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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旱区湖泊水资源保护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寒旱区湖泊水资源数量监测与分析、生态水位（水面面积）计算、

水资源安全利用与保障、水资源质量监测与评价等相关方法与技术指南。

本标准适用于寒旱区湖泊水资源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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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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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25173 水域纳污能力计算规程

GB/T 51051 水资源规划规范

GB/T 50138 水位观测标准

SL 219 水环境监测规范

SL/T 238 水资源评价导则

SL 278 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

SL 339 水库水文泥沙观测规范

SL 365 水资源水量监测技术导则

SL 395 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SL/T 712 河湖生态环境需水计算规范

3 术语

3.1
寒旱区 cold and arid regions
冬季存在明显的 3个月以上的冰封期且多年平均降水量小于 400mm的地区。

3.2
湖泊冰封期 ice frozen period for lakes
湖泊中水体从开始封冻到冰体完全融化的时期。

3.3
湖泊非冰封期 ice free period for lakes
湖泊中冰体完全融化后到水体开始封冻的时期。

3.4
湖泊水量平衡 water balance for lakes
某一时段内湖泊水量的收支关系

3.5
湖泊生态水位（水面面积） ecological water level for lakes
为维持湖泊水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维系湖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水量要求。

http://www.baidu.com/link?url=twkXKfHgGIMVrIXD0mCwTIerVt-guj9Qio_-emLujB3an0dzGb47D0j3D-OMmnspxa-ZhVVXE6kodBELF7by3h5H79z0-yj7zyuxshujt84QEbZiM2K_tbShtBIfzdY7
http://www.baidu.com/link?url=FM-XgHaTck1tpwp7p5TpxgqBpxcRWJKRhdKsT5q0JzyLHAh74fGGv621vrdjPbRLVycYIDoAGi6xB33ey9nUK8Q4LD_D-BNml8gOvVXOdkm
https://www.baidu.com/link?url=lHL8L_c9XSfST3ynK6YWUHFMPp5mLlwQj1MeJ372Z9Ssxnotm2G30LCfwSFzxgZKb_WO9KDI79ZAWVv_u423xK&wd=&eqid=ac635dd1000d10c10000000261d69a3e
http://www.baidu.com/link?url=dv7YM7u0sVtxRyY_XG9V1rLKR9Iq0Oj1woJMDqWToCEzoINAMsuvou1gQlH5XQ1sweMBatY6817k3qdlJ8T_mq
http://www.baidu.com/link?url=zSA5ZrETiL9sXSUUQk4No0W8zrsjLFs4LYuNMGFElA_aEXyzsPh4SsRWFK2eNi9LWFZjxKR1XM33iF5PCAfcKq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9%96%E6%B3%8A/24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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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湖泊水资源数量 water quantity for lakes
湖泊水资源管理中需要监测与调查的各种相关水量，包括自然循环水量和开发利

