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构建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

试点水库建设技术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2023 年 10 月



前 言

为强化水库运行管理工作，在全面推进水库工程标准化

管理的基础上，加快构建以推进全覆盖、全要素、全天候、

全周期“四全”管理，完善体制、机制、法治、责任制“四

制（治）”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

施，加强除险、体检、维护、安全“四管”工作为核心内容

的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强化数字赋能，全面提升水库

运行管理精准化、信息化、现代化水平，水利部印发了《水

利部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指导意见，指导开展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

阵建设先行先试工作，水利部组织编制《构建现代化水库运

行管理矩阵试点水库建设技术要求》，明确试点水库建设内

容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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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目的与适用范围

1.1 编制目的

为规范和指导试点水库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建设，

全面提升水库运行管理精准化、信息化、现代化水平，依据

《水利部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的指导意

见》，编制本技术要求。

1.2 适用范围

本技术要求适用于试点水库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

建设。

2 编制依据

本技术要求主要依据下列法律法规、文件和技术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5）《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

（6）《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

（7）《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8）《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体改办关于水利工程

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2〕45 号）

（9）《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运

行管护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21〕8 号）

（10）《水库大坝注册登记办法》（水政资〔199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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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1）《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办法》（水建管〔2003〕271

号）

（12）《坝高小于 15 米的小（2）型水库大坝安全鉴定

办法（试行）》（水运管〔2021〕6 号）

（13）《水利部关于印发〈关于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

理的指导意见〉〈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评价办法〉及其评价

标准的通知》（水运管〔2022〕130 号）

（14）《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工程白蚁防治工作指导

意见〉的通知》（水运管〔2023〕191 号）

（15）《水利部关于推进水利工程配套水文设施建设的

指导意见》（水文〔2023〕30 号）

（16）《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库大坝安全鉴

定工作的通知》（办建管〔2018〕71 号）

（17）《水利部关于印发〈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

管理办法〉和〈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和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建

设与运行管理办法〉的通知》（水运管〔2021〕313 号）

（18）《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工程白蚁防治技

术指南（试行）〉的通知》（办运管〔2023〕209 号）

（19）《小型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履职手册（试行）

和小型水库防汛“三个重点环节”工作指南（试行）》（办

运管函〔2020〕209 号）

（20）GB 50179《河流流量测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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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GB/T 22482《水文情报预报规范》

（22）GB/T 50138《水位观测标准》

（23）SL 21《降水量观测规范》

（24）SL 34《水文站网规划技术导则》

（25）GB/T 41368《水文自动测报系统技术规范》

（26）SL 106《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

（27）SL 210《土石坝养护修理规程》

（28）SL 230《混凝土坝养护修理规程》

（29）SL 258《水库大坝安全评价导则》

（30）SL 551《土石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31）SL 601《混凝土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32）SL 734《水利工程质量检测技术规程》

（33）SL 766《大坝安全监测系统鉴定技术规范》

（34）SL/Z 720《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试点水库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建设除应符合本技

术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文件和技术标

准的规定。

3 总体要求

推进试点水库全覆盖、全要素、全天候、全周期“四全”

管理，完善体制、机制、法治、责任制“四制（治）”体系，

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加强除险、体

检、维护、安全“四管”工作。在水库工程标准化管理建设

基础上，全面准确掌握和动态更新工程特性、运行管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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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库区和下游洪水影响范围关键信息，实现水库上下游、

左右岸要素信息全面掌握；构建全天候动态监控体系，对枢

纽区、库区、下游河道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全天候掌握大坝

安全运行性态与风险；加强水库建设、运行等全生命周期管

理。建立健全水库管理体制机制，完善管理制度，压实安全

责任，实现依法依规管理。强化雨水情和工情监测预报，及

时预警，推进水库防洪预演，迭代完善调度规程和应急预案，

“四预”措施基本实现。工程隐患及时消除，准确掌握工程

安全状况，切实落实维修养护措施，守牢水库安全底线，充

分发挥水库效益。

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形成数字化应用

成果，推进实现在全国水库运行管理系统集成展示，全面提

升水库运行管理精准化、信息化、现代化水平。

4 推进“四全”管理建设内容与要求

4.1 监管全覆盖

（1）监管要求落实。明确运行管护主体，落实水行政

主管部门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业务指导：运

管司、监督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2）信息共享及时。按规定及时完成注册登记，在全

