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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关于批准发布 《绿色小水电评价规程》等

2项水利行业标准的公告

2024年第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批准 《绿色小水电评价规程》 (SL/T752—2024)等2项为水利行业标

准,现予以公布。

序号 标 准 名 称 标准编号 替代标准号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1  绿色小水电评价规程 SL/T752—2024 SL/T752—2020 2024.5.6 2024.8.6

2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文件收集与

归档规范
SL/T824—2024 2024.5.6 2024.8.6

水利部

2024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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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水利技术标准制修订计划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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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对SL/T752—2020 《绿色小水电评价标准》进行修订。
本标准共5章和2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基本条件、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所需资料以及

评分标准等。
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有:
———“术语和定义”中将 “评价期”由 “评价前的连续12个月”修改为 “评价年之前 (不含评价

当年)水电站正常运行的连续2个完整日历年”;
———“基本条件”中将 “合法合规建设,已投产运行1年及以上,通过竣工验收或完工验收”修

改为 “合法合规建设,通过竣工验收或增效扩容改造项目完工验收”,“评价期内水电站已完

成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并自评达到三级及以上等级”修改为 “水电站已落实防汛和安全生产

责任人,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并达到三级及以上等级”,“评价期内水电站及其影响区内

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等级的突发环境事件” “评价期内水电站及其影响区内未发生水事纠纷”
合并修改为 “评价期内水电站管理范围内未发生重大及以上水事纠纷以及较大及以上突发环

境事件”,新增 “达到无人值班技术要求”“评价期内水电站未出现中央或省级审计、巡视巡

察或督察指出水电站在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方面存在问题的情况”“水电站管理范围内不

存在乱占、乱采、乱堆以及乱建现象”“21项评价指标单项得分均不为0分”的要求;
———“评价内容”中在保持评价类别分值不变的情况下,调增 “生态环境”类别中 “河道形态影

响情况”“水生保护物种影响情况”和 “陆生保护生物生境影响情况”评价指标赋分分值,
相应调减 “景观协调性”“替代效应”和 “减排效率”评价指标赋分分值;调增 “管理”类

别中 “设备性能及自动化程度”评价指标赋分分值,相应调减 “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和

“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评价指标赋分分值;
———“评价方法”中,“水文情势”删除无节制生态流量泄放设施未开展监测和监视得12分的规

定;“河流形态”进一步细化了专家打分法的规定,增加枯水期坝 (闸)下百米河道存在脱

水现象等情况得0分的规定;“水质变化程度”增加坝下或发电尾水附近水体存在异常颜色

或异常气味得0分的规定,需检测的,评价期内水质检测及评价的频次由不少于一次,调整

为不少于2次;“景观恢复度”进一步细化了专家打分法的规定;“景观协调性”调整 “获得

风景名胜区、水利风景区等称号或对其有贡献”时直接得满分的规定;“移民安置落实情况”
进一步明晰了评价要求;“民生保障情况”新增 “持续”开展相关工作的要求,新增 “主管

部门认可的其他民生保障情况”选项,并将 “承担扶贫消薄任务或资助贫困户”选项修改为

“为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贡献”;“水资源综合利用情况”赋分方法调减无

综合利用要求的赋分分值;“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情况”赋分方法扩大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

与其他等级的赋分差距,取消自评达标的赋分规定,增加对安全生产标准化现场保持情况的

考核;“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赋分方法中删除与 “水质变化程度”重复评价的内容,新增

生态流量、拦污清污和噪声管理等方面内容; “设备性能及自动化程度”赋分方法按是否

“接入集控中心”分类设置要求,并明确引导的主要技术进步选项;
———“附录A (规范性) 绿色小水电评价所需资料”“附录B (资料性) 绿色小水电评价赋分

表样”内容进行相应调整。
本标准所替代标准的历次版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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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752—2017
———SL/T752—2020

本标准批准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本标准主持机构: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

本标准解释单位: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

本标准主编单位:国际小水电中心

本标准参编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出版、发行单位: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徐锦才 岳梦华 欧传奇 隋 欣 楚士冀 姜胜文 赵 越 李腾飞 
张 爽

本标准审查会议技术负责人:段红东

本标准体例格式审查人:于爱华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水利部

国际合作与科技司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2号;邮政编码:100053;电话:010
63204533;电子邮箱:bzh@mwr.gov.cn),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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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小水电评价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绿色小水电评价的基本条件、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除抽水蓄能电站和潮汐电站以外的总装机容量50MW 及以下的已建小型水

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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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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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本标准。

GB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SL219 水环境监测规范

SL395 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SL/T819 水库生态流量泄放规程

SL/T820 水利水电工程生态流量计算与泄放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绿色小水电 greensmallhydropowerstations
在生态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管理规范和经济合理方面具有示范性的小型水电站。

