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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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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武汉市水务局提出。 

本文件由武汉市水务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建三局绿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市水务科学研究院、武汉碧水投资运营有

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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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近年来，在《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

《关于加强城市内涝治理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国家政策的驱动下，各个省市大力推进污水处理、防洪

排涝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城市各类配套设施得到较大程度完善。 

然而，城市流域往往面临水环境、水安全、水生态多重目标，面对变幻莫测的天气工况、复杂多样

的设施，多层级的运营单位，几十甚至上百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如何站在城市流域单元的视角，对流

域各类设施进行精细化的联合调度，最大限度保护流域水环境、全力守卫城市水安全，已成为城市河湖

流域精细化管理的重要课题。而目前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中针对流域综合调度管理的标

准规范较少，流域综合调度管理水平的提升离不开相关标准规范的指导。 

本标准的发布实施，可规范武汉市河湖流域的综合调度管理工作，可促进流域内污水系统、溢流调

蓄及处理系统、排涝系统、配套闸门的有机配合，实现流域的多元精细化管理。 

本标准的编制，将填补国内该领域标准的空白，引导流域调度管理工作规范化发展，共同构建和完

善武汉市流域治理标准体系建设，为提升流域精细化管理水平、持续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提供科技支撑。 

同时感谢XX等专家和单位在本规程编制过程中给予的协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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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河湖流域综合调度方案编制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城市河湖流域综合调度方案编制的指南。 

本文件适用于武汉市城市河湖流域，武汉市以外的其他城市流域可参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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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50201  《防洪标准》 

GB 50318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 

GB/T 18920《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CJJ 6     《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 

CECS/T686 《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维护规程》 

T/CECS869 《城镇排水管网在线监测技术规程》 

CJJ181    《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 

HJ2038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督管理技术规范》 

GB50788   《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 

CJJ60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68     《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T228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营质量评价标准》 

GB/T30948 《泵站技术管理规程》 

SL/722    《水工钢闸门和启闭机安全运行规程)》 

GB/T 28592《降水量等级》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DB4201/T 695 《合流制溢流调蓄及处理设施技术规程》 

DB4201/T 652  《水环境保护溢流污染控制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DB4201/T 65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城市河湖流域  Urban river and lake basins  

位于城市中心城区，汇水范围内包含一种或多种排水体系的河湖流域。 

 

水务设施  Water ut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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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收集、输送、处理和利用污水、雨水并将其排入水体的一整套工程设施。主要包括：污水管

网、污水泵站、污水处理厂、闸门、排涝泵站、初雨厂、调蓄池及强化处理设施、补水泵站等工程。 

 

溢流污染控制系统  Overflow pollution control system 

用于控制合流制排水管道中过量的溢流雨污水的调蓄、处理设施及配套设施。 

 

排涝系统  Drainage system  

为收集、输送雨水并将其排入水体的一整套工程设施。主要包括：城市雨水管网或合流制管网、

排涝泵站及配套闸门等。 

 

强化处理设施  Strengthened treatment facilities   

用于处理初期雨水或合流制雨污水的工程设施。 

 

初期雨水  Initial rain   

降雨初期区域内产生的携带污染物质且超过排放标准的雨水径流。 

 

超标降雨  Excessive rainfall   

超出流域水务设施应对能力的降雨。 

 

计划性异常工况运行 Planned abnormal operation   

因计划性清淤、检修等运维工作而使水务设施处于异常工况（如设施减、停产或进出水异常）的

运行状态。 

 

应急性异常工况运行 Emergency abnormal operation   

为应对流域突发情况（如超标降雨等极端天气或河湖水质超标）而导致水务设施处于异常工况

（如设施减、停产或进出水异常等）。 

4 总则 

一般规则 

4.1.1 应坚持依法依规。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流域综合规划、流域专项调度方案等内容编制方案。 

4.1.2 应坚持安全可靠。纳入流域综合调度的水务设施，应在确保自身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参与流域

综合调度。 

4.1.3 应坚持系统思维。处理好流域与区域，全局与局部，上下游、干支流，单个工程与多个工程综

合调度的关系，保障流域整体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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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应坚持科学精细。充分发挥水务设施综合调度作用，协调各个水务设施的运用时机和次序，精