用水量。

3.7
湖泊水资源质量 water quality for lakes
一般简称为湖泊水质，是指湖泊水体物理、化学及生物学的特征与性质。

4 准则

4.1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原则，寒旱区编制涉及湖泊水资源相关规划时，应开

展湖泊水资源相关的分析计算，以保护寒旱区湖泊，使其可持续的发挥重要生态功能。

4.2 坚持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应依据寒旱区湖泊水资源的特点，有针

对性的开展湖泊水资源保护与管理相关工作。

4.3 尊重自然原则，应遵循寒旱区湖泊自然规律，应充分认识水资源对于寒旱区湖泊

的主导作用，在水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会联动水环境与水生态出现问题。

4.4 水资源为寒旱区湖泊生命延续和健康的决定性因素，控制水位下降、减少湖泊萎

缩、防止湖泊消亡应作为寒旱区湖泊保护的重要任务。

4.5 在寒旱区进行水资源保护与管理工作中，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

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 寒旱区湖泊水资源数量监测与分析

5.1 湖泊水位及蓄水量监测分析

5.1.1 湖泊水位观测频次应逐日观测，当水位出现较大变化时，应适当加密测次。

5.1.2 水位观测应符合 GB/T 50138 《水位观测标准》的有关规定，水位变幅不大于

10m时，水位观测的不确定度应不大 2cm；水位变幅大于 10m时，水位观测的不确定

度应不大于水位变幅的 0.2%。

5.1.3 湖泊水位观测站的数量应根据湖泊面积和当地平均风速进行合理设置，使水位

观测值更具代表性。

5.1.4 冰封期湖泊水位观测值为冰盖表面高度，应同步观测湖面冰盖厚度，冰厚可采

用冰面开孔后冰尺测量法。由于冰体的膨胀作用，冰封期水位值应根据冰厚估算不同

时期冰体占比进行修正。

5.1.5 监测湖泊的蓄水量，应在有代表性的位置观测水位，并通过水位容积曲线查算

蓄水量，如因自然或人类活动导致容积可能发生较大改变时，应复核水位容积关系曲

线。

5.1.6 湖泊水位容积曲线可采用静“库容曲线”，应根据水文资料或土壤侵蚀资料估算

入湖的泥沙淤积量，如估算的泥沙淤积量占到湖泊总容积的 10%以上时，应修订水位

容积曲线。

5.1.7 湖泊容积测量可参照 SL 339 《水库水文泥沙观测规范》的有关规定开展。

5.2 湖面降水分析

5.2.1 应采用雨量观测站的观测资料进行湖面降水量分析。

5.2.2 测站和资料选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https://www.baidu.com/link?url=lHL8L_c9XSfST3ynK6YWUHFMPp5mLlwQj1MeJ372Z9Ssxnotm2G30LCfwSFzxgZKb_WO9KDI79ZAWVv_u423xK&wd=&eqid=ac635dd1000d10c10000000261d69a3e
http://www.baidu.com/link?url=zSA5ZrETiL9sXSUUQk4No0W8zrsjLFs4LYuNMGFElA_aEXyzsPh4SsRWFK2eNi9LWFZjxKR1XM33iF5PCAfcK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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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选用的雨量观测站，其资料质量较好、系列较长、面上分布较均匀。在降水

量变化梯度大的地区，选用的站要适当加密，同时应满足分区计算的要求；

b） 采用的降水资料应为经过整编和审查的成果；

c） 资料系列长度的选定，既要考虑大多数测站的观测年数，避免过多地插补延

长，又要兼顾系列的代表性和一致性；

d） 选定的资料系列如有缺测和不足的年、月降水量，应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多

种方法插补延长，经合理性分析后确定采用值；

e） 如自行开展降水量观测，非冰封期可采用自动雨量计、雨量筒等方式进行，

冰封期应采用收集降雪融化法进行降水量测定。

5.2.3 降水分析计算应包括下列内容：

a） 选取月、年资料齐全且系列较长的代表站，分析计算多年平均连续最大四个

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百分率及其发生月份，并统计不同频率典型年的降水月分配；

b） 选择长系列测站，分析年降水量的年际变化，包括丰枯周期、连枯连丰、

变差系数、极值比等；

c） 湖泊面积较大时，应使用周边多个测站取平均值或泰森多边形法等计算湖面

平均降水量。

5.3 湖面蒸发分析

5.3.1 蒸发是影响湖泊水资源数量的重要水文要素，是寒旱区湖泊水量消耗的主要去

向或唯一去向，因此蒸发分析计算应尽可能精确。蒸发分析包括水面蒸发和干旱指数。

5.3.2 水面蒸发资料选用与分析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选取资料质量较好、面上分布均匀且观测年数较长的蒸发站作为统计分析的

依据，选取的测站应尽量与降水选用站相同；

b） 如自行开展蒸发观测，非冰封期可采用陆地蒸发皿等方式进行，冰封期应

采用称重法对冰体进行蒸发量测定；

c） 不同型号蒸发器观测的蒸发量，应使用换算系数统一换算为接近水面蒸发的

E601型蒸发皿的蒸发量；

d） 有条件的应开展湖泊大水面蒸发与不同型号蒸发皿的对比试验，以求得不

同蒸发皿更为精确的水面蒸发换算系数；

e） 分析蒸发的年内分配、年际变化情况，当湖泊面积较大时，应使用周边多个

测站取平均值或泰森多边形法等计算湖面平均蒸发量。

5.3.3 干旱指数宜采用年水面蒸发量与年降水量的比值表示。

5.4 入湖河川径流分析

5.4.1 入湖河流单站径流资料统计分析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凡资料质量较好、观测系列较长的水文站均可作为选用站，包括国家基本站、