国水库运行管理系统完整准确填报水库基础信息和运行管

理信息；雨水情测报与大坝安全监测信息及时汇集至省级水

库信息化管理平台，强化信息共享与应用。（业务指导：运

管司、水文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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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掌握全要素

（1）动态掌握库区要素。充分利用全天候动态监控体

系和整合各类数据资源，必要时开展调查和测量，掌握水库

流域面积、多年平均降雨量，不同运用水位淹没范围，以及

淹没范围内人员、城（集）镇、村庄、基础设施、耕（园）

地分布，以及水库淤积和水面侵占等信息。（业务指导：运

管司、河湖司、移民司、防御司、水文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2）全面掌握工程要素。根据规划、设计、建设、验

收及安全鉴定等资料，结合调查和测量，全面精准掌握工程

特性、运行管理、工程安全状况、设施设备运行状态、库容

曲线、泄流曲线与溢洪道侵占情况、近坝岸坡稳定等信息。

（业务指导：运管司牵头；规计司、建设司参与）

（3）动态掌握下游要素。充分利用全天候动态监控体

系和整合各类数据资源，结合调查和测量，动态掌握下游河

道侵占情况与行洪能力、堤防安全信息，结合洪水风险图编

制与应用，调查洪水影响范围内的人员、城（集）镇、村庄、

基础设施、耕（园）地分布等信息。（业务指导：运管司、

河湖司、防御司、水文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4.3 管控全天候

（1）全天候监测重要信息。充分利用卫星遥感、北斗、

无人机等现代化技术，综合采取人工巡查、智能巡检、视频

监控、仪器监测等手段，构建全天候动态监控体系，对枢纽

区、库区、下游河道进行实时动态监测。（业务指导：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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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河湖司、水文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2）全天候掌握安全状态。充分利用已有信息化资源，

整合完善大坝安全监测系统，或共享区域信息化管理平台相

关功能，实现雨水情、工情等信息实时分析应用，全天候掌

握水库安全运行性态与风险。（业务指导：运管司牵头；水

文司参与）

（3）全天候保障监控能力。关键监测与通信设施应具

备双路供电、多种通信、断电存储等功能，具备极端条件下

应急监测与通信能力。（业务指导：运管司牵头）

4.4 管理全周期

（1）构建全周期档案。建立全面准确的水库建设、运

行、报废全生命周期数字信息档案，及时填报至全国水库运

行管理系统。（业务指导：建设司、运管司，信息中心按职

责分工负责）

（2）规范全过程管理。规范开展水库注册登记、调度

运用、维修养护、检查监测、安全鉴定、除险加固、应急管

理、降等报废等全过程管理，实现质量安全可追溯、审批评

价可跟踪、功能效益可量化。（业务指导：运管司牵头）

5 完善“四制（治）”体系建设内容与要求

5.1 完善体制

（1）明确管理主体及责任。明确水库主管部门、管理

主体责任，明晰工程产权，理顺管理体制。（业务指导：运

管司牵头）



7

（2）探索管理体制创新。深化水库管理体制改革，推

行水库专业化管护。（业务指导：运管司牵头）

5.2 健全机制

（1）落实岗位职责。水库管理机构和管理队伍满足水

库现代化运行管理需要，严格落实岗位职责，加强岗位与业

务培训，不断提高管理人员履职能力。（业务指导：运管司

牵头）

（2）完善管理设施。按规范要求和防汛工作需要，常

态化完善管理用房、道路、通信、电力等设施。（业务指导：

运管司牵头；防御司参与）

（3）稳定经费渠道。稳定人员基本支出和工程日常维

修养护经费投入渠道，经费足额落实到位、使用管理规范。

（业务指导：运管司牵头）

5.3 强化法治

（1）健全规章制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文件和技术

标准要求，总结运行管理经验，健全水库注册登记、调度运

用、维修养护、检查监测、闸门操作、防汛抢险、安全鉴定、

巡查值守、应急管理、档案管理、安全生产等运行管理各项

规章制度。（业务指导：运管司、监督司、防御司按职责分

工负责）

（2）严格制度落实。强化内部考核，确保水库运行管

理各项规章制度执行到位。（业务指导：运管司、监督司按

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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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化水行政执法。严格水事违法行为的调查取证、