细化预测预报与优化调度，明确水务设施运用的雨水工情条件，尽量量化水务设施调度控制指标。 

4.1.5 应坚持统筹兼顾。协调流域多个水目标间的关系，在保障流域水安全的基础上，兼顾流域其他

水管理目标与需求。 

其他 

4.2.1 根据流域综合管理要求，确定流域综合调度目标和纳入综合调度的水务设施。 

4.2.2 流域水务设施工程体系等发生变化时，应及时修编流域综合调度方案。 

4.2.3 流域综合调度方案编制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2.4 流域综合调度方案，应经主管部门批准发布后实施。 

4.2.5 流域综合调度方案的编制目录可参考附录 A。 

 

5 调度目标与调度范围的确定 

调度目标确定 

5.1.1 流域调度目标应将保障流域水安全为首要目标和根本目标，根据流域水务设施的现状防洪排涝

能力、污水收集处理能力、河湖的防洪标准、河湖的水环境要求，合理设置水安全与水环境调度目标。 

5.1.2 需明确流域水务设施可有效应对的降雨强度标准，以明确标准内降雨和超标准降雨的界限。 

5.1.3 涉及多个流域的，可分流域确定调度目标。 

调度范围界定 

5.2.1 对流域范围内的水务设施以及直接或间接影响流域调度目标的水务设施，均应纳入调度范围。 

5.2.2 涉及超标降雨时，流域间的连通设施也应适当纳入调度范围。 

6 调度机制 

组织架构 

6.1.1 应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建立流域调度专班工作机制，明确调度工作的统筹单位、调度方案的

研究编制单位、调度指令的下达和执行单位。 

6.1.2 应建立组织架构图或表，图表中应明确流域内各类水务设施的调度执行机构及相应的权限和职

责。 

调度工作机制 

6.2.1 应明确不同工况下的调度工作机制，包括正常工况和异常工况、晴天工况和不同降雨工况等。 

6.2.2 应绘制流域调度工作流程图和流域水务设施调度运行逻辑图。 

6.2.3 应明确各单位调度过程中应开展的具体工作内容，包括设施运行情况、运行数据、调度指令下

发与执行情况、调度过程记录与分析等。 

预警及信息报送工作机制 

6.3.1 由市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省级或市级重大气象专报后，下发至调度工作组。 

6.3.2 调度工作组在收到降雨预报后，及时研判，制定调度策略，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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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降雨期间，对于湖泊流域，湖泊及连通骨干港渠水位报送频次可设为每隔 12h 报送一次，并可

根据降雨强度变化，适当增加或降低报送频次；对于河流流域，河流及上游管涵液位报送频次可设为每

隔 2h报送一次，并可根据降雨强度变化，适当增加或降低报送频次。 

6.3.4 流域范围内各行政主管部门和运营单位应及时报备渍水点情况，并结合片区情况，适时报备片

区交通信息和物质准备信息。 

7 流域概况 

流域基本情况 

简要介绍流域总体情况。具体包括流域范围、流域面积、服务人口、水系分布、河流数量和起止范

围，对于湖泊，应包括湖泊面积、容积、调蓄水深、特征水位等。 

污水处理系统 

7.2.1 污水处理系统应明确流域污水处理厂数量、各个污水厂处理规模、收水范围、尾水去向、尾水

水质标准、配套泵站情况等。 

7.2.2 应评价调度范围内各水系汇水范围内污水整体处理能力，绘制污水处理设施运行逻辑拓扑图。 

初雨/溢流污染控制及处理系统 

7.3.1 应描述流域内可用于初雨/溢流污染控制的水务设施的规模，主要包括截污管涵、初雨净化水厂、

调蓄池和强化处理设施等。 

7.3.2 应评价调度范围内流域总调蓄能力、初雨/溢流污染总处理能力。 

排涝系统 

7.4.1 应描述流域内排涝泵站以及相关参数，主要包括抽排能力、起排水位、配套闸门情况等。 

7.4.2 应评价调度范围内流域的总抽排能力、整体排涝标准等。 

主要配套闸门 

应描述流域内主要配套闸门的情况，主要包括闸门形式、闸门闸底或闸顶标高等。 

渍水点情况 

应描述流域内渍水点情况，主要包括渍水点数量、位置、地面标高及历史渍水情况等。 

降雨气象情报及预报 

7.7.1 流域内应设置满足流域调度需求的降雨预报系统。 

7.7.2 配套的降雨预报业务系统，预报内容宜包含未来 10d逐 3h和未来 3d逐 1h预报降雨情况。 

 