专用站和委托观测站；

b） 受水利工程、用水消耗等影响而改变径流情势的测站，应进行还原计算，

将实测径流系列修正为天然径流系列；

5.4.2 主要入湖河流年径流量计算，应选择河流出口控制站的长系列径流量资料，分

别计算长系列和同步系列的平均值及不同频率的年径流量。

5.5 湖泊水量平衡分析

5.4.1 通用平衡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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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湖泊建立通用水量平衡方程，通用的水量平衡方程式如下。

OutIn QQtV  / （1）

式中：ΔV/Δt为湖泊一段时期内的蓄变量，即库容差；QIn为一段时期内所有形式

的入湖水量；QOut为一段时期内所有形式的出湖水量。

5.4.2 平衡方程的建立

根据湖泊补给及耗排情况，进一步确定具体水量平衡方程式，可根据如下方程式

选择具体参数项。

UoutREinGoverlandinRP QQQQQQQtV  / （2）

式中：ΔV/Δt为湖泊一段时期内的蓄变量，即库容差，用计算期末减去计算期初

库容得知；QP为一段时期内湖面接纳的降水量；QR-in为一段时期内进入湖泊河川径流

的总水量（包括河流和沟渠）；Qoverland为一段时期内坡面汇流直接进入湖泊的水量（未

汇入河流或季节性沟渠）；QG-in为一段时期内地下水对湖泊的补给水量；QE为一段时

期内湖面的蒸发水量；QR-out为一段时期内湖泊的流出水量；QG-out为一段时期内湖泊

渗漏进入地下水量；QU为一段时期内人类活动从湖泊的取用水量。

5.4.3 合并及计算

对于未知或缺资料等无法确定具体数值的参数项进行合并，可合并为余项 Qother，

余项可通过平衡计算得出。

5.4.4 平衡分析

a） 平衡计算时间步长Δt可采用年、季、月等，应根据实际需求和数据细致程

度选择合适的时间步长进行计算。

b） 如平衡计算时间步长Δt采用年时，起止时间应避开冰封期，冰封期由于冰

体膨胀、空鼓、冰面高低起伏不平整等因素，使得冰封期水位观测值计算的湖体蓄变

量有较大的误差，误差易引起计算结果失真。

c） 如平衡计算时间步长Δt采用季、月等时，冰封期水位值因依据 5.1.4内容进

行修正，以减少计算误差。

d） 尽可能利用长系列资料进行平衡分析，较为精确地计算湖泊来去水量各组

分的占比，明确湖泊水的主要去向，明确寒旱区湖泊主要的补给水源。

7 寒旱区湖泊生态水位（水面面积）计算

7.1 一般规定

7.1.1 湖泊生态水位（水面面积）的计算，应结合不同工作的要求，比选确定合适的

方法进行计算。

7.1.2 应根据湖泊生态环境功能、生态状况与存在的问题，分别计算湖泊的基本生态

水位（水面面积）和目标生态水位（水面面积）。

7.2 生态水位（水面面积）的计算

7.2.1 湖泊基本生态水位（水面面积）为维持湖泊相关功能不丧失的基本要求，计算

应按最低生态水位（水面面积）、年内不同时段水位（水面面积）和全年水位（水面面

积）表述。

7.2.2 湖泊目标生态水位（水面面积）为湖泊正常发挥各项功能的水位（水面面积）

要求，计算应按年内不同时段水位（水面面积）和全年水位（水面面积）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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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湖泊非冰封期的基本生态水位（水面面积）和目标生态水位（水面面积），可参