3.2
评价期 evaluationperiod
评价指标计算数据采集或考核的时间段,评价年之前 (不含评价当年)水电站正常运行的连续2

个完整日历年。

3.3
景观恢复度 extentoflandscaperestoration
对受影响的自然景观、林草植被的恢复程度或扰动土地以及河道的原地貌恢复程度。

3.4
替代效应 substitutioneffect
单位千瓦水电替代火电节约标煤的数量。

3.5
减排效率 emissionreductionefficiency
水电站发电替代火电实现二氧化碳年减排量与水电站正常蓄水位时水库库容的比值。

4 总则

4.1 基本条件

4.1.1 绿色小水电应满足下列基本要求:

a)合法合规建设,通过竣工验收或增效扩容改造项目完工验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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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不影响坝 (闸)下游影响区域居民生活、工农业生产用水和基本生态需水。

c)水电站已落实防汛和安全生产责任人,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并达到三级及以上等级。

d)达到无人值班技术要求。

e)评价期内水电站管理范围内未发生重大及以上水事纠纷以及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

f)评价期内水电站未出现中央或省级审计、巡视巡察或督察指出水电站在安全生产、生态环保

等方面存在问题的情况。

g)水电站不涉及珍稀濒危物种、国家重点保护对象或其栖息地,或虽涉及但已按设计要求采取

保护措施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

h)水电站管理范围内不存在乱占、乱采、乱堆以及乱建现象。

i)21项评价指标单项得分均不为0分。

4.1.2 水电站应提供评价所需资料,并承诺资料真实、有效。所需资料应符合附录A。

4.2 评价内容

绿色小水电评价内容应包括4个评价类别、14个评价要素以及21个评价指标,总分为100分,
执行表1的规定。

表1 绿色小水电评价内容

评价类别 评价要素 评价指标

生态环境

(55分)

水文情势 (15分) 生态需水保障情况 (15分)

河流形态 (7分)
河道形态影响情况 (5分)

输沙影响情况 (2分)

水质 (5分) 水质变化程度 (5分)

水生及陆生生态 (12分)
水生保护物种影响情况 (7分)

陆生保护生物生境影响情况 (5分)

景观 (8分)
景观恢复度 (5分)

景观协调性 (3分)

减排 (8分)
替代效应 (4分)

减排效率 (4分)

社会

(18分)

移民 (6分) 移民安置落实情况 (6分)

利益共享 (8分)
公共设施改善情况 (4分)

民生保障情况 (4分)

综合利用 (4分) 水资源综合利用情况 (4分)

管理

(18分)

生产及运行管理 (6分)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情况 (6分)

保障机制 (6分)
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 (3分)

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 (3分)

技术进步 (6分) 设备性能及自动化程度 (6分)

经济

(9分)

财务稳定性 (6分)
盈利能力 (3分)

偿债能力 (3分)

区域经济贡献 (3分) 社会贡献率 (3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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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方法

5.1 生态环境

5.1.1 水文情势应采用生态需水保障情况指标进行评价,赋分权值15分,赋分方法应满足下列

规定:

a)无调节河床式水电站,得15分。

b)设有满足SL/T819、SL/T820规定生态需水要求的无节制生态流量泄放设施,且评价期内

已实现持续监测或监视的,得15分。

c)设有有节制生态流量泄放设施 (含生态机组),且评价期内监测数据 (不含监视图像)显示下

泄流量满足SL/T819、SL/T820规定生态需水要求的,得15分。

d)其他情况,得0分。

5.1.2 河流形态应采用河道形态影响情况指标和输沙影响情况指标进行评价,两项指标赋分权值应

分别为5分和2分,赋分方法如下:

a)河道形态影响情况。

 1)自然条件下即可维持坝 (闸)下游影响范围内河道的连通性、蜿蜒性以及原真性,保持该

河段局部弯道、深潭、浅滩以及洲滩等特征时,专家打分时应根据水面率、水深、流态等

情况,良好的,得5分;较好的,得3分;一般的,得1分。

 2)采取人工修复或治理措施后,可维持坝 (闸)下游影响河段局部弯道、深潭、浅滩以及洲

滩等特征时,专家打分时应根据水面率、水深、流态等情况,良好的,得5分;较好的,
得3分;一般的,得1分。

 3)枯水期坝 (闸)下100m河道存在脱水现象的,得0分。

b)输沙影响情况。专家打分时应综合考虑水电站排沙设施和措施情况,无排沙设施和措施要求

的,或排沙设施完善、措施得当,得2分;有排沙要求,但排沙设施有瑕疵或采取措施不够

得当,得1分;未按设计要求设置排沙设施又未采取得当措施,得0分。排沙设施和措施

如下:

