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源局关于印发《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
应急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能发安全规〔2022〕10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能源局，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各派出机构，大坝中心，全国电力安委会各企业成员单
位：

为规范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应急管理工作，我们制定了《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应急管理办
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能　源　局
2022年11月23日

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应急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水电站大坝（以下简称大坝）运行安全应急管理工作，提高电力企业防范、
应对大坝运行安全突发事件（以下简称突发事件）能力，保障大坝运行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和《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
和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按照《水电站大坝运行安全监督管理规定》有关要求纳入国家能源局监
督管理范围的大坝运行安全应急管理工作（以下简称大坝应急管理）。

大坝发生突发事件，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启动预案、开展应急响应的，电力企业应当遵从其
指令和规定。

第三条　电力企业是大坝应急管理的责任主体，其主要负责人对本企业的大坝应急管理全面负
责。电力企业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划定的管理界面，加强大坝应急管
理。

第四条　国家能源局负责大坝应急管理的综合监督管理。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以下简称派出
机构）负责本辖区大坝应急管理的行业监督管理。地方政府电力管理等有关部门（以下简称地方电
力管理部门）根据法律法规以及有关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大坝应急管理的地方管理。国家能源
局大坝安全监察中心（以下简称大坝中心）对电力企业的大坝应急管理实施技术监督和指导。

第二章　突发事件预防

第五条　电力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大坝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机制，定期辨识评估可能影响大坝运行
安全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风险，落实防范管控措施。

第六条　电力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加强运行管理，做好日常监测、巡视检查和维护检修，排查
治理大坝存在的工程缺陷和隐患，提升大坝本质安全水平。

第七条　电力企业应当加强大坝安全在线监控系统建设，已在国家能源局安全注册登记或者登
记备案的大坝应当在本办法实施后的二年内具备安全在线监控功能。新建大坝在办理安全注册登记
或者登记备案时，应当具备安全在线监控功能。

第八条　电力企业应当在大坝遭遇超标准洪水或者可能影响大坝运行安全的地震、滑坡、泥石
流等自然灾害和其他突发事件后，对大坝进行专项检查。

第九条　电力企业应当及时开展病坝治理和险坝除险加固。大坝病险情形消除前，电力企业应
当开展大坝运行方式安全评估论证，并根据评估论证结果修订运行规程、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和相关
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病坝、险坝治理期间运行安全。

第十条　电力企业应当加强大坝防洪管理，确保大坝度汛安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电力企业应当建立健全防汛抗旱管理制度，设立以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的防汛抗旱

组织机构。
（二）电力企业应当按照规定编制、报批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计划批准后应当严格执行，

严禁擅自超汛限水位运行。
（三）电力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开展汛前、汛中、汛后大坝安全检查，对发现的隐患及时整改。

较大及以上隐患和相应的整改措施应当报送地方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派出机构、地方电力管理
部门和大坝中心，涉及环保、航运等事项的，还应当同时告知地方政府相关主管部门。



（四）电力企业应当于汛前对大坝上游库区和下游泄洪影响区的生产生活设施、建筑物和地质
灾害点进行排查，对排查出的较大及以上隐患及时报告地方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派出机构、地
方电力管理部门和大坝中心，涉及环保、航运等事项的，还应当同时告知地方政府相关主管部门。

（五）电力企业应当于汛前对泄洪建筑物闸门进行启闭试验，确保闸门及其启闭设施正常运
行；应当配置独立可靠的大坝泄洪闸门启闭应急电源或者应急启闭装置，定期检查、试验和维护，
确保应急电源以及启闭装置可靠。

（六）电力企业应当根据工程运行特性和大坝泄洪消能方式，辨识评估泄洪消能设施结构破
坏、工程边坡垮塌、库岸边坡失稳等风险，采取工程或者非工程措施管控风险。

（七）电力企业应当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
第十一条　电力企业应当建立水情测报系统，建立与政府相关部门、上下游水库和水电站的信

息共享机制，及时获取水情信息以及气象、洪水、地震、地质灾害等预警信息。

第三章　应急准备

第十二条　电力企业应当根据现行有效的大坝应急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建立并及时
完善大坝应急管理规章制度和组织体系，健全大坝应急管理工作机制，设立以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
任人的大坝应急管理机构。

第十三条　电力企业应当根据国家和行业有关技术标准，结合本企业实际，组织编制大坝运行
安全应急预案（以下简称大坝专项预案）。大坝专项预案应当涵盖大坝运行全生命周期可能遭遇的
各类突发事件，并与本企业的综合预案、其他专项预案，以及地方政府的相关预案衔接。大坝专项
预案重点明确以下事项。

（一）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对突发事件进行分
类分级。

（二）根据突发事件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等，明确预警级别。
（三）明确预警发布、调整、解除的责任部门、权限和程序。
（四）根据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本企业应急资源状况、控制事态能力、

应急处置权限，对应急响应进行分级。
（五）明确应急响应组织机构及其职责，应急响应程序和处置措施。
（六）明确紧急情况下的应急调度方案。
（七）确定可能的溃坝洪水淹没范围，绘制溃坝洪水淹没图。
（八）制定紧急情况下的人员撤离方案和逃生路线图，针对不同情况规划建立应急避难场所。
（九）信息报送的部门、渠道和联系方式。
第十四条　电力企业应当按照《电力企业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能安全〔2014〕508号）对大

