 湖(库)水环境容量核定

D.2.1 设计条件

D.2.1.1 天然湖(库)水环境容量核定采用近10年最低月平均水位或90%保证率最枯月平均水位相应

的蓄水量作为设计水量。水库可采用死库容对应的需水量作为设计水量。

D.2.1.2 城市湖泊由于受到人为调控影响,年内大多数时间保持常水位,城市湖泊水环境容量核定宜

采用常水位对应的湖泊蓄水量作为设计水量。可采用近3年或多年平均枯水期典型水质指标浓度作为

设计水质条件。

D.2.2 均匀混合模型

D.2.2.1 对于小型湖库(平均水深≥10m时,水面面积小于2.5km2的为小型湖库;平均水深<10m
时,水面面积小于5km2的为小型湖库),宜采用均匀混合模型核定COD和氨氮水环境容量。

D.2.2.2 当污染物在湖(库)中均匀混合时,可采用均匀混合模型核定水环境容量,主要适用于小型湖

(库)。此时,污染物平均浓度按公式(D.14)~公式(D.16)计算。当流入和流出湖(库)的水量平衡时,小
型湖(库)的水环境容量可按公式(D.17)计算。

C(t)=
m+m0

KhV + Ch-
m+m0

KhV
æ

è
ç

ö

ø
÷exp(-Kht)……………………(D.14)

Kh=
QL

V +K ……………………(D.15)

m0=C0QL ……………………(D.16)

M =CSKhV-m0=CSKV+CSQL-m0 ……………………(D.17)

  式中:

C(t)———计算时段t内的污染物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m ———污染物入湖(库)速率,单位为克每秒(g/s);

m0 ———污染物湖(库)现有污染物排放速率,单位为克每秒(g/s);

V ———湖(库)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3);

Kh ———中间变量,单位为每秒(s-1);

Ch ———湖(库)现状污染物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QL ———湖(库)出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3/s);

t ———计算时段长,单位为秒(s)。

D.2.3 非均匀混合模型

D.2.3.1 对于大中型湖库(平均水深≥10m时,水面面积大于25km2的为大型湖库,水面面积2.5km2~
25km2的为中型湖库;平均水深<10m时,水面面积大于50km2的为大型湖库,水面面积5km2~50km2

的为中型湖库),宜采用非均匀混合模型核定COD和氨氮水环境容量。

D.2.3.2 当污染物在湖(库)中非均匀混合时,可采用湖(库)非均匀混合模型核定水环境容量,按公

式(D.18)计算。

M =(CS-C0)exp
KΦhLr2

2Qp

æ

è
ç

ö

ø
÷Qp …………………………(D.18)

  式中:

Φ ———扩散角,无量纲;可根据排污口附近地形决定;排放口在开阔的岸边垂直排放时,Φ=π;湖
02

T/CNAEC0107—2024



(库)中排放时,Φ=2π。

hL ———扩散区湖(库)平均水深,单位为米(m);

r ———计算水域外边界到入河排污口的距离,单位为米(m)。

D.2.4 富营养化模型

D.2.4.1 富营养化湖(库),宜采用狄龙模型核定总氮和总磷的水环境容量。

D.2.4.2 狄龙模型核定总氮和总磷水环境容量按公式(D.19)~公式(D.23)计算。

P=
Lp(1-Rp)

βhp
…………………………(D.19)

Rp=1-
W 出

W 入

…………………………(D.20)

β=
Qa

V
…………………………(D.21)

Ls=
PshpQa

(1-Rp)V
…………………………(D.22)

MN=Ls·A …………………………(D.23)

  式中:

P ———湖(库)中氮、磷的平均浓度,单位为克每立方米(g/m3);

Lp ———年湖(库)氮、磷单位面积负荷,单位为克每平方年(g/m2·a);

β ———水力冲刷系数,单位为每年(a-1);

Qa ———湖(库)出流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年(m3/a);

Rp ———氮、磷在湖(库)中的滞留系数,单位为每年(a-1);

hp ———湖(库)平均水深,单位为米(m);

W 出———年出湖(库)的氮、磷量,单位为吨每年(t/a);

W 入———年入湖(库)的氮、磷量,单位为吨每年(t/a);

MN———氮或磷的水环境容量,单位为吨每年(t/a);

Ls ———单位面积湖(库)氮或磷的水环境容量,单位为毫克每平方米年(mg/m2·a);

A ———湖(库)水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Ps ———湖(库)中氮或磷的年平均控制浓度,单位为克每立方米(g/m3)。

D.2.4.3 对于湖(库)湾的水环境容量核定,可采用合田健模式按公式(D.24)计算。

MN=2.7×10-6Cs·hp
Qa

V +
10
Z

æ

è
ç

ö

ø
÷·S ……………………(D.24)

  式中:

10/Z ———沉降系数,单位为每年(a-1);

S ———不同年型平均水位相应的计算水域面积,单位为平方千米(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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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城镇面源污染控制工程规模确定方法

E.1 降雨次数控制率法

选取长系列(至少1年以上,越长越好)小时降雨数据,统计2mm以上降雨及其对应的降雨累计次

数,计算各降雨量累计次数占总降雨次数的百分比作为控制降雨累计次数频率,按照降雨量由小到大进

行排序,分析各相邻降雨量对应控制降雨累计次数频率差值,通过建立降雨量及其控制降雨累计次数频

率差值的关系曲线,选取该曲线拐点,该拐点对应的降雨量就是控制标准推荐值,见表E.1和图E.1。
本方法适用于分流制排水体制。

表E.1 某地降雨场次控制率法确定初期雨水截流标准推荐值示范表

降雨量/mm 降雨累计场次/场次 控制降雨累计场次频率/% 控制降雨累计场次频率差/%

3 78 53.4 0

4 89 61.0 7.53

5 93 63.7 2.74

6 97 66.4 2.74

7 101 69.2 2.74

8 106 72.6 3.42

9 108 74.0 1.37

10 110 75.3 1.37

11 112 76.7 1.37

>11 146 — —

图E.1 某地降雨场次控制率法确定初期雨水截流标准推荐值示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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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径流控制率法

依据当地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成果,查询日降雨量与累计降雨次数频率关系、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及对应设计日降雨量。评估基准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和拟建项目实施后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根据当地

日降雨量与累计降雨次数频率关系,分别查询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和拟建工程实施后的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对应的日降雨量,两者差值即为本次规划工程控制标准。本方法适用于分流制排水体制。

E.3 溢流次数法

根据GB/T51345—2018中表4.01规定,选取长系列(建议30年以上,越长越好)日降雨数据,将历

年日降雨量由大到小进行排序,统计大于某日降雨量的年均降雨天数,该年均溢流次数控制对应的控制

降雨量即为本次规划工程控制标准。

E.4 截流倍数

依据GB50014—2021中4.1.23规定,对于合流制排水系统的径流污染控制时,雨水调蓄池的有效

容积,按公式(E.1)计算。

Q'=(n0+1)×(Qd+Qm) …………………………(E.1)

  式中:

Q' ———截流后污水管道的设计流量,单位升每秒(L/s);

n0 ———截流倍数,无量纲;

Qd ———设计综合生活污水量,单位升每秒(L/s);

Qm ———设计工业废水量,单位升每秒(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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