 1)排沙设施可包括排沙底孔、(自)排沙廊道等。

 2)排沙措施可包括汛期控制库水位调度泥沙、部分汛期控制库水位调度泥沙、按分级流量控

制库水位调度泥沙、异重流排沙、不定期敞泄排沙以及定期敞泄排沙等。

5.1.3 水质应采用水质变化程度指标进行评价,赋分权值5分。指标计算方法、检测及评价要求以

及赋分方法如下:

a)水质变化程度应采用水电站退水断面 (尾水出口下游河道代表性断面)水质类别与入库断面

(水库回水末端靠近回水区河道代表性断面)水质类别的变化情况进行评价:

 1)未引起水质类别降低的,得5分。

 2)引起水质类别降低的,得0分。

b)水质检测及评价要求如下:

 1)坝下或发电尾水附近水体存在异常颜色或气味,设备设施或检修漏油污染水域,或生产生

活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的,按水质类别降低的情况直接评价;无调节、日调节或周

调节水电站,可按不改变水质的情况直接评价;调节性能为周调节以上的水电站,应根据

评价期内指定断面的水质检测结果确定水质变化程度。

 2)水质检测及评价的方法和标准应执行GB3838、SL395的规定。检测及评价的频次评价期

内应不少于2次。

5.1.4 水生及陆生生态应采用水生保护物种影响情况指标和陆生保护生物生境影响情况指标进行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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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两项指标赋分权值应分别为7分和5分。水生保护物种影响情况指标赋分执行表2的规定,陆生

保护生物生境影响情况指标赋分执行表3的规定。

表2 水生保护物种影响情况指标赋分规定

保 护 措 施

受影响河段是否涉及国家或地方重点保护、
珍稀濒危物种、开发区域河段特有的水生生物、
洄游或半洄游鱼类等保护物种或鱼类三场赋分

涉及的 不涉及的

 ①不设坝或正常年份每天的某些时段堰坝被浸没形成贯通的河

道,没有阻碍本地鱼类物种迁徙

 ②设有功能良好的过鱼、集运鱼过坝设施 (如鱼道、亲鱼型水

轮机、集运鱼平台、升鱼机等)

任一措施,得7分 任一措施,得7分

 ③设有防止或减少鱼类过机的设施

 ④采取了减少低温水下泄影响的措施

 ⑤采取了鱼类栖息地保护或鱼类增殖放流措施

 ⑥采取了生物技术降低水体富营养化、净化水质,设置河岸生

态护坡 (即设置亲水性堤岸,常见的类型有平铺草皮、客土植生

植物护坡、人工种草护坡、生态袋护坡、液压喷播植草护坡、植

生毯护坡和网格生态护坡等)改善水生生物栖息环境

 ⑦在鱼类产卵繁殖期间,根据需要采取有利的生产运行或调度

方式

任一措施,得3分 任一措施,得5分

 ⑧未采取保护措施的 得0分 得3分

表3 陆生保护生物生境影响情况指标赋分规定

保 护 措 施

水电站及其影响区域是否涉及国家或地方重点

保护、珍稀濒危物种或开发区域河段

特有陆生生物物种赋分

涉及的 不涉及的

 ①对水电站及其影响区域的珍稀特有植物或古树名木,进行异

地移栽、苗木繁育、种质资源保存等

 ②对受阻隔或栖息地被淹没的珍稀动物,修建动物廊道、构建

类似生境等

任一措施,得5分 任一措施,得5分

 ③根据原陆生生境特点,按照不低于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要求

恢复植被
得2分 得4分

 ④未采取保护措施的 得0分 得2分

5.1.5 景观应采用景观恢复度指标和景观协调性指标进行评价,两项指标赋分权值应分别为5分和

3分,赋分方法如下:

a)景观恢复度:专家应根据水电站责任范围内植被覆盖情况进行赋分。植被覆盖情况非常好,
无影响景观的地表裸露,得5分;植被覆盖情况比较好,仅有少量对景观影响较小的地表裸

露,得3分;植被覆盖情况较差的,得0分。

b)景观协调性:评价时应综合考虑水电站厂区、办公和生活区、库区景观以及水电站对风景名

胜区和水利风景区贡献情况,累计不超过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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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水电站厂区景观。协调,得1分;厂房杂乱无章、厂区杂草丛生等其他情况,得0分。

 2)水电站办公和生活区景观。协调,得1分;办公区与生活区混用或杂乱无章,得0分。

 3)闸坝及库区景观。协调,得1分;闸坝杂草丛生或淤积严重,得0分。

5.1.6 减排应采用替代效应指标和减排效率指标进行评价,两项指标赋分权值应均为4分,赋分标

准应按照表4的规定。两项指标的计算如下:

a)替代效应应按公式 (1)计算。其中,火电的煤耗U 应采用国家最新发布的全国6000kW 及

以上火电厂的发电煤耗数据。

p=
WU
100C

(1)……………………………………………

  式中:

p———替代效应,t/kW;

W———水电站评价期内年平均发电量,104kW·h;

U———单位千瓦时火电的煤耗,g/(kW·h);