依法查处等工作，严厉打击非法侵占水库库容、侵占溢洪道

等危害水库大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违法行为。（业务指导：政

法司牵头；水资源司、运管司、河湖司参与）

5.4 落实责任制

（1）落实大坝安全及防汛责任人。明确水库大坝安全

政府、水库主管部门和水库管理单位责任人，落实小型水库

防汛“三个责任人”，及时公示公告并报送相关信息。（业

务指导：运管司牵头；监督司参与）

（2）强化责任人履职能力建设。大坝安全责任人和小

型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全覆盖接受业务培训，掌握履职

要求和相关业务知识，具备履职能力，岗位职责履行到位。

（业务指导：运管司牵头）

6 强化“四预”措施建设内容与要求

6.1 预报精准化

（1）加快构建“三道防线”。按有关要求加快构建气

象卫星和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站组成的雨水情监测预报

“三道防线”，满足水库防汛要求。（业务指导：水文司，

信息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运管司、防御司参与）

（2）强化洪水精准预报。充分应用“三道防线”雨水

情信息，开展不同预见期洪水预报，必要时对洪水预报成果

进行滚动更新，延长预报预见期，提高预报精准度。（业务

指导：水文司，信息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防御司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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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工程性态研判。加强水库大坝安全监测设施

建设与更新改造，强化工程安全信息分析，及时分析研判水

库大坝安全性态。（业务指导：运管司牵头；规计司、防御

司参与）

6.2 预警提前化

（1）加强汛情险情预警。建立完善雨水情、工情预警

指标体系，根据雨水情、大坝安全监测等信息，以及洪水预

报、工程性态研判情况，开展水库汛情、险情分级预警。（业

务指导：运管司、防御司、水文司，信息中心按职责分工负

责）

（2）强化预警信息发布。规范预警信息发布流程、权

限、方式、内容、时限、范围等要求；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

段，加强预警能力建设，实现预警信息直达水库一线和受影

响区域社会公众，预警提前时间应满足社会公众应急避险和

重要基础设施防护要求。（业务指导：运管司、防御司、水

文司，信息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

6.3 预演数字化

（1）研发预演系统。结合数字孪生水利建设以及已有

信息化资源，研发水库洪水预演系统或共享区域信息化管理

平台预演功能。（业务指导：防御司，信息中心按职责分工

负责；运管司参与）

（2）预演水库调度。结合雨水情监测预报、大坝安全

监测预警分析，统筹考虑水库上下游、左右岸影响，开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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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调度方案预演，动态优化调度方案。（业务指导：防御司，

信息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运管司参与）

（3）推演洪水风险。依据雨水情监测预报、大坝安全

监测分析、水库调度方案等信息，开展水库超标准洪水调度

预演，掌握洪水影响范围与危害程度。正向预演洪水淹没范

围及洪水到达重要防洪保护对象时间、淹没深度与损失，逆

向推演大坝限制运用条件与限泄要求。（业务指导：防御司，

信息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运管司参与）

6.4 预案科学化

（1）优化应急预案。根据预演成果，统筹考虑上下游、

左右岸影响，迭代优化调度规程（方案）和应急预案，增强

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业务指导：运管司、防御司

按职责分工负责）

（2）完善应急措施。根据预演成果和应急需要，补齐

短板弱项，进一步优化完善各项应急措施。（业务指导：运

管司、防御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3）强化实战演练。水库自行或结合区域、流域应急

演练，定期开展应急实战演练。（业务指导：运管司、防御

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7 加强“四管”工作建设内容与要求

7.1 及时除险

（1）常态化开展隐患治理。建立常态化隐患治理制度，

对发现的水库安全隐患与险情进行处置，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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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指导：运管司牵头）

（2）及时实施除险加固。安全鉴定为三类坝，及时进

行除险加固。（业务指导：建设司、运管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3）严格病险水库限制运用。存在病险，应严格限制

