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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责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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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是旨在促进全球包容和可持续工业发展(ISID)的联合国专门机构。
为联合国和各国未来15年可持续发展提供框架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已将ISID列为其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能源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不可或缺,

UNIDO的ISID任务明确将支持建立可持续能源体系。过去20年里,国际社会对能源的关注和讨论

越来越多,扶贫、环境风险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正成为焦点。
国际小水电联合会(INSHP)是一个协调和促进全球小水电发展的国际组织,各区域、次区域和国

家对口单位、相关机构、公共单位和企业自愿加入,以社会效益为其主要目标。INSHP旨在通过发达国

家、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三方经济技术合作促进全球小水电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提供

环保、负担得起、充足的能源,从而增加就业机会、改善生态环境、减少贫困、提高农村生活文化水平和经

济发展水平。

UNIDO和INSHP自2010年起合作编制的《世界小水电发展报告》显示,全球对小水电的需求和

其发展程度并不匹配,技术缺乏是大多数国家发展小水电的主要障碍之一。UNIDO和INSHP决定基

于成功发展经验并通过全球专家合作,共同编制《小水电技术导则》(简称导则)以满足各成员国的需求。
本导则根据ISO/IEC指令第二部分(详见www.iso.org/directives)的编制规则起草。
提请注意,本导则中的一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权问题。UNIDO和INSHP不负责识别任何此类专

利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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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小水电是广泛认可的解决偏远农村地区电气化问题的重要可再生能源。尽管欧洲、北美、南美和中

国等大多数国家都拥有很高的装机容量,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受到许多因素的阻碍(包括缺乏全球认可的

小水电好案例或标准),仍有大量小水电资源未得到开发。
本导则将通过应用全球现有的专门知识和最佳实践,解决目前缺乏适用于小型水电站的技术导则

的问题,让各国利用这些达成共识的导则来支持他们目前的政策、技术和生态环境。对于机构和技术能

力有限的国家,将夯实他们发展小水电的知识基础,从而制定鼓励小水电发展的优惠政策和吸引更多的

小水电投资,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本导则对所有国家都是有益的,特别是在技术知识比较缺乏的国家

中分享经验和最佳实践。
本导则适用于装机容量30MW及以下的小型水电站,可作为小型水电站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

的技术性指导文件。
● 《小水电技术导则 术语》给出了小型水电站常用的专业技术术语和定义。
● 《小水电技术导则 设计》给出了小型水电站设计的基本技术要求、方法学和程序,专业涵盖了

电站选址规划、水文、工程地质、工程布置、动能计算、水工、机电设备选型、施工、工程造价估

算、经济评价、投资、社会与环境评价等。
● 《小水电技术导则 机组》对小型水电站水轮机、发电机、调速系统、励磁系统、主阀和监控保护

及直流电源系统设备提出了具体的技术要求。
● 《小水电技术导则 施工》对小型水电站施工技术提出了规范性指导意见。
● 《小水电技术导则 管理》对小型水电站项目管理、运行维护、技术改造和工程验收等技术方面

提出了规范性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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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水电技术导则 设计
第11部分:报告编制

1 范围

本部分对小型水电站预可行性研究和可行性研究两个阶段报告的编制原则、编制内容、编制要求和

编制大纲进行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适用于本文件。

SHP/TG001 小水电技术导则 术语和定义

3 术语和定义

SHP/TG00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报告编制原则

4.1 应以国家法律及地方法规作为报告编制的法律依据。

4.2 所引用的数据和资料应真实、准确、可靠、有效。

4.3 技术内容应与SHP/TG002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相一致。

5 预可行性研报告编制说明

5.1 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a) 选择项目的依据和理由;

b) 站址选择的理由,包括站址的特性、潜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c) 拟投资项目的框架性总体设想;

d) 拟投资项目的技术和经济分析与评价。

5.2 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内容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论证工程建设的必要性,确定工程任务和资源综合利用的范围与主次顺序;

b) 收集河流及站址地形资料,初步论证站址选择的合理性;

c) 根据水文基本资料分析与计算,初步确定主要水文参数和成果;

d) 初步调查和分析工程区的地质条件和主要工程地质问题;

e) 初步确定工程规模和开发方式;

f) 初步选定工程主要建筑物的建设场址(坝址、闸址、厂址),初步拟定工程枢纽的总体布置和主

要建筑物的基本型式;

g) 初步选定机组型式和台数及布置方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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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拟定电气主接线方案、其他机电设备选型方案以及布置方案;

i) 初步选定金属结构型式及其布置方案;

j) 初步拟定施工导流方式、主体工程施工方案、对外交通方案、施工总布置及总工期;

k) 初步评价工程建设对社会与环境的影响;

l) 估算工程投资;

m) 初步进行经济费用效益评价和财务评价。

5.3 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应按照附录A的编制大纲进行编制。

6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说明

6.1 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在预可行性报告的基础上,对项目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进行论证。报告应