C———水电站设计装机容量,kW。

b)减排效率应按公式 (2)计算。其中,排放因子f 应采用国家最新发布的全国区域电网基准

线电量边际排放因子和容量边际排放因子的均值计算。

e=
Wf
V

(2)………………………………………………

  式中:

e———减排效率,kg/m3;

f———排放因子,kgCO2/(kW·h);

V———正常蓄水位对应的库容,104m3。

表4 替代效应和减排效率指标赋分规定

指标 替代效应p 减排效率e

指标值 p≥0.7 0.5≤p<0.7 p<0.5 e≥4 1≤e<4 e<1

赋分 4分 3分 1分 4分 3分 1分

5.2 社会

5.2.1 移民应采用移民安置落实情况指标进行评价,赋分权值6分,赋分方法如下:

a)不涉及移民的,得6分。

b)涉及移民的:

 1)已按设计要求落实移民安置政策的,得6分。

 2)未按设计要求落实移民安置政策的,得0分。
注:移民安置政策涉及移民补偿补助资金、住房、土地调整划拨等。

5.2.2 利益共享应采用公共设施改善情况指标和民生保障情况指标进行评价,两项指标赋分权值应

均为4分,赋分方法如下:

a)公共设施改善情况。

 1)改善了公共照明、公共道路、灌溉设施、供水设施、教科文卫设施以及应急供电等公共设

施的,每项得1分,累计不超过4分。

 2)均未改善的,得0分。

b)民生保障情况:持续开展的工作符合下述情况之一的,得4分,累计不超过4分;均未持续

开展的,得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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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贡献的。

 2)提供就业机会的。

 3)分享投资收益的。

 4)提供优惠电量的。

 5)主管部门认可的其他民生保障情况。

5.2.3 综合利用应采用水资源综合利用情况指标进行评价,赋分权值4分,赋分方法如下:

a)有综合利用要求的,应根据多功能综合利用实现情况进行评价:

 1)已按设计要求实现多功能综合利用的,得4分。

 2)其他情况,得0分。

b)无综合利用要求的,得2分。
注:水资源综合利用一般包括发电、灌溉、供水、航运、竹木流放、渔业、旅游等兴利功能,以及防洪、排涝、

防凌等除害功能。

5.3 管理

5.3.1 生产及运行管理应采用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情况指标进行评价,赋分权值6分,赋分方法

如下:

a)被评为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的,得6分。

b)被评为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的,得3分。

c)被评为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的 (未分级的视为三级),得1分。

d)现场实际与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不符的,应降低一个等级进行赋分。

5.3.2 保障机制应采用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指标、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指标进行评价,两项指标赋

分权值均为3分,赋分方法如下:

a)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下列条件每满足1项得1分,累计不超过3分;均不满足的,得0分。

 1)配备了绿色小水电建设专兼职管理人员并明确职责。

 2)制定了年度绿色小水电建设工作计划,按计划完成并总结。

 3)针对绿色小水电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建立台账并进行整改。

 4)组织人员参加绿色小水电建设相关业务培训。

 5)开展绿色发展文化建设。

 6)建立了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机制。

b)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下列条件每满足1项得1分,累计不超过3分;均不满足的,得0分。

 1)安装了生态流量监测和监视设备并接入监管平台,设置了明确监督部门和监督电话的生态

流量公示牌。

 2)开展了生态调度运行。

 3)具有可对库区、尾水附近等重点区域进行水质监测的设施,并按照SL219开展监测。

 4)配备了自动拦污清污设备设施。

 5)配备了噪声监测设施和防护设备。

5.3.3 技术进步应采用设备性能及自动化程度指标进行评价,赋分权值6分,赋分方法如下:

a)接入集控中心,实现集中控制、集中运维的,得6分。

b)未接入集控中心,实现电站远程控制、建有水情测报系统、参与流域梯级优化调度、实现运

行管理信息化、采取减少设备漏油风险技术、应用数字孪生技术、实现多能互补的,每满足

1项得2分,累计不超过6分。

5.4 经济

5.4.1 财务稳定性应采用盈利能力指标和偿债能力指标进行评价,并分别采用销售净利率和资产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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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率来表征,两项指标赋分权值均为3分,赋分标准应满足表5的规定。计算方法如下:

a)销售净利率应按公式 (3)计算:

y=
J
X ×100% (3)…………………………………………

  式中:

y———销售净利率;

J———评价期水电站年均净利润,万元;

X———评价期水电站年均销售收入,万元。

b)资产负债率应按公式 (4)计算:

z=
Tf

Tz
×100% (4)…………………………………………

  式中:

z———资产负债率;

Tf———评价期水电站年均负债总额 (包括长期负债和流动负债),万元;