考 SL/T 712《河湖生态环境需水计算规范》的相关规定计算。

7.2.4 对于主要功能为改善周边生态环境、需维持水面形态、长期以来水生生物栖息

地功能不明显的内陆尾闾盐湖，应采用湖泊形态分析法开展生态水位（水面面积）的

计算。

7.2.5 对于有水生生物栖息地功能的寒旱区湖泊，应采用生物空间法开展生态水位（水

面面积）的计算，当生物保护物种为多个时，应分别计算个保护物种的水位（水面面

积）后，综合分析确定年内不同时段生态水位（水面面积）。

7.2.6 对于区域水资源发生重大变化、呈快速萎缩、濒临干涸的寒旱区湖泊，应采用

天然水位资料法开展最低生态水位（水面面积）的计算。

7.2.7 寒旱区湖泊冰封期生态水位（水面面积）计算时应考虑冰厚对生物生存空间的

影响，生物空间法计算时应将冰下水体生物空间累加近年来最大冰厚作为计算结果，

同时比较分析多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合理确定冰封期生态水位（水面面积）。

7.2.8 天然季节性湖泊可只分析确定非干涸期的生态水位（水面面积）。

7.2.9 内陆尾闾湖泊生态水位（水面面积）应统筹考虑维持合理湖水水面及靠湖水补

给维持的湖岸带植被、周边地下水一定水位的需水要求，综合分析确定。

7.3 生态补（调）水

7.3.1 连续多年不满足生态水位（水面面积）的寒旱区重要湖泊，应依据基本生态水

位（水面面积）和目标生态水位（水面面积）的计算结果，科学开展生态补（调）水

的论证，制定详细的生态补（调）水计划，以维持湖泊生命的延续。

7.3.2 生态补（调）水量应与调出区区域水资源配置的相关规划应符合，且对调出区

的生态环境不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8 寒旱区湖泊水资源安全利用与保障

8.1 取用水调查统计分析

8.1.1 选择具备资料条件的最近一年作为基准年，调查统计分析该年及近几年湖泊供

用水情况。

8.1.2 按农业、工业、生活三大类用水户分别统计各年从湖泊的取用水总量，统计分

析年用水量增减变化及其用水结构调整状况，统计各项用水量均为包括输水损失在内

的毛取用水量。

8.2 湖泊水资源安全利用与保障

8.2.1 湖泊水资源开发利用应以生态环境用水优先，再满足生态环境用水的基础上可

适度开发利用。

8.2.2 其中有地表出湖河流、湖水可进行交换的湖泊，在丰水及平水年取用的湖水量

不应超过湖水多年平均地表出流量的 30%，在枯水年不应超过湖水多年平均地表出流

量的 10%。

8.2.3 多年无出湖河流的内陆湖泊，且湖水以地表河川径流补给为主，在丰水年取用

的湖水量不应超过河川径流多年平均补给量的 10%，在平水年取用的湖水量不应超过

河川径流多年平均补给量的 5%，在枯水年应禁止取用湖水，以保证生态环境用水，

维持湖面面积。

8.2.4 多年无出湖河流的内陆湖泊，且湖水以地下水补给为主，在丰水年取用的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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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应超过地下水多年平均补给量的 10%，在平水年取用的湖水量不应超过地下水多

年平均补给量的 5%，在枯水年应禁止取用湖泊水量，以保证生态环境用水，维持湖

面面积。

9 寒旱区湖泊水资源质量监测与评价

9.1 一般规定

9.1.1 湖泊水质评价时段应分为季度、月、水期和年度，水期可分为冰封期和非冰封

期。

9.1.2 评价标准应采用 GB3838《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9.1.3 评价项目应包括 GB3838《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规定的基本项目。在 COD大

于 30mg/L的水域宜选用化学需氧量；在 COD不大于 30mg/L 的水域宜选用高锰酸盐

指数。

9.1.4 湖泊水面面积、蓄水量、总硬度等对水质评价具有辅助作用，宜作为水质评价

参考项目。

9.1.5 评价采用的监测数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水质监测数据应由具备计量认证或国家实验室质量认可的监测机构提供；

b） 水样的采样布点及监测频率应符合 SL219《水环境监测规范》的规定；

c） 冰封期采样要同时采集冰体及冰下水体进行监测分析；

d） 水质监测数据的处理应符合 SL219《水环境监测规范》的规定。

9.1.6 评价数据应符合以下频次要求：

a） 月评价可采用一次监测数据，有多次监测数据时应采用多次监测结果的算术

平均值；

b） 非冰封期评价应采用 4次（含 4 次）以上监测数据的算术平均值；冰封期

评价应采用 2次（含 2次）以上监测数据的算术平均值；年度评价应采用 6 次（含 6
次）以上监测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9.2 湖泊水质评价

9.2.1 水质站水质评价

a） 水质站水质评价应包括单项水质项目水质类别评价、单项水质项目超标倍数

评价、水质站水质类别评价和水质站主要超标项目评价 4部分内容。具体评价可参考

SL 395《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的相关规定进行。

b） 单项水质项目水质类别应根据该项目实测浓度值与 GB3838《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限值的比对结果确定。当不同类别标准值相同时，应遵循从优不从劣原则。

9.2.2 湖泊区域水质评价

湖泊整个区域水质评价应包括各类水质类别比例、I~III类比例、IV～V类比例、

区域的主要超标项目 4部分内容。具体评价可参考 SL 395《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