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a) 复核或审查预可行性研究阶段的结论意见;

b) 为工程实施提供可运用的方案、对策和图纸;

c) 相对准确的工程量和工程造价成果;

d)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进一步衡量项目的价值并进行经济评价;

e) 从投资者的角度进一步评估项目盈利能力并进行财务评价。

6.2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内容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收集国家政府相关政策,以及社会组织对项目提供支持的相关资料;

b) 复核并确定工程任务、工程规模,确定工程运行原则和运行方式;复核地震动参数设计采用值

及相应抗震设计烈度;

c) 复核并确定水文参数与成果;

d) 查明水库和工程区的地质条件,评价工程存在的地质问题;

e) 确定设计洪水标准和工程总体布置,以及各选定建筑物的相对位置、结构型式、控制尺寸、控制

高程和工程量;

f) 选定水轮机型式、台数、基本参数及布置方案;选定水轮机附属设备及辅助系统的形式、数量、
主要技术参数及布置方案;

g) 确定电力送出电压等级及送出方案,选定电气主接线方案,选定电气设备的形式、规格、主要技

术参数、数量及布置方案;

h) 选定金属结构各类闸门、拦污栅、阀及启闭设备的型式、数量、主要技术参数、尺寸及布置;

i) 复核施工导流方式、确定导流建筑物结构设计、主体工程施工方案、施工场所总体布置及控制

性工期;提出施工条件的准备依据;

j) 复核工程建设对社会与环境的影响程度,确定环境保护措施设计;

k) 编制工程部分设计概算,提出工程设计总概算;

l) 复核经济评价指标。

6.3 可行性研究报告应按照附录B的编制大纲进行编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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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大纲

第一章 概述

1.项目地理位置、所在河流规划成果及审批意见,说明本文件的编制过程。

2.简述选址报告的成果或结论意见。

3.简述预可行性研究的成果。

4.简述投资环境及项目背景(如需要)。

a) 收集国内行业、企业、税收、投资等相关政策,以及非政府组织在小水电行业所能发挥的作用,
分析项目区域投资环境;

b) 提供项目背景资料及潜在投资者相关资料。

5.结论和建议。

6.附图、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项目地理位置示意图;

b) 项目所在河流(河段)水电开发现状及规划示意图(平面图、梯级纵剖面图);

c) 工程特性表。

第二章 工程建设必要性和任务

1.从资源条件、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等方面论证工程项目的必要性。

2. 论述工程建设的任务及其主次顺序。

第三章 建设条件及选址评价

1.简述初选站址的地形、地貌、交通情况。

2.水文

a) 简述水文资料获取条件、方法、以及资料的质量;

b) 进行径流、洪水及泥沙的资料分析,提出初步成果;

c) 附图、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流域水系及水文站网分布简图;

2) 年径流或降雨成果表和频率曲线图;

3) 设计暴雨或洪峰流域频率曲线图。

3.工程地质

a) 简述区域地质、水库区及主要枢纽建筑物工程地质条件和主要地质问题;

b) 提出地质结论和建议意见;

c) 附区域地质图或构造纲要图。

4.对站址的建设条件进行初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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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特征水位及装机容量

1.根据流域条件以及技术经济分析初步确定水库特征水位。

2.根据电站在系统中的任务、水能条件,或负荷现状和规划目标,初步确定电站装机容量,并计算

相应的电能指标。

3.附水库水位—面积—容积曲线图(表)。

第五章 工程总体布置及主要建筑物

1.根据工程规模,基本确定设计洪水标准,初拟地震设防标准。

2.初步选定工程场址(坝址、闸址、厂址)。

3.根据场址条件和电站开发方式,初步选定工程枢纽的总体布置。

4.初步选定各主要建筑物的基本布置、结构型式、控制高程、主要尺寸等。

5.附图、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工程总体平面布置图;

b) 主要建筑物平、剖面图;

c) 主要工程量表。

第六章 机电设备及金属结构

1.根据装机容量、机组运行方式、交通条件、设备造价等因素,初拟水轮机型式、单机容量,选择相应的

主、辅机设备,初拟布置方案,提出机组调节保证初步计算成果。

2.初拟电力送出电压等级、电气主接线、主要电气设备及监控保护方式,初拟主要电气设备布置方案;