运用，落实安全度汛和应急措施。（业务指导：运管司、监

督司、防御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7.2 定期体检

（1）规范开展安全体检。规范开展巡视检查、监测检

测、隐患排查，按规定定期开展大坝安全鉴定。（业务指导：

运管司牵头）

（2）保障鉴定成果质量。严格安全鉴定工作程序，足

额落实大坝安全鉴定经费，保障安全鉴定现场检查、安全检

测、库容曲线复核等必要工作的开展，鉴定结论符合工程实

际。（业务指导：运管司牵头）

7.3 强化维护

（1）加强专业管护。落实年度维修养护计划，自行或

委托专业化管护单位开展管理、维修和养护，日常维修养护

到位，工程形象面貌完好，工程和设备设施运行正常。（业

务指导：运管司牵头）

（2）强化病害处置。加强巡视检查和监测，对发现的

老化病害、损毁，以及白蚁等害堤动物及时进行处置。（业

务指导：运管司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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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进淤积治理。有防洪功能的水库每年汛前开展

淤积和侵占情况摸排，对存在淤积或侵占问题的水库，每年

汛前开展库容曲线复核和库容量算，评估水库防洪能力，必

要时开展淤积治理。（业务指导：运管司牵头）

（4）保障效益发挥。科学调度运用，充分发挥水库防

洪功能，以及供水、灌溉、生态等效益。（业务指导：运管

司、防御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7.4 保障安全

（1）完成水库划界。完成水库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并

设置界桩，管理范围内土地使用权属明确，管理和保护范围

的管理要求明晰。（业务指导：运管司牵头）

（2）落实度汛措施。严禁违规超汛限水位运行；强化

汛期巡查值守，落实安全度汛措施和超标准洪水应对措施，

严防垮坝事件发生。（业务指导：运管司、监督司、防御司

按职责分工负责）

（3）加强应急保障。根据应急预案和水库抢险工作需

要，落实防汛交通、通信、电力、应急照明等应急设施，明

确库区和下游洪水影响范围内人员转移措施，预置必要抢险

与救援物资设备，落实应急抢险队伍，提升应急抢险能力。

（业务指导：运管司、防御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4）强化安全防范。加强安全生产宣传和培训，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水利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六项机制”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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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信息安全、治安等防范措施，安全设施及器具配备齐

全；水库管理范围内及库区、下游行洪通道设置必要安全警

示标识。（业务指导：建设司、运管司、监督司、防御司按

职责分工负责）

8 其他要求

鼓励各地依据《水利部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库运行管

理矩阵的指导意见》总体要求，探索创新现代化水库运行管

理矩阵建设做法，优秀创新成果将在评价中予以加分鼓励。



附件 2

构建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

先行区域建设技术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2023 年 10 月



前 言

为强化水库运行管理工作，在全面推进水库工程标准化

管理的基础上，加快构建以推进全覆盖、全要素、全天候、

全周期“四全”管理，完善体制、机制、法治、责任制“四

制（治）”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

施，加强除险、体检、维护、安全“四管”工作为核心内容

的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强化数字赋能，全面提升水库

运行管理精准化、信息化、现代化水平，水利部印发了《水

利部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指导意见，指导开展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

阵建设先行先试工作，水利部组织编制《构建现代化水库运

行管理矩阵先行区域建设技术要求》，明确先行区域建设内

容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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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目的与适用范围

1.1 编制目的

为规范和指导先行区域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建设，

依据《水利部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的指导

意见》，编制本技术要求。

1.2 适用范围

本技术要求适用于先行区域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

建设。

2 编制依据

本技术要求主要依据下列法律法规和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5）《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

（6）《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

（7）《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8）《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体改办关于水利工程管

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2〕45 号）

（9）《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

管护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21〕8 号）

（10）《水库大坝注册登记办法》（水政资〔1997〕53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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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办法》（水建管〔2003〕271