Tz———评价期水电站年均资产总额 (包括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万元。

表5 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指标赋分规定

指标
盈利能力 (销售净利率y) 偿债能力 (资产负债率z)

y≥5% 3%≤y<5% 0<y<3% y≤0 z≤70% 70%<z≤75% 75%<z≤80% z>80%

赋分 3分 2分 1分 0分 3分 2分 1分 0分

5.4.2 区域经济贡献应采用社会贡献率指标进行评价,赋分权值3分,赋分标准应满足表6的规定。
社会贡献率应按公式 (5)计算:

s=
Gz

Tz
×100% (5)…………………………………………

  式中:

s———社会贡献率,%;

Gz———评价期水电站年均社会贡献总额,万元。
注:社会贡献总额主要包括工资、劳保退休统筹及其他社会福利支出、利息支出净额、应交增值税、营业税金及

附加 (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应交所得税及其他税、净利润等。

表6 社会贡献率指标赋分规定

指标
社会贡献率s

s≥8% 6%≤s<8% 4%≤s<6% s<4%

赋分 3分 2分 1分 0分

5.5 总体评价

5.5.1 绿色小水电评价满分为100分。赋分表样见附录B。

5.5.2 总体评价分应等于生态环境、社会、管理和经济4个评价类别的评价分之和。

5.5.3 绿色小水电总体评价得分应大于等于8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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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绿色小水电评价所需资料

A.1 基本条件复核

基本条件复核所需资料如下:
a)合法合规建设的佐证或说明 (建设当年相关审批手续未作要求或可免于相关手续的认定资料

或情况说明),包括:

 1)立项审批 (核准)资料,或可行性研究批复文件/审查意见。

 2)取水申请批准文件以及有效的取水许可证。

 3)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表)批复意见,或环保竣工验收资料,或备案的环境影响登记表。

 4)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及印发通知,或增效扩容改造项目完工验收资料。

b)不影响坝 (闸)下居民生活用水和工农业生产用水的佐证或说明资料。

c)明确防汛和安全生产责任人的文件及现场公示牌照片,经审核通过的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级

别文件 (关键页)或证书照片或主管部门已完成评审的公示公告等。

d)达到无人值班技术要求的说明材料及主要技术指标佐证资料。

e)评价期内水电站管理范围内未发生重大及以上水事纠纷以及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佐证

(主管部门官方网站就相关事宜的公告文件或截图等)或说明资料。

f)评价期内水电站未出现中央或省级审计、巡视巡察或督察指出水电站在安全生产、生态环保

等方面存在问题的情况的佐证 (由主管部门出具)或说明资料。

g)水电站是否涉及保护物种或栖息地的批复文件 (渔业和林业等行业主管部门的证明文件,或

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及其批复意见、竣工验收报告的相关内容节选截图等);已采取的主要

保护该物种或栖息地的措施说明资料 (技术文本、现场照片、有关效果呈现等)。

h)可证实水电站管理范围内不存在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现象的相关部位现场照片或主管部

门证明等。

i)承诺书格式见图A.1。

申报绿色小水电示范电站

承 诺 书

我单位自愿申报绿色小水电示范电站,并承诺:
一、所提供的文件、证照等均真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二、所提供的各类证明、佐证或说明资料均符合事实。
三、愿意接受现场核查,并做好相关配合工作。
四、所提供的宣传视频、照片可用于宣传和服务公益事业等转载使用。
五、愿意承担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

单位名称 (盖章):

20××年××月××日

图A.1 承诺书格式

A.2 生态环境评价

生态环境评价所需资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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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水电站平面布置图、发电引水系统布置图或照片等有助于确定水电站取水和退水关系以及影

响区域支流补给情况的资料。

b)确定坝 (闸)下生态需水要求的依据及其批复文件,包括流域综合规划、水能资源开发规划、
规划环评、项目取水许可、项目环评等文件相关内容的截图,或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

商同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科学论证确定的结果等。

c)生态流量泄放设施的参数、照片、运行情况说明及评价期内下泄流量监测或监视资料。无节

制的生态流量泄放设施 (包括无法人工控制的开敞泄放的生态流量泄放闸、阀、孔、管、洞、
槽等设施,以及仅由主管部门管理、电站无法操作的生态流量泄放设施)的无节制性佐证和

说明 (满足生态需水要求的技术设计文件相关内容截图、孔洞槽等进出口照片、闸或阀限位

装置照片等)。实施流量数据监测的,为评价期内每日不少于一个有效监测数据的统计表 (签
章);实施视频监视的,为评价期内每月不少于一张具有明确截图时间的典型监视视频截图

