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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纳入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

重点实施项目技术要求（暂行）

为落实《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 年）》（以下

简称中长期规划）、《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进一步做好抽水蓄能

规划建设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综通新能〔2023〕47 号）要

求，规范申请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重点实施项目工作（以下简称申

请纳规），制定本技术要求。

一、中长期规划外项目申请纳入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按每五年

规划期明确的重点实施项目申请调整实施周期、规划储备项目申请

调整为规划重点实施项目，以及上、下水库位置均发生明显变化或

机组台数发生变化的重点实施项目，应在抽水蓄能发展需求研究论

证基础上开展申请纳规工作，依据相关规定和要求，做深做实前期

工作。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上报申请纳规报告，应附省级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林业草原等主管部门出具的该项目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等敏感因素的文件，以及区域或省级电网公司的明确意见；利用已

建水库或其他单位新建水库的项目应提供水库主管部门的支持性文

件。

二、申请纳规应以抽水蓄能发展需求为基础。需求有缺口的省

份，按照本技术要求开展项目申请纳规工作；需求没有缺口的省份，

可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框定总量、提高质量、优中选优、有进有

出、动态调整”的原则，提出项目优化调整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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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纳规项目应加强功能定位、布局及建设时序等的分析

论证，具体要求如下。

（一）综合考虑抽水蓄能站点资源分布和项目建设条件，分析

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所在区域电力系统负荷与电源分布及其

供需特性、网架结构与潮流分布以及与区外电力交换等，明确抽水

蓄能项目功能定位与服务范围。

（二）在开展区域内站点普查（调查）、布局规划等相关工作

基础上，根据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抽水蓄能（分区）合理需求

规模和布局要求，对代表性站点进行建设条件、设计方案、经济指

标、环境影响等综合比选后，优选提出申请纳规项目清单及推荐建

设时序。代表性站点数量一般不少于申请纳规项目数量的 1.5 倍。对

于“十四五”和“十五五”重点实施项目，应提出分年度核准建设

时序安排建议。

（三）分析申请纳规项目与中长期规划内重点实施项目在布局、

功能定位等方面的差异性，重点论证申请纳规项目在电力系统中的

布局合理性。

（四）统筹已有重点实施项目与申请纳规项目的工程投资情况，

分析工程投资对电价的影响，必要时提出申请纳规项目电价疏导路

径。对提供跨省调节、服务特定对象等的项目，应初步明确调度原

则，以及投资、价格分摊等重大事项，并征求相关省份或服务对象

意见。

四、申请纳规项目应扎实做好具体技术分析工作，确保纳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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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具体要求如下。

（一）初步查明申请纳规项目水文特征参数，收集分析水文泥

沙、气象等资料。分析径流来源和特性，进行径流计算，提出设计

控制断面的径流成果。分析流域暴雨洪水成因、暴雨洪水特性。

（二）初步分析区域构造稳定性，明确申请纳规项目存在的主

要工程地质问题，分析上、下水库成库建坝条件、输水发电系统的

成洞条件及天然建筑材料条件。重点开展以下三方面工作。

1. 收集区域地层岩性、断裂构造分布及其活动性、历史地震及

现代 地震 活动 资料 ，并 根据《 中国 地震 动参 数区划 图》 （GB

18306-2015）确定站点的地震动参数及相应地震基本烈度，初步评价

申请纳规项目的区域构造稳定性和地震安全性。

2. 开展地质测绘、物探和轻型勘探等工作，并布置钻孔，视地

质条件复杂程度，必要时可布置平洞。了解上、下水库库区和坝址

区、输水发电系统的基本地形地质条件，分析水库渗漏、库岸稳定、

围岩稳定性等主要工程地质问题，对上、下水库的成库建坝条件及

输水发电系统的成洞条件做出初步评价。利用已有水库的项目应了

解库坝库岸工程地质条件及运行期主要工程地质问题。

3. 开展天然建筑材料调查，初步评价天然建筑材料储量、质量

和开采运输条件。

（三）初步排查申请纳规项目环境敏感因素。

1. 根据环境现状初步调查，识别项目可能涉及的环境敏感对象，

分析环境敏感对象的保护要求，明确环境敏感对象与站点的区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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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排除环境制约因素。

2. 初步分析项目与国土空间规划、“三线一单”要求等的符合

性与协调性。

3. 初步评价项目开发建设环境可行性。

（四）初拟申请纳规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初步评价项目经济性。

1. 基本确定上、下水库所在位置。

2. 分析上、下水库库盆条件，初拟上、下水库特征水位，说明

水库消落深度与机组水头变幅特性。结合水头特性，初拟连续满发

小时数、装机容量、单机容量及机组主要技术参数。

3. 当利用已建水库作为上水库（或下水库）时，应收集其设计

与运行资料，初步分析抽水蓄能项目建设与原有水库综合利用、调

度运行的相互影响，复核已建水库防洪安全、特征水位，以及建筑

物、边坡运行状态。

4. 初步分析项目初期蓄水及正常运行的水量补给条件，当水源

不能满足要求时，应提出补水要求及初拟措施。

5. 初步分析与上、下游水利水电工程相互影响以及采取的相应

工程措施。

6. 对于泥沙问题突出的项目，应初拟应对措施。

7. 结合地形地质及施工条件等，初拟上、下水库的坝型、坝高

及防渗方案，初拟输水发电系统规模，提出距高比，初拟工程布置

方案。

8. 初步分析电力系统潮流分布和电站接入系统条件，初拟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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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电压等级、线路长度。

9. 说明对外交通与施工布置条件，初步提出施工工期。

10. 初步查明工程用地性质、分布情况，涉及主要对象及实物指

标，评价建设征地条件，匡算工程建设用地面积和涉及人口数量。

11. 按照规划阶段深度要求，匡算工程投资，初步评价其经济性。

利用已建水库或需修建补水工程时应计入相关费用。

五、其他

（一）为保证抽水蓄能电站规划建设前期工作质量，保障工程

安全质量和效益发挥，推动抽水蓄能高质量发展，抽水蓄能论证、

规划、设计等工作应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具有相应实力和工作经

验的技术单位承担，严格按相关规程规范和要求组织开展，工作内

容和深度应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并保证必要的工作周期。

（二）规划装机容量较大的项目可以分期建设。非同时共用上

水库和下水库的项目为不同项目，不能称为同一项目的分期建设工

程。

（三）对于与水资源综合利用（如灌溉、供水等）结合建设的

项目，除初步分析建设、运行调度等相互影响外，应分析投资分摊

和运营成本分摊，明确分摊原则，提出初步方案。

（四）同一县级行政区域范围内的不同站点（站址），一般应

先作为不同比选站址，优中选优推选出作为本行政区的代表站点，

在全省范围进行综合比选后申请纳规。同一县级行政区域原则上不

得规划建设 2 个以上抽水蓄能项目，确有必要的，应科学论证并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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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审核。

（五）纳规项目名称一般按项目所在地的县级行政区名称加所

在地名称命名。

（六）主要参考规程规范：《抽水蓄能电站选点规划编制规范》

（NB/T 35009）、《抽水蓄能电站设计规范》（NB/T 10072）和《抽

水蓄能电站水能规划设计规范》（NB/T 35071）。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 2023 年 7 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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