号）

（12）水库降等与报废管理办法（试行）（2003 年 5 月

26 日水利部令第 18 号发布）

（13）《水利部关于印发〈关于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

理的指导意见〉〈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评价办法〉及其评价

标准的通知》（水运管〔2022〕130 号）

（14）《水利部关于强化水库漫坝险情和垮坝事件调查

处理工作的意见》（水运管〔2022〕393 号）

（15）《水利部关于推进水利工程配套水文设施建设的

指导意见》（水文〔2023〕30 号）

（16）《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工程白蚁防治工作指导

意见〉的通知》（水运管〔2023〕191 号）

先行区域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建设除应符合本技

术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文件和技术标

准的规定。

3 总体要求

推进先行区域内水库全覆盖、全要素、全天候、全周期

“四全”管理，完善体制、机制、法治、责任制“四制（治）”

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加强除

险、体检、维护、安全“四管”工作。结合区域内试点水库

建设与水库工程标准化管理建设，整合或共享区域信息化管

理平台，对区域内所有水库实现全覆盖监管，全面精准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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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区域内所有水库基本信息与上下游、左右岸关键要素信

息，全天候管控大型、防洪重点中型及“头顶一盆水”中小

型水库（以下简称重要水库）安全与风险，加强水库建设、

运行、报废全生命周期管理与监管；区域水库管理体制机制

健全，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制度体系完善，全面实现依法依

规管理与监管，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制；强化区域水库雨水情

和工情监测预报与汛情险情预警，推进水库防洪预演，迭代

完善调度规程（方案）和应急预案，加强水库群联调联控，

重要水库“四预”能力明显提升；区域水库除险加固与运行

管护长效机制建立健全，及时消除病险隐患，常态化开展安

全鉴定，准确掌握工程安全状况，维修养护措施扎实落地，

有效保障水库安全运行和效益充分发挥。

以区域为单元，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依托信息化管理平台，形成数字化应用成果，推进实现在全

国水库运行管理系统集成展示，全面提升水库运行管理精准

化、信息化、现代化水平。

4 推进“四全”管理建设内容与要求

4.1 监管全覆盖

（1）实施区域水库全覆盖监管。加强区域水利系统内

外大坝主管部门协调，强化各自职责，依法依规对区域内所

有水库实施全覆盖监管。（业务指导：运管司、监督司按职

责分工负责）

（2）强化注册登记及备案。按规定完成区域水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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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水库大坝注册登记、系统外水库备案管理工作，全面精准

动态掌握区域所有水库信息。（业务指导：运管司牵头）

（3）整合完善区域信息化管理平台。省级先行区域应

充分利用雨水情测报和大坝安全监测平台等已有信息化资

源，整合完善省级水库信息化管理平台或共享使用相关信息

化平台功能，对所有水库实施全覆盖监管。市级、县级先行

区域宜共享使用省级平台，必要时可利用已有信息化资源，

整合建立区域水库信息化管理平台。先行区域信息化管理平

台与全国水库运行管理系统信息共享。（业务指导：运管司

牵头；水文司，信息中心参与）

4.2 掌握全要素

（1）全面掌握信息。全面精准掌握区域水库空间布局、

工程特性、运行管理、工程安全状况等全要素信息，调查掌

握重要水库库区淹没范围和下游洪水影响范围，以及范围内

人员、城（集）镇、村庄、基础设施、耕（园）地分布等关

键信息，实现区域水库上下游、左右岸要素信息全面掌握。

（业务指导：运管司、河湖司、移民司、防御司按职责分工

负责）

（2）动态更新信息。区域内水库信息报送流程、责任

部门和人员明确。水库工程特性等基础信息发生变化及时变

更，运行管理信息动态更新，重要水库库区淹没和下游洪水

影响信息应根据变化情况定期更新。所有水库信息完整准确

录入全国水库运行管理系统。（业务指导：运管司，信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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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按职责分工负责；建设司、河湖司、监督司、防御司、水

文司参与）

4.3 管控全天候

（1）构建区域全天候监控体系。充分利用卫星遥感、

北斗、无人机等现代化技术，强化雨水情、工情实时监测，

构建覆盖区域水库工程的全天候动态监控体系，对区域内重

要水库枢纽区、库区、下游河道进行实时动态监测。（业务

指导：运管司、河湖司、水文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2）强化信息分析应用。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依托区域水库信息化管理平台，强化雨