规程》的相关规定进行。

9.2.3 湖泊冰封期受冰体污染物向下排出效应的影响，应依据冰样与冰下水样的监测

浓度及冰水体积占比求算指标浓度的加权平均值，以浓度加权平均值进行水质评价。

或分别对冰体及冰下水体进行水质评价，综合分析评价结果。

9.2.4 根据评价结果应绘制湖泊评价成果图，评价成果图应包括单项水质项目水质类

别图和水质站水质类别图。评价成果图的底图应包括湖泊岸线、主要入湖河流和主要

城镇等要素。

http://www.baidu.com/link?url=twkXKfHgGIMVrIXD0mCwTIerVt-guj9Qio_-emLujB3an0dzGb47D0j3D-OMmnspxa-ZhVVXE6kodBELF7by3h5H79z0-yj7zyuxshujt84QEbZiM2K_tbShtBIfzdY7
http://www.baidu.com/link?url=twkXKfHgGIMVrIXD0mCwTIerVt-guj9Qio_-emLujB3an0dzGb47D0j3D-OMmnspxa-ZhVVXE6kodBELF7by3h5H79z0-yj7zyuxshujt84QEbZiM2K_tbShtBIfzdY7
http://www.baidu.com/link?url=dv7YM7u0sVtxRyY_XG9V1rLKR9Iq0Oj1woJMDqWToCEzoINAMsuvou1gQlH5XQ1sweMBatY6817k3qdlJ8T_mq
http://www.baidu.com/link?url=dv7YM7u0sVtxRyY_XG9V1rLKR9Iq0Oj1woJMDqWToCEzoINAMsuvou1gQlH5XQ1sweMBatY6817k3qdlJ8T_mq
http://www.baidu.com/link?url=twkXKfHgGIMVrIXD0mCwTIerVt-guj9Qio_-emLujB3an0dzGb47D0j3D-OMmnspxa-ZhVVXE6kodBELF7by3h5H79z0-yj7zyuxshujt84QEbZiM2K_tbShtBIfzdY7
http://www.baidu.com/link?url=twkXKfHgGIMVrIXD0mCwTIerVt-guj9Qio_-emLujB3an0dzGb47D0j3D-OMmnspxa-ZhVVXE6kodBELF7by3h5H79z0-yj7zyuxshujt84QEbZiM2K_tbShtBIfzdY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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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湖泊营养状态评价

9.3.1 湖泊营养状态评价应采用指数法。评价项目应包括总磷、总氮、叶绿素 a、高

锰酸盐指数和透明度，其中，叶绿素 a为必评项目。详细可参考 SL 395《地表水资源

质量评价技术规程》的相关规定进行。

9.3.2 根据表 1采用指数法进行湖库营养状态评价应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a） 采用线性插值法将水质项目浓度值转换为赋分值；

b） 按下式计算营养状态指数 EI





N

n
n NEEI

1

/ （3）

式中：EI--营养状态指数；En--评价项目赋分值；N--评价项目个数。

9.3.3 参照表 1，根据营养状态指数确定营养状态分级。

9.3.4 同 9.2.3相同，湖泊冰封期营养状态评价应依据冰样与冰下水样监测结果的浓度

加权平均值进行，或分别对冰体及冰下水体进行营养状态评价，综合分析评价结果。

表 1 湖泊营养状态评价标准及分级方法

营养状态分级 EI=

营养状态指数

评价项

目赋分

值 E

总磷

（mg/L）

总氮

(mg/L)
叶绿素 a(mg/L)

高锰酸盐指

数(mg/L)

透明度

(m)

贫营养 0≤EI≤20
10 0.001 0.020 0.0005 0.15 10

20 0.004 0.050 0.0010 0.4 5.0

中营养 20<EI≤50

30 0.010 0.10 0.0020 1.0 3.0

40 0.025 0.30 0.0040 2.0 1.5

50 0.050 0.50 0.010 4.0 1.0

富

含

养

轻度富营养

50<EI≤60
60 0.10 1.0 0.026 8.0 0.5

中度富营养

60<<EI≤80

70 0.20 2.0 0.064 10 0.4

80 0. 60 6.0 0.16 25 0.3

重度富营养

80<<EI≤100

90 0.90 9.0 0.40 40 0.2

100 1.3 16.0 1.0 60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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