(签章)。上游净来水量 (扣除泄放设施之前引走的依法依规应优先保障的用水)小于等于下

游河道生态需水量时,按不小于上游净来水流量下泄的,要提供对应时段的日均净来水流量

数据及来源 (签章)。

d)坝 (闸)下影响范围内河道原始形态与现状对比描述 (附照片),减脱水情况 (枯水期坝下河

道概况),人工修复措施与设施及其成效的佐证和说明,水面率、水深、流态等情况的佐证或

说明。

e)河流含沙特性,排沙设施和措施技术参数、照片、运行情况及排沙效果等。

f)坝下及发电尾水附近水体照片,生活生产污水、废油等进行环保处理的方案及相关设备设施

照片、介绍材料以及实施记录等。

g)证实水电站关联水库调节性能佐证资料。满足5.1.3要求的评价期内出、入库代表断面的水

质检测资料,或水资源公报相关内容截图等其他佐证资料 (周调节以水库提供)。

h)电站采取的水生生物、陆生生物及其生境保护措施技术资料,相关设备设施照片或应用情况

资料等。

i)有助于说明工程影响区域植被覆盖情况的现场照片或说明。

j)水电站影响区域及周边不同角度的影像资料,水电工程建设对原有景观的影响情况说明 (附
照片)。

k)水电站设计装机容量、评价期内年平均发电量和正常蓄水位相应水库库容的数据来源资料。

A.3 社会评价

社会评价所需资料如下:

a)工程建设征地及移民的总体情况说明,包括工程临时及永久占地数量,是否涉及移民、涉及

移民数量及情况等。

b)移民安置规划,移民竣工验收报告、移民安置档案,以及水电站竣工报告、初设报告中涉及

移民部分的章节等可反映移民生产生活情况的资料。

c)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方面的相关协议、支出凭证、捐赠收据、设施照片 (注明相关性)、有关

新闻报道等。

d)水电站设计文件关于综合利用功能的说明、相关设施技术文件及其实际发挥情况佐证资料或

现场运行照片。

A.4 管理评价

管理评价所需资料如下:

a)水电站绿色发展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的说明资料;绿色小水电建设专兼职管理人员配备情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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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分工说明资料;年度绿色小水电建设工作计划、完成情况及总结;针对绿色小水电建设

的问题台账及整改记录;组织人员参加绿色小水电建设相关业务培训的培训通知、培训证书、
照片等。

b)水电站绿色发展相关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的说明;生态流量监测和监视设备照片以及接入监

管平台的截图,明确监督部门和监督电话的现场生态流量公示牌照片;水库开展了生态调度

运行的说明;库区、尾水附近等重点区域的水质监测设施照片、介绍资料以及监测记录等;
自动拦污清污设备设施照片;噪声监测设施和防护设备照片。

c)水电站设备性能及自动化程度的说明;电站接入集控中心,实现集中控制、集中运维的佐证

(相关设备设施技术文本、照片等);实现电站远程控制的佐证 (相关设备设施技术文本、照

片等);建有水情测报系统的佐证 (系统建设技术文本节选、相关设备设施运行照片等)或说

明;实现流域梯级优化调度的佐证 (批准的调度方案或文件、相关设备设施运行照片等)或

说明;达到运行管理信息化的佐证 (相关设备设施技术文本、照片等)和说明;采取减少设

备漏油风险的佐证 (相关设备设施技术文本、照片等);应用数字孪生技术的佐证 (相关设备

设施技术文本、照片等);实现多能互补的佐证 (相关设备设施技术文本、照片等)。

A.5 经济评价

经济评价所需资料如下:

a)水电站或其管理单位签章的销售净利率、资产负债率和社会贡献率指标计算过程 (计算表)。

b)加盖公章的评价期年度财务报表 (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营业收入、利润总额、
销售税、财务费用、工资福利等基本数据,独立核算单位提供),或加盖公章的非独立核算发

电企业账目分离后的财务报表以及账目分离说明 (非独立核算单位提供)。

A.6 其他

其他有助于评价的资料如下:

a)水电站采取的绿色小水电建设措施及具体效果。

b)水电站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或财政奖补资金情况、荣誉情况等。

c)水电站厂区、坝址、库区、下游河段、升压站以及供电区等实景照片。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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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绿色小水电评价赋分表样

表B.1、表B.2给出了绿色小水电评价赋分表样。

表B.1 绿色小水电总体评价赋分表

事项 事 项 简 述

基本条件
复核情况

 是否满足以下基本要求:□是  □否 (有任1项不满足)
  □合法合规建设,通过竣工验收或增效扩容改造项目完工验收

  □不影响坝 (闸)下游影响区域居民生活以及工农业生产用水及基本生态需水

  □水电站已落实防汛和安全生产责任人,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并达到三级及以上等级

  □达到无人值班技术要求

  □评价期内水电站管理范围内未发生重大及以上水事纠纷以及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

  □评价期内水电站未出现中央或省级审计、巡视巡察或督察指出水电站在安全生产、生态环保
等方面存在问题的情况

  □水电站不涉及珍稀濒危物种、国家重点保护对象或其栖息地,或虽涉及但已按设计要求采取
保护措施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