水情、工情信息的实时分析应用，全天候掌握区域内重要水

库大坝安全性态与风险。（业务指导：运管司、水文司按职

责分工负责）

4.4 管理全周期

（1）规范全周期管理。强化区域内水库建设、运行、

报废全生命周期管理，建立全生命周期数字信息档案，并实

现动态更新。（业务指导：建设司、运管司，信息中心按职

责分工负责）

（2）强化全过程监管。对区域内水库注册登记、调度

运用、维修养护、检查监测、安全鉴定、除险加固、应急管

理、降等报废全过程进行动态监管，做到质量安全可追溯、

审批评价可跟踪、功能效益可量化。（业务指导：运管司牵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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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探索功能效益评估。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探索开展水库功能效益评估，适时调整水库功能，结合降等

报废优化水库空间布局，积极探索水库提质增效，充分发挥

水库防洪、灌溉、供水、生态等效益。（业务指导：运管司

牵头）

5 完善“四制（治）”体系建设内容与要求

5.1 完善体制

（1）明确职责划分。区域内司法行政、住房城乡建设、

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能源、林草等大

坝主管部门和属地政府的职责任务明确，水库安全管理主体

责任明晰。（业务指导：运管司牵头）

（2）完善管理体制。深化水库管理体制改革，区域内

建立职能清晰、权责明确的水库管理体制，推行以大带小、

区域集中管理等多种形式的专业化管护模式。（业务指导：

运管司牵头）

（3）强化考核评价。强化监督检查与考核评价，将区

域内水库运行管护纳入河湖长制管理体系。（业务指导：运

管司、河湖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5.2 健全机制

（1）健全长效机制。完善水利系统内水库大坝注册登

记、系统外水库备案管理工作机制；不断健全区域水库调度

运用、维修养护、检查监测、安全鉴定、除险加固、应急管

理、安全生产、降等报废等运行管理工作长效机制。（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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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运管司、监督司、防御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2）落实保障机制。逐库明确区域内水库运行管理（护）

主体、人员，稳定区域水库管护经费投入渠道，实现区域水

库良性运行。（业务指导：运管司牵头）

（3）完善应急联动机制。积极探索建立区域水库突发

事件应急协调联动机制，加强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流域上

下游水库与相关企事业单位的协调联动，保障区域水库突发

事件高效处置。（业务指导：运管司、防御司按职责分工负

责；监督司参与）

5.3 强化法治

（1）完善制度体系。省级先行区域根据经济社会发展

与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需要，全面梳理现代化水库管理法规

制度和技术标准体系；市级、县级先行区域加强法规制度和

技术标准体系的宣传培训与贯彻落实，根据区域水库运行管

理实际制定配套实施要求。（业务指导：政法司、运管司、

国科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2）强化制度落实。强化监督指导，督促区域内水库

运行管理各项法规制度与工作要求落到实处。（业务指导：

运管司牵头）

（3）严格水行政执法。强化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依法依规查处侵害水库安全的行

为。（业务指导：政法司牵头；水资源司、运管司、河湖司、

监督司、防御司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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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落实责任制

（1）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建立健全区域大坝安全监管

责任体系，完善以地方行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大坝安全责

任制；逐库落实大坝安全责任人和小型水库防汛“三个责任

人”。（业务指导：运管司牵头）

（2）加强履职能力建设。建立责任人培训与履职情况

抽查制度，定期组织开展技术培训，全覆盖培训区域内所有

水库大坝安全和小型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提高责任人

责任意识与履职能力。（业务指导：运管司牵头）

（3）强化垮坝责任追究。依据有关规定，强化水库漫

坝险情、垮坝事件调查，对责任事故相关单位和人员开展追

责问责。（业务指导：建设司、运管司、监督司、防御司按

职责分工负责）

6 强化“四预”措施建设内容与要求

6.1 预报精准化

（1）完善监测预报设施。结合区域水利工程全天候动

态监控体系建设，加快构建区域气象卫星和测雨雷达、雨量

站、水文站组成的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建设区域

现代化水文监测预报体系，满足防汛要求。（业务指导：水

文司，信息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运管司、防御司参与）

加快大中型水库安全监测设施更新改造，持续推进小型

水库雨水情测报与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建设，实现水库雨水情

测报设施全覆盖、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应设尽设，提升区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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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安全监测能力（业务指导：运管司牵头；规计司、水文司

