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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手册 水利水电工》

前言

　　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也是保障人类生产、生活和维系自然生态必不可少的宝贵资
源。我国水资源总量丰富，水力资源蕴藏量居世界首位。但是，我国具有明显的季风气候特点，大多
数河流年径流分配不均，丰枯季节流量相差悬殊，造成区域性水资源短缺、洪涝灾害频繁，河流生态
系统脆弱.因此，建设水利水电工程，对水进行合理调控和分配，充分开发水能资源，提供可靠的生产
、生活和生态用水，是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任务，也是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战略选择。　　当前，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处于又好又快的发展时期，要求我们更加深
刻认识、全面把握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好水利问题，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创造优良生态和优美环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尊重自然、尊重科学。既
要推动水利水电建设满足人类的合理需要，也要维持河流健康，充分发挥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在
工程建设中要更加注重水资源开发、配置、调度的生态问题，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
展。　　水利水电工程具有巨大的防洪、发电、供水、航运、生态等综合效益.由于工程规模巨大，施
工期长，尤其是大型综合性枢纽工程的修建和梯级开发，必将引起河流水文情势改变，对生态与环境
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就十分重视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首先，引进国外环境影响评价的理论、评价方法以及工程案例和管理经验。1982年水利部颁布了《关
于水利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若干规定》，中国水利学会环境水利研究会多次召开学术交流会，对水利工
程环境影响评价理论、预测模型、技术方法进行探讨。长江水资源保护局编译了《大型工程环境影响
译文集》等大量环评文献资料。有关评价单位先后开展长江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黄河上游龙羊
峡水电站、红水河龙滩水电站等一大批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及水环境、生态、移民、施工环境
影响的专题研究，进行了湖南东江水电站、浙江新安江水电站，龚嘴、狮子滩水库等环境影响回顾评
价，以及雅砻江二滩水电站、黄河小浪底工程等世界银行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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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手册:水利水电工程》主要讲述了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也是保障人
类生产、生活和维系自然生态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我国水资源总量丰富，水力资源蕴藏量居世界首
位。但是，我国具有明显的季风气候特点，大多数河流年径流分配不均，丰枯季节流量相差悬殊，造
成区域性水资源短缺、洪涝灾害频繁，河流生态系统脆弱。因此，建设水利水电工程，对水进行合理
调控和分配，充分开发水能资源，提供可靠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是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长
期任务，也是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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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环境保护措施与监测技术第四篇 环境影响后评价与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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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　　水利水电工程涉及范围广、影响要素多。根据《环境影响评
价技术导则　总则》（HJ／T 2.1-93），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以下列因素为依据进行划分：　　（1
）建设项目的工程特点，主要有：工程性质、工程规模、能源及资源（包括水）的使用量及类型、污
染物排放特点（排放量、排放方式、排放去向，主要污染物种类、性质、排放浓度）等。　　（2）
建设项目所在地区的环境特征，主要有：　自然环境特点、环境敏感程度、环境质量现状及社会经济
环境状况等。　　（3）国家或地方政府所颁布的有关法规（包括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
。　　根据环境的组成特征，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通常可进一步分解成对下列不同环境要素（或
称评价项目）的评价，即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噪声、土壤与生态、人群健康状况、文物与“珍贵
”景观等。建设项目对上述各环境要素的影响评价统称为单项环境影响评价（简称单项影响评价）。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则》中的划分依据，可将上述各单项影响评价划分为三个工作
等级。例如，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水环境影响评价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
等，依此类推。一级评价最详细，二级次之，三级较简略。一般情况下，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包
括一个以上的单项影响评价，每个单项影响评价的工作等级不一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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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手册：水利水电工程》为您讲解当前，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处于又好又快
的发展时期，要求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全面把握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好水
利问题，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创造优良生态和优美环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坚持尊重自然、尊重科学。既要推动水利水电建设满足人类的合理需要，也要维持河流健康，充分发
挥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在工程建设中要更加注重水资源开发、配置、调度的生态问题，促进经济
、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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