3.初拟各类闸门、拦污栅、阀及启闭设备的型式、参数、布置方案。

4.附图、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主要机电设备布置简图;

b) 电气主接线图;

c) 主要水力机械、电气、金属结构设备工程量汇总表。

第七章 工程施工

1.简述施工条件,初拟施工导流方案、主体工程施工方案、施工总布置、施工总进度。

2.附图、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对外交通示意图;

b) 施工进度图(表);

c) 主要工程量汇总表。

第八章 社会与环境影响评价

1.简述项目区域及其影响区的自然社会经济现状,评价社会与环境基线。

2.预测工程对社会与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社会影响、水环境、生态环境、大气环境和声环境等。

3.初拟社会与环境保护的对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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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估算社会与环境保护措施投资。

第九章 工程投资估算

1.简述投资估算的编制原则、依据和采用的价格水平年;分析确定主要基础单价及主要工程单价;估算

工程总投资和静态总投资。

2.附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工程投资总估算表;

b) 施工辅助工程估算表;

c) 建筑工程估算表;

d)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估算表;

e) 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估算表;

f) 独立费用估算表。

第十章 经济评价

1.简述国家电力产业、税收等政策。

2.项目经济费用效益初步评价。

3.项目财务初步评价。

4.附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经济效益费用流量表;

b) 财务现金流量表。

第十一章 结论与建议

1.提出项目综合评价结论和下阶段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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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大纲

第一章 综合说明

1.简述项目地理位置、所在河流的(河段)规划、预可行性研究成果及审批意见,说明本文件的编制

过程。

2.摘录可行性研究成果、综合说明及结论。

3.附图、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工程特性表;

b) 河流流域和工程地理位置示意图;

c) 工程总体布置图及主要建筑物剖面图;

d) 接入电力系统地理位置接线图;

e) 施工总布置图;

f) 库区淹没范围图;

g) 设计概算总表。

第二章 投资环境及项目背景

1.提供国内行业、企业、税收、投资等相关政策,以及非政府组织在小水电行业所能发挥的作用。

2.提供项目背景资料。

3.项目发起人资料。

第三章 水文分析

1.简述流域自然地理情况、流域和河流特征、气象(水文)观测站分布与观测、区域气象特征值。

2.提出径流、洪水、泥沙、蒸发及冰情复核成果。

3.提出设计断面水位—流量关系复核成果。

4.附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设计依据站历年水文测验特征值统计表;

b) 年(月)径流、雨量系列表;

c) 日平均流量系列表;

d) 暴雨量及洪峰洪量系列表;

e) 典型洪水和设计洪水过程线表;

f) 主要断面水位—流量关系曲线成果表。

5.附图,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流域水系及水文站网分布图;

b) 径流、洪水、暴雨等相关插补图;

c) 年降水、年径流频率曲线图;

d) 日平均流量历时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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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暴雨及洪峰洪量频率曲线图;

f) 典型洪水和设计洪水过程线图;

g) 主要设计断面水位—流量关系曲线图。

第四章 工程地质与勘察

1.说明预可行性研究阶段工程地质勘察的主要结论及审查意见。

2.简述各阶段工程地质勘察工作概况及完成的勘察工作量。

3.说明工程所在区域的基本地质条件、区域构造稳定性与地震动参数的结论。

4.说明水库区工程地质条件、水库渗漏、浸没及库岸稳定问题,并提出处理建议。

5.说明建筑物的工程地质条件,对建筑物存在的工程地质问题进行评价,确定建筑物主要岩土体的物

理力学参数和水文地质参数。

6.说明工程所需的各类天然建筑材料的种类、数量和质量,提出本阶段调查成果。

7.提出总体结论和建议意见。

8.附图、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水库区综合地质图;

b) 坝址及其他建筑物区工程地质图;

c) 坝址基岩地质图(包括基岩等高线图);

d) 坝址及其他建筑物区工程地质剖面图;

e) 坝址防渗线渗透剖面图;

f) 天然建筑材料产地分布图;

g) 其他专门性问题工程地质剖面图;

h) 典型钻孔柱状图;

i) 岩、土、水试验成果汇总表。

第五章 水能与工程规模

1.简述本工程上阶段水能计算成果和审批结论意见。

2.分析或复核工程站址的水能出力及相关能量指标。

3.复核工程规模,包括正常蓄水位及死水位选择、径流调节计算、装机容量选择、机组额定水头和机组

容量选择;复核地震动参数设计采用值及相应抗震设计烈度。

4.水库运行分析,包括水库运行方式确定、水库泥沙淤积分析及泥沙参数、回水计算等。

5.附图,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工程总体布置图;

b) 水库水位—面积—库容曲线图;

c) 发电出力保证率曲线;

d) 水库泥沙淤积纵剖面及回水曲线图;

e) 水库运行调度图。

第六章 工程布置及建筑物

1.复核设计洪水标准,说明设计依据的技术标准和主要设计允许值。

2.在预可行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比较选定工程总体布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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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定建筑物型式、数量、布置方案、主要尺寸,并进行结构计算、稳定分析。