8 综合调度规则 

编制原则 

8.1.1 应坚持分级防控、统筹全局的原则，编制不同目标下的调度规则。 

8.1.2 调度规则应站在整个流域的视角，以流域全要素数据信息（包括设施运行数据、降雨、气象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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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河湖水质水位等）为依托，并以经验数据特征规律分析结果、模型预测结果为基础，编制调度规则。 

8.1.3 调度规则应发挥流域内各设施联合协调作用，正确处理水环境与水安全的关系，合理提出各类

工程设施投入时机、次序、方式，由调度专班开展联合调度。 

8.1.4 应明确降雨等级判定标准，并针对不同降雨等级制定调度规则。 

8.1.5 调度规则应包括：适用范围、调度目标、调度模式。其中，调度目标应明确基本目标和力争目

标；调度模式应按设施类型提出设施的开启条件（如水位）、运行要求、投入次序、责任单位、响应时

间等。 

8.1.6 如涉及多个流域，应明确流域间联通闸门的启闭状态，以及发挥的作用。 

 

降雨等级划分  

8.2.1 降雨等级划分，主要用于指导流域调度模式选择。 

8.2.2 应明确流域调度规则执行所依据的降雨等级划分标准，可参考国家和行业现行标准，可参考标

准：《降水量等级》(GB/T28592）和短时气象服务降雨量等级 T/CMSA 0013等，也可根据流域水务设施

可应对的降雨标准划分。 

8.2.3 若根据不同降雨标准判定出的降雨等级不同，应优先将高等级降雨对应的调度模式作为当次降

雨调度规则。 

 

晴天工况下调度规则 

8.3.1 应坚持以确保水环境目标为前提，最大限度地发挥污水系统的处理能力，力求流域内管涵保持

低水位运行，以增加管涵的雨天缓冲调蓄空间。同时保证污水处理设施尾水量，优先满足流域内生态基

流要求。 

8.3.2 应基于流域设施实际运行情况，收集流域设施运行数据，分析确定影响流域关键设施运行的边

界条件，包括流域内管涵液位、河湖水位、污水处理设施（包括临时处理设施）处理能力的上限或者下

限。 

8.3.3 应基于流域设施的运行边界条件，确定流域内污水系统配套设施的运行状态，以及异常工况时

的投入次序，并绘制调度示意图。 

8.3.4 应针对异常工况，明确排涝系统相关设施启闭的边界条件。 

8.3.5 水务设施进行清淤、检修等计划性异常工况应避开汛期，并制定晴天异常工况调度方案。 

8.3.6 对于污水处理设施突发性等应急异常工况，一般按照先其他污水设施（满负荷或超负荷运行）、

再调蓄设施，最后调蓄处理设施的顺序酌情开启；其次，可考虑开启联通闸门，通过连通流域的水务设

施分担部分污水。设施恢复正常后，及时腾空并关闭调蓄设施。 

 

不同降雨工况下调度规则 

8.4.1 应结合降雨等级，制定不同调度模式下的调度规则。 

8.4.2 调度规则应基于流域各系统相关设施的处理能力，充分考虑降雨对污水系统处理能力的影响，

明确不同降雨工况下溢流污染控制系统、排涝系统相关设施的预热时机、启动时机、开启度以及排空时

机等。 

8.4.3 对于小雨、中雨和大雨，应以流域水环境优先，兼顾流域水安全，保证流域水体溢流风险可控，

称为溢流管控/初雨调蓄模式。小雨、中雨时，以污水处理系统为主，优先发挥污水系统处理能力；大

雨时，在污水处理系统满负荷或尽最大能力处理后，根据流域管控边界条件，及时启动初雨调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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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论证启动时机，确保降雨期间初雨调蓄系统充分发挥作用。降雨结束后，结合流域设施运行状态、