坝专项预案组织评审、发布实施、办理备案和修订。大坝专项预案的评审应当邀请地方政府相关部
门人员参加，审核与地方政府相关预案的衔接情况。电力企业应当按照地方政府有关规定要求，将
大坝专项预案向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报告或备案。

电力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开展大坝专项预案的宣贯培训，每年应当至少组织一次演练，并根据演
练情况及时修订预案。

第十五条　电力企业应当加强应急资源保障，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和装备并妥善保管，定期开
展检查，确保应急物资和装备完好。为应对突发事件可能导致的常规通信手段中断，电力企业应当
于本办法实施之日起的一年内，在水电站现场配备卫星电话、北斗短报文终端等可靠的卫星通信设
备。

电力企业需要外部应急支援的，应当与有关单位签订应急支援协议。
第十六条　电力企业应当组建常备专（兼）职应急抢险和专家队伍。专（兼）职应急抢险人员

应当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素质，并定期组织训练。
第十七条　电力企业应当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相关单位建立应急协调联动机制，积极参加地

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大坝所在流域管理机构组织开展的应急演练，或者与上述单位开展联合应急
演练，检验评估大坝专项预案的实用性、衔接性和可操作性。

第十八条　电力企业应当加强大坝应急管理信息化建设，强化与地方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派出机构、地方电力管理部门和大坝中心的互联互通，及时获取、报送和共享突发事件信息。

第四章　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

第十九条　电力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突发事件监测预警制度和工作机制。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突发
事件时，电力企业应当按照规定权限和程序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采取相应的预警行动。涉及上下游
社会生产生活安全的突发事件监测预警信息，应当立即向地方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派出机构、
地方电力管理部门和大坝中心报告。



第二十条　发生突发事件后，电力企业应当立即按照大坝专项预案启动应急响应，采取先期处
置措施，控制事态发展，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件。

第二十一条　发生突发事件后，电力企业应当按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指令采取调度措施。紧
急情况下，电力企业按照大坝专项预案确定的应急调度方案进行应急调度的，应当及时向防汛抗旱
指挥机构补报调度措施。

第二十二条　发生突发事件后，电力企业应当加强对事件要素及其发展情况、水文气象、大坝
运行性态等的监测，预判事件发展趋势以及对大坝运行安全的影响。

第二十三条　电力企业应当根据监测和预判结果，及时调整响应级别和处置措施。突发事件持
续发展，可能超出大坝设防标准，或者事件危害程度超出本企业自身处置能力时，电力企业应当在
开展先期处置的同时，立即报告地方政府，提请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提供应急支援，并通报上下
游相关单位。

第二十四条　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过程中，电力企业应当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和事件态势变化，
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必要时立即撤离人员，确保人员安全。

第五章　总结评估

第二十五条　电力企业应当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结束后，总结事件发展演变过程，分析事件发
生的原因和后果，评估大坝安全状态以及后续风险。

第二十六条　电力企业应当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评估，详细回溯事件处置全过程，分析各个
响应环节和各项处置措施的效果，评估应急制度、工作体系和应急处置措施的有效性。

第二十七条　电力企业应当根据事件总结和处置评估结果制定整改措施，必要时修订大坝应急
管理制度和大坝专项预案，完善大坝应急管理工作机制。

第六章　信息报送

第二十八条　电力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大坝应急管理信息报送工作制度，明确信息报送
的责任部门、责任人员和报送方式。

第二十九条　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事件，电力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1小时内向地方政府防
汛抗旱指挥机构、派出机构、地方电力管理部门和大坝中心报告。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企业信息、事
件概况、初判原因、损失及处置情况等。突发事件的后续发展、演变情况应当及时报告。

第三十条　较大及以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评估结束后，电力企业应当在30个工作日内将事件总
结、处置评估报告报送地方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派出机构、地方电力管理部门和大坝中心。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派出机构和地方电力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电力企业大坝应急管理工作的监督检
查，对未按照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开展工作的电力企业，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监管、行政处罚等
措施。大坝中心应当加强对电力企业大坝应急管理的技术监督和指导。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大坝运行安全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大坝破坏、上下游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损失和严重环境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紧急事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自然灾害类
（1）暴雨、洪水、台风、凌汛、地震、地质灾害、泥石流、冰川活动等。
2.事故灾难类
（2）漫坝、溃坝。
（3）上游水库（水电站）大坝溃坝或者非正常泄水。
（4）水库大体积漂浮物、失控船舶等撞击大坝或者堵塞泄洪设施。
（5）大坝结构破坏或者坝体、坝基、坝肩的缺陷隐患突然恶化。
（6）泄洪设施和相关设备不能正常运用。
（7）工程边坡或者库岸失稳。
（8）因水库调度不当或者水电站运行、维护不当导致的安全事故。
3.社会安全类
（9）战争、恐怖袭击、人为破坏等。
4.其他类
（10）其他突发事件。



（二）较大及以上突发事件，是指电力企业启动Ⅰ、Ⅱ、Ⅲ级应急响应的突发事件。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