  □水电站管理范围内不存在乱占、乱采、乱堆以及乱建现象

 是否承诺资料真实、有效:□是  □否

得分情况

生态环境 (55分) 社会 (18分) 管理 (18分) 经济 (9分) 总分 (100分)

 □21项评价指标单项得分均不为0分

 □得分为0分的指标有:

评价结论  是否满足绿色小水电条件:□是  □否

表B.2 绿色小水电评价赋分表

评价类别 评价要素 评价指标 得分 得分事项简述

生态环境
(55分)

水文情势
(15分)

生态需水
保障情况
(15分)

 □无调节河床式水电站 15分

 □设有满足SL/T819、SL/T820规定生态需水要求的无节制生
态流量泄放设施,且评价期内已实现持续监测或监视的 15分

 □设有有节制生态流量泄放设施 (含生态机组),且评价期内监
测数据 (不含监视图像)显示下泄流量满足SL/T819、SL/T
820规定生态需水要求的 15分

 □其他情况 0分

河流形态
(7分)

河道形态
影响情况
(5分)

 □自然条件下可维持坝 (闸)下游影响河段局部弯道、深潭、浅
滩以及洲滩等特征时,专家打分时应根据水面率、水深、流态
等情况。

  □良好的 5分

  □较好的 3分

  □一般的 1分

 □采取人工修复或治理措施后维持坝 (闸)下游影响河段局部
弯道、深潭、浅滩以及洲滩等特征时,专家打分时应综合考
虑所在河流含沙特性、水电站排沙设施和措施情况。

  □良好的 5分

  □较好的 3分

  □一般的 1分

 □枯水期坝 (闸)下100m河道存在脱水现象的 0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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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绿色小水电评价赋分表 (续)

评价类别 评价要素 评价指标 得分 得分事项简述

生态环境

(55分)

河流形态

(7分)

输沙影响

情况

(2分)

 专家打分时应综合考虑水电站排沙设施和措施情况:
 □无排沙设施和措施要求的,或排沙设施完善、措施得当 2分

 □有排沙要求,但排沙设施有瑕疵或采取措施不够得当 1分

 □未按设计要求设置排沙设施又未采取得当措施 0分

水质

(5分)

水质

变化程度

(5分)

 □无调节、日调节或周调节水电站

  □不存在水质异常情况的 5分

  □存在水质异常情况的 0分

 □周调节以上水电站

  □不存在水质异常情况,且经检测未引起水质类别降低的5分

  □存在水质异常情况,或经检测引起水质类别降低的 0分


 按水质类别降低对待的水质异常包括:
  ①坝下或发电尾水附近水体存在异常颜色或气味;
  ②设备设施或检修漏油污染水域;
  ③生产生活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

水生及

陆生生态

(12分)

水生保护

物种影响

情况

(7分)

 □涉及相关保护物种或鱼类三场:
  □采取了保护措施①或② 7分

  □采取了保护措施③~⑦之一 3分

  □未采取保护措施 0分

 □不涉及相关保护物种和鱼类三场:
  □采取了保护措施①或② 7分

  □采取了保护措施③~⑦之一 5分

  □未采取保护措施 3分


 保护措施主要包括:
  ①不设坝或正常年份每天的某些时段堰坝被浸没形成贯通的

河道,没有阻碍本地鱼类物种迁徙;
  ②设有功能良好的过鱼、集运鱼过坝设施 (如鱼道、亲鱼型

水轮机、集运鱼平台、升鱼机等);
  ③设有防止或减少鱼类过机的设施;
  ④采取了减少低温水下泄影响的措施;
  ⑤采取了鱼类栖息地保护或鱼类增殖放流措施;
  ⑥采取了生物技术降低水体富营养化、净化水质,设置河岸

生态护坡 (即设置亲水性堤岸,常见的类型有平铺草皮、
客土植生植物护坡、人工种草护坡、生态袋护坡、液压喷

播植草护坡、植生毯护坡和网格生态护坡等)改善水生生

物栖息环境;
  ⑦在鱼类产卵繁殖期间,根据需要采取有利的生产运行或调

度方式

陆生保护

生物生境

影响情况

(5分)

 □涉及相关保护物种但按规定采取了保护措施:
  □采取了保护措施①或② 5分

  □采取了保护措施③ 2分

  □未采取保护措施 0分

 □不涉及相关保护物种:
  □采取了保护措施①或② 5分

  □采取了保护措施③ 4分

  □未采取保护措施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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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绿色小水电评价赋分表 (续)

评价类别 评价要素 评价指标 得分 得分事项简述

生态环境

(55分)

水生及

陆生生态

(12分)

陆生保护

生物生境

影响情况

(5分)

 保护措施主要包括:

  ①对水电站及其影响区域的珍稀特有植物或古树名木,进行

异地移栽、苗木繁育、种质资源保存等;

  ②对受阻隔或栖息地被淹没的珍稀动物,修建动物廊道、构

建类似生境等;