4.确定工程永久交通方案和建筑物结构,工程综合利用方案。

5.确定工程安全监测项目和布置。

6.附图、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场址比较工程布置图;

b) 主要建筑物型式比较布置图、剖面图;

c) 推荐方案工程总布置图、主要建筑物布置图、剖面图;

d) 工程安全监测布置图;

e) 主要建筑物稳定及应力计算成果表;

f) 工程量汇总表。

第七章 机电、金属结构及通风采暖

1.选定水轮机型式、装机台数及单机容量等基本参数,基本选定水轮机型号和安装高程;选定水轮机附

属设备及辅助系统的形式、数量及布置。

2.复核机组调节保证计算成果。

3.对过机水流含沙量较大的水电站,基本选定主要过流部件抗磨蚀措施。

4.确定电力送出电压等级、送出输电线路回路数与电力系统的连接地点、距离。

5.选定电气主接线方案及厂用电系统接线方案,选定电气设备的形式、规格、数量及布置;选定监控、继
电保护、励磁、操作控制电源、通信等设计方案。

6.选定金属结构闸门、拦污栅、阀及启闭设备的型式、数量、技术参数、尺寸及布置;基本选定金属结构

防止腐蚀、淤堵、冰冻等设计方案和措施。

7.选定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方案及设备形式、数量和布置;基本选定消防设计方案、消防配电设计方案

及消防设备布置。

8.附图、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主、副厂房机电设备布置图;

b) 水轮机运行综合特性曲线;

c) 水电站油、气、水及水力监测系统图;

d) 水电站接入电力系统地理接线图;

e) 电气主接线图;

f) 厂用电及坝区供电系统图;

g) 监控、通信系统结构及配置图;

h) 工程各部位金属结构设备总布置图;

i) 短路电流计算成果表;

j) 水力机械设备汇总表;

k) 电气设备汇总表;

l) 金属结构设备汇总表;

m)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备汇总表;

n) 消防及火灾自动报警主要设备表。

第八章 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1.说明施工条件,包括自然条件、供水、供电、通信、交通、材料组织、场内交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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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定天然材料料场,初定开采、加工、运输方案。

3.确定施工导流、截流方案;主体工程施工方案;施工工厂设置、施工交通运输、施工总体布置、施工总

进度。

4.附图、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施工总布置图;

b) 各期施工导流程序及工程布置图;

c) 导流建筑物结构图;

d) 施工总进度图;

e) 施工工厂设施项目、生产规模、主要机械设备数量表。

第九章 环境保护设计

1.简述项目区域及其影响区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现状,评价环境基线。

2.简述环境评价标准。

3.预测工程对社会与环境的影响,包括淹没、移民、水环境、水生态、陆生生态、大气环境、噪声影响。

4.简述工程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概况,分析其对移民生活水平、基础设施、社区重建、宗教或民族习俗、
文物、景观等方面的影响。

5.提出社会与环境保护措施与对策,进行环境保护设施和社会影响补偿措施设计,提出环境监测方案、
社会与环境保护概算表。

6.附图,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环境保护设计总体布置图;

b) 各类环境保护措施设计图;

c) 环境监测点位布置图。

第十章 工程设计概算

1.工程设计概算书包括编制说明、原则和依据、概算成果汇总。

2.附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概算表;

b) 建筑工程概算表;

c)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概算表;

d) 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概算表;

e) 施工临时工程估算表;

f) 工程单价汇总表;

g) 材料预算价格汇总表。

第十一章 经济评价

1.进行项目经济费用效益评价。

2.进行项目财务评价。

3.说明资金筹措方案、财务分析结论、经济分析结论。

4.附图、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建设投资概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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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项目总投资使用计划与资金筹措表;

c) 总成本估算表;

d) 利润与利润分配表;

e) 财务计划现金流量表;

f) 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

g) 借款还本付息计划表;

h) 项目盈亏平衡分析图;

i) 项目敏感性分析图。

第十二章 结论与建议

1.综述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结论意见,说明结论意见与预可行性研究阶段审批意见的主要区

别,并提出今后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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