参与）。

省级先行区域加快省级雨水情测报和大坝安全监测平

台建设，实现监测信息全面互联互通（业务指导：运管司、

水文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2）强化洪水精准预报。结合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

防线”，开发区域水库洪水预报模型，延长预报预见期，提

高预报精准度，做好信息共享和应用。（业务指导：水文司

牵头；防御司参与）

（3）加强工情分析研判。依托区域水库信息化管理平

台，根据洪水预报成果和大坝安全监测信息，及时分析掌握

区域水库工程安全信息，结合巡查和专家会商滚动分析，及

时对水库安全性态和风险进行研判。（业务指导：运管司牵

头；防御司参与）

6.2 预警提前化

（1）加强水情工情预警。强化区域雨水情、工情数据

汇集及分析应用，建立完善区域重要水库雨水情、工情监测

预警指标体系，科学确定预警阈值，不断提升区域水库大坝

运行风险预警能力。（业务指导：运管司、防御司、水文司，

信息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

（2）强化预警信息发布。统筹考虑区域雨情、汛情、

工情、灾情变化情况，及时发布水库预警信息；加强区域预

警能力建设，完善预警信息发布机制，保障水库雨水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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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预警信息及时直达水库一线和受影响区域社会公众。（业

务指导：运管司、防御司、水文司，信息中心按职责分工负

责）

6.3 预演数字化

（1）研发预演系统。充分利用已有信息化资源，依托

区域水库信息化管理平台，统筹考虑水库上下游、左右岸全

要素信息，研发区域重要水库洪水预演系统或共享省级信息

化管理平台预演功能。（业务指导：防御司，信息中心按职

责分工负责；运管司参与）

（2）优化调度预演。结合雨水情监测预报、大坝安全

监测预警分析，开展区域重要水库调度方案及水库群联调联

控方案预演，迭代优化调度方案，完善区域水利工程联调联

控措施。（业务指导：防御司，信息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

运管司参与）

（3）推演洪水风险。依据雨水情监测预报、大坝安全

监测分析、水库调度方案及预报预警等信息，结合数字孪生

水利建设，开展区域或流域重要水库及水库群超标准洪水调

度预演，掌握洪水影响范围与危害程度，正向预演洪水淹没

范围及洪水到达重要防洪保护对象时间、淹没深度与损失，

逆向推演重要水库大坝限制运用条件与限泄要求，为区域防

洪调度指挥决策提供技术支撑。（业务指导：防御司，信息

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运管司参与）

6.4 预案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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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善调度方案和应急预案。加强水库调度运用和

应急管理，根据预演成果，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关系，完善

区域内水库调度规程（方案）和应急预案，动态优化区域内

水库调度运用和应急管理措施。（业务指导：运管司、防御

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2）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根据区域水库预演结果、以

及应急预案和防洪抢险需要，完善区域水库防汛交通、通信、

电力等应急设施，落实抢险与救援力量，预置抢险与救援设

备物资；每年汛前组织开展应急实战演练，提升水库突发事

件应对能力。（业务指导：运管司、防御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7 加强“四管”工作建设内容与要求

7.1 及时除险

（1）及时消除隐患。建立完善区域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隐患处置，对病险水库实行台账管理，

限期进行除险加固，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业务指导：运管

司牵头）

（2）严格限制运用。加强区域内病险水库限制运用的

督导检查，严格落实病险水库限制运用有关要求。（业务指

导：运管司、监督司、防御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3）科学降等报废。对功能丧失或萎缩、除险加固经

济技术不合理等符合降等报废条件的水库，按相关要求论证

后实施降等或报废处理。（业务指导：运管司牵头）

7.2 定期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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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体检查险。按相关要求定期组织开展区域内