  ③根据原陆生生境特点,按照不低于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要

求恢复植被

景观

(8分)

景观恢复度

(5分)

 专家应根据水电站责任范围内植被覆盖情况进行赋分:

  □植被覆盖情况非常好,无影响景观的地表裸露 5分

  □植被覆盖情况比较好,仅有少量对景观影响较小的地表

裸露 3分

  □植被覆盖情况较差的 0分

景观协调性

(3分)

 评价时应综合考虑水电站厂区、办公和生活区、库区景观以及

水电站对风景名胜区、水利风景区的贡献情况,累计不超过3分,
累计得分 分。

 ———水电站厂区景观

  □协调 1分

  □厂房杂乱无章、厂区杂草丛生等其他情况 0分

 ———水电站办公和生活区景观

  □协调 1分

  □办公区与生活区混用或杂乱无章 0分

 ———闸坝及库区景观

  □协调 1分

  □闸坝杂草丛生或淤积严重 0分

减排

(8分)

替代效应

(4分)

 替代效应p=
  □p≥0.7 4分

  □0.5≤p<0.7 3分

  □p<0.5 1分

减排效率

(4分)

 减排效率e=
  □e≥4 4分

  □1≤e<4 3分

  □e<1 1分

社会

(18分)

移民

(6分)

移民安置

落实情况

(6分)

 □不涉及移民的 6分

 □涉及移民的

  □已按设计要求全面落实移民安置政策的 6分

  □未按设计要求落实移民安置政策的 0分

利益共享

(8分)

公共设施

改善情况

(4分)

 □改善了公共设施,以下有改善的选项共计: 项, 分

(每项1分,累计不超过4分)

  □公共照明  □公共道路    □灌溉设施

  □供水设施  □教科文卫设施  □应急供电

  □其他

  □均未改善的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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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绿色小水电评价赋分表 (续)

评价类别 评价要素 评价指标 得分 得分事项简述

社会

(18分)

利益共享

(8分)

民生保障

情况

(4分)

 □持续开展的工作符合下述情况之一的 4分

  □为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贡献的

  □提供就业机会的

  □分享投资收益的

  □提供优惠电量的

  □主管部门认可的其他民生保障情况

 □均未持续开展的 0分

综合利用

(4分)

水资源

综合利用

情况

(4分)

 □有综合利用要求的

  □已按设计要求实现多功能综合利用的 4分

  □其他情况 0分

 □无综合利用要求的 2分

管理

(18分)

生产及

运行管理

(6分)

安全生产

标准化

建设情况

(6分)

 □被评为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的 6分

 □被评为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的 3分

 □被评为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的 (未分级的视为三级) 1分

 □现场保持与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不符的,应降低一个等级进

行赋分 分

保障机制

(6分)

制度建设及

执行情况

(3分)

 以下选项共计: 项, 分 (每项1分,累计不超过3分)

  □配备了绿色小水电建设专兼职管理人员并明确职责

  □制定了年度绿色小水电建设工作计划,按计划完成并总结

  □针对绿色小水电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建立台账并进行整改

  □组织人员参加绿色小水电建设相关业务培训

  □开展绿色发展文化建设

  □建立了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机制

设施建设

及运行情况

(3分)

 以下选项共计: 项, 分 (每项1分,累计不超过3分)

  □安装了生态流量监测和监视设备并接入监管平台,设置了

明确监督部门和监督电话的生态流量公示牌

  □开展了生态调度运行

  □具有可对库区、尾水附近等重点区域进行水质监测的设施,
并按照SL219开展监测

  □配备了自动拦污清污设备设施

  □配备了噪声监测设施和防护设备

技术进步

(6分)

设备性能及

自动化程度

(6分)

 □接入集控中心,实现集中控制、集中运维的 6分

 □未接入集控中心,以下选项共计: 项, 分 (每项2
分,累计不超过6分)

  □实现电站远程控制

  □建有水情测报系统

  □参与流域梯级优化调度

  □实现运行管理信息化

  □采取减少设备漏油风险技术

  □应用数字孪生技术

  □实现多能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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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绿色小水电评价赋分表 (续)

评价类别 评价要素 评价指标 得分 得分事项简述

经济

(9分)

财务

稳定性

(6分)

盈利能力

(3分)

 销售净利率y=
  □y≥5% 3分

  □3%≤y<5% 2分

  □0<y<3% 1分

  □y≤0 0分

偿债能力

(3分)

 资产负债率z=
  □z≤70% 3分

  □70%<z≤75% 2分

  □75%<z≤80% 1分

  □z>80% 0分

区域经济

贡献

(3分)

社会贡献率

(3分)

 社会贡献率s=
  □s≥8% 3分

  □6%≤s<8% 2分

  □4%≤s<6% 1分

  □s<4% 0分

 注:该表作为绿色小水电评价赋分记录,在 “ ”上填写相应的数值,在得分项 “□”内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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