管涵/河湖液位情况，及时排空初雨调蓄系统。 

8.4.4 对于大到暴雨工况时，可基于流域状况，根据降雨强度、管涵/河湖液位上涨速率等指标来确定

水环境与水安全模式切换时机。 

8.4.5 对于暴雨及以上降雨，应以流域水安全为主，尽快消除流域洪涝风险，称为行洪排涝模式。在

污水处理系统、初雨调蓄系统均已满负荷或尽最大能力运行时，结合流域上游渍水情况和管涵/河湖液

位变化情况，及时启动排涝系统及相关闸门。降雨结束后，结合管涵/河湖液位情况，及时关闭排涝系

统。 

8.4.6 对于大雨及以上降雨工况，可结合流域水务设施运行现状，制定流域管涵/河湖液位的雨前预降

方案。 

8.4.7 针对行洪排涝模式，应制定行洪排涝结束后的水环境质量改善方案。 

 

雨后调度规则 

8.5.1 降雨汇流结束后，对于以防汛为主要目标的流域，应制定河、湖库容腾空方案和厂站闸设施维

护方案，为下一次防汛做好准备；并根据流域水质考核要求，制定河湖水质恢复调度方案。 

8.5.2 河湖水质恢复主要采用增加补水量、提升水动力等措施进行水环境质量改善。 

8.5.3 河湖水质恢复，应充分考虑现有补水水源的水量与水质变化规律、河湖安全水位情况，合理设

置补水闸门启闭条件，并结合未来规划补水水源情况，合理设置补水边界条件。水质恢复期间结合河湖

水质变化情况，可合理调整补水量、补水点位。 

8.5.4 河湖水质恢复调度方案，应包括生态补/换水调度范围、调度目标、补水来源、补水量、补水路

径、补水机制等。 

8.5.5 河湖水质应急恢复调度规则，结合河湖水质情况，合理调整补水量、补水点位。 

 

9 应急调度规则 

9.1.1 主要包括超标降雨、水质超标等突发情况下的应急调度。 

9.1.2 应针对各应急异常工况分别制定调度规则。 

9.1.3 对于超标降雨等极端恶劣天气工况，在充分运用污水处理设施、调蓄设施后，仍无法保障流域

水安全时，开启排涝泵站并满负荷运行，或通过跨流域间调度加强排涝，保障重要保护对象防洪安全，

尽可能减轻流域洪灾损失。 

9.1.4 对于非降雨导致的水质超标情况，一般坚持先排查水质超标原因，及时清除污染源（排污口偷

排、溢流等），再通过加大补水量或提升水动力等措施改善水质。 

10 信息报送 

10.1.1 信息报送应依据调度管理权限，报送相应管理单位和上级管理单位。 

10.1.2 信息报送应分类表述，明确调度上报内容、方式和要求。 

10.1.3 信息共享应明确共享原则、共享资源目录，共享要求等。 

10.1.4 应确定流域水雨情信息监测范围、项目、频次，说明信息报送方式及其时效性和准确性。 

11 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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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范围内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和运营单位应根据流域情况，保证调度人员充足，配备充足的应急物

资，预留应急资金，确保调度方案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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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A.1 城市河湖流域综合调度方案编制目录样式 

一、编制说明 

主要包括编制依据、编制目的、调度目标、调度范围等。 

二、整体调度工作机制 

主要包括组织架构、调度工作机制。 

三、流域概况 

包括流域整体情况、污水处理系统、溢流污染控制系统、排涝系统、相关配套闸门、渍水点情况。 

四、联合调度规则 

包括晴天工况调度规则、小到中雨、大雨工况调度规则、暴雨及以上调度规则。 

五、突发情况下的应急调度规则 

包括流域污水处理设施异常引起的应急调度、极端恶劣气候引起的应急调度、河湖水质超标情况下

的应急调度。 

六、信息报送 

包括信息报送权限、报送方式、报送内容等内容。 

七、保障措施 

包括组织保障、机制保障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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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B.1流域各类设施的基本情况 

表 B.1流域各类设施的基本情况 

表B.1规定了流域各类设施的基本情况信息。 

表B.1-1 流域污水系统相关设施基本情况表 

序号 设施名称 所在河流 设计规模 总变化系数  配套提升泵站 权属单位 

1        

2        

3        

4        

…        

 

表B.1-2 流域溢流污染控制系统相关设施基本情况表 

序号 设施名称 所在河流 设计规模  配套设施 权属单位 

1       

2       

3       

4       

…       

 