水库防汛检查与隐患排查，遭遇特大洪水或地震，或工程出

现重大险情后，及时组织开展专项检查；加强对区域内大坝

安全鉴定（定检）工作的监督指导，对不按规定开展安全鉴

定（定检）的进行督促整改，准确掌握水库大坝安全性态。

（业务指导：运管司牵头）

（2）强化鉴定成果质量把关。严格安全鉴定工作程序，

强化鉴定成果质量管理，督促开展安全鉴定现场检查、安全

检测、库容曲线复核等必要工作，鉴定结论符合工程实际。

（业务指导：运管司牵头）

（3）强化科技支撑。鼓励区域内水库采用先进技术与

设备检测探测大坝复杂病险隐患，提升病险问题综合诊断能

力。（业务指导：运管司、国科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7.3 强化维护

（1）落实维修养护措施。组织编制年度维修养护计划，

加强专业化管护，逐库落实区域内水库维修养护措施，确保

水库日常维修养护到位、效益充分发挥。（业务指导：运管

司牵头）

（2）强化维修养护资金保障。稳定区域内水库维修养

护资金投入渠道，落实资金投入，保障区域内水库维修养护

和良性运行需求，规范资金使用管理。（业务指导：运管司

牵头）

（3）规范水库运行管护工作。每年汛前组织对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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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防洪功能的水库开展淤积和库容侵占情况排查，对存在问

题的水库督促开展库容曲线复核和库容量算，摸清水库淤积

和库容侵占现状，积极推进水库淤积治理。及时组织做好区

域内水库白蚁等危害动物防治、工程老化治理等工作。（业

务指导：运管司牵头）

7.4 保障安全

（1）全面完成水库划界。区域内所有水库完成管理与

保护范围划界，加强库区水域岸线管理。（业务指导：运管

司牵头）

（2）加快标准化管理建设。按照水库工程标准化管理

建设有关要求，加快推进区域内水库工程标准化管理建设，

大中型水库和“头顶一盆水”的小型水库实现标准化管理。

（业务指导：运管司牵头）

（3）及时查处违法行为。加强区域内水库枢纽区、库

区、下游河道动态监管，对危害水库安全和侵占溢洪道、库

容、水面等行为，实行台账管理，挂牌督办整改，并依法依

规追责问责。（业务指导：政法司牵头；水资源司、运管司、

河湖司、监督司参与）

（4）落实应急抢险措施。根据应急预案和区域内水库

抢险与救援工作需要，强化汛期值班值守，落实查险与抢险

队伍，预置必要抢险与救援物资设备，逐库落实应急措施和

超标准洪水应对措施，严防垮坝事件发生。（业务指导：运

管司、防御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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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强化安全防范。明确区域内水库安全生产工作要

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督促区域内水库逐库落实水利安全

生产风险管控“六项机制”和安全生产措施；加强宣传与培

训，多措并举加强区域内水库网络安全、信息安全、治安等

防范工作，保障水库安全运行。（业务指导：建设司、运管

司、监督司、防御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8 其他要求

各地可依据《水利部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

矩阵的指导意见》总体要求，探索创新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

矩阵建设区域做法，优秀创新成果将在评价中予以加分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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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建设
先行先试推荐表

1.试点水库

单位（盖章）：

序

号

水库

名称

省（自治

区、直辖

市）

市（州） 县（区） 水库规模

水库

基本情况

（300 字

以内）

推荐理由

（300 字

以内）

1

2

..

2.先行区域

单位（盖章）：

序

号

省（自治区、

直辖市）/市

（州）/县（区）

所在省（自

治区、直辖

市）

区域内水库基

本情况

（500字以内）

区域内试点

水库名单

推荐理由

（300 字以

内）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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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试点水库（先行区域）实施方案编制大纲

一、概述

（一）基本情况

试点水库（先行区域）工程、自然、社会经济等基本情

况及特点。

（二）已有工作基础

分析试点水库（先行区域）近年来在现代化运行管理矩

阵建设内容相关方面已取得的建设成果，主要结合标准化管

理、信息化建设、运行管理等工作，从“四全”管理、“四

制（治）”体系、“四预”措施、“四管”工作进行阐述。

二、目标和任务

（一）建设目标

先行先试工作拟取得的预期成果与建设成效，以及拟形

成的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经验与特色成果。

（二）建设任务

针对“四全”管理、“四制（治）”体系、“四预”措

施、“四管”工作的相关建设内容和要求，分别阐述矩阵建

设的具体任务。

三、组织实施

开展先行先试工作的组织领导、任务分工及计划安排。

分解细化先行先试目标任务，明确责任部门、任务分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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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节点时间安排及建设成果。

四、保障措施

在组织、资金、技术保障等方面采取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