表B.1-3 流域排涝系统相关设施基本情况表 

序号 设施名称 所在河流 设计规模  配套设施 权属单位 

1       

2       

3       

4       

…       

 

表B.1-4 流域湖泊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号 湖泊名称 常水位 面积  容积 最高控制水位 调蓄水深 调蓄容积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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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表B.1-5 流域港渠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号 明渠名称 起止点 渠长  现状功能 

1      

2      

3      

4      

…      

 

表B.1-6 流域水系闸门基本信息表 

序号 闸门名称 位置 闸底高程 
   闸孔 

数量 宽度 高度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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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河湖流域综合调度方案编制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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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则 

其他 

4.2.1 本条说明了流域综合调度目标和纳入综合调度的水务设施确定的主要依据，主要包括国家、省、

市或区域的政策要求、规划治理目标等。 

4.2.2 本条说明了流域综合调度方案的修编条件。经过多年的水务设施建设，武汉市各流域水务设施

工程体系已基本形成，流域综合调度方案可不逐年修编。若运营单位认为有需要修编的，由权属单位发

起申报流程，主管部门会商后决定。 

4.2.3 本条说明了流域综合调度方案的发布实施流程条件。 

 

5 调度目标与调度范围的确定 

调度目标的确定 

5.1.2 本条说明了流域调度目标应考虑流域水务设施可应对的降雨强度标准。该降雨强度标准，是指

流域规划设计文件中设计的流域水务设施可应对降雨强度，一般指根据暴雨强度公式法或水文手册法

计算出的 24h降雨量和 5min 降雨量。 

5.1.3 本条说明了涉及多个小流域的，调度目标可分别制定。武汉市水系发达，流域间连通现象普遍，

考虑不同流域的差异性，可分流域制定调度目标。 

 

6 调度机制 

调度工作机制 

6.2.2 本条说明了流域调度工作流程和流域水务设施调度运行逻辑的表述方式。其中流域调度工作流

程图，主要用于明确不同工况下流域调度信息上报、审批、执行等工作流程；流域水务设施调度运行逻

辑图，主要用于明确不同工况下流域水务设施内在的运行逻辑。 

 

8 综合调度规则 

调度工作机制 

8.4.2 本条说明了溢流管控/初雨调蓄模式下的调度目标和调度规则制定思路。对于河流流域，以武汉

市机场河流域为例，片区属于合流制排水体系。小雨工况下，通过污水处理系统即可应对多余的混合雨

污水；中雨工况下，对于短时雨强大的降雨，可能需要启动初雨调蓄系统方可应对过量的混合雨污水；

大雨工况下，则需要启动初雨调蓄系统来应对超量雨污水，才可避免或减少溢流污染。因此，在中雨和

大雨工况下，机场河流域，在流域污水处理系统已满负荷运行，结合流域暗涵液位上涨速率，初雨调蓄

系统的过流能力，充分论证后，确定初雨调蓄系统的开启时机。武汉机场河流域，中雨工况下，污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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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满负荷运行后，若在暗涵液位达到 17.7m且仍有持续上涨趋势时，启用常青公园 CSO；若常青公园 CSO

启用后机场河暗涵液位仍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再次上涨至 17.7m时，开启机场河低位箱涵起端闸门，启

用机场河 CSO强化处理设施。大雨工况时，污水系统满负荷运行后，若在暗涵液位达到 17.6m且仍有持

续上涨趋势时，启用常青公园 CSO；若常青公园 CSO启用后机场河暗涵液位仍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再次

上涨至 17.6m时，开启机场河低位箱涵起端闸门，启用机场河 CSO强化处理设施。 

8.4.3 本条说明了行洪排涝模式下的调度目标和调度规则制定思路。以武汉市机场河流域为例，暴雨

及以上工况下，流域污水处理系统、初雨调蓄系统均已满负荷运行时，暗涵液位仍呈上涨趋势到溢流边

界或上游出现渍水情况，为确保水安全优先开启低位箱涵末端溢流闸，溢流至明渠末端，如仍无法制止

暗涵液位上升或缓解渍水点情况，则调度钢坝闸倒坝，开启行洪排涝模式。待降雨和汇流结束，且预报

24小时内无大雨，可竖坝关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