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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下达 2021 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及外文版

翻译计划的通知（国能综通科技〔2021〕92号），《电力工程水文地质勘测技术规程》

正式列入 2021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修订计划，计划编号为：能源 20210802。 

2  标准编制相关单位和人员 

标准技术归口单位：能源行业发电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标准化管理机构：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标准主编单位：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标准参编单位：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矿业大学 

编制组项目负责人：刘志伟、王延辉 

编制组人员如下: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刘志伟、王延辉、牛志强、田

庆军、耿方方、樊柱军、王纪元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袁立江、杜万海、段文辉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闫晓君、雷磊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赵书明、赵付朝、白新春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陆威、赵德成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张险峰 

中国矿业大学：董贵明 

3  标准编制过程中的主要工作 

3.1  准备阶段工作 

3.1.1  制定编制大纲 

主编单位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牵头于 2021年 10月成立编制组，准备相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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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与材料，开展大纲编制阶段的调研收资和大纲草案编制，形成大纲草案后发往各参

编单位征求意见，主编单位协调后于 2021年 10月形成正式文本报能源行业发电设计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候审。 

3.1.2  编制大纲审查会 

能源行业发电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 2022年 3月 15日，通过远程网络视频会

议形式组织召开了电力行业标准《电力工程水文地质勘测技术规程》(项目编号：能

源 20210802)编制大纲审查会，参加会议的有：电力规划设计总院，东北、华东、中

南、西北、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甘肃省电力

设计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陕西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江苏

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

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省电力

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矿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和代表。会议期间，主编单位西北

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对《电力工程水文地质勘测技术规程》的编制原则、编制内容和

分工、编制进度等进行了介绍，与会专家和代表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形成了编制大纲

审查会议纪要(能发设标〔2022〕7号)，见附件 1。 

3.1.3  编制工作启动会 

编制大纲审查会结束后，《规程》修订组召开了编制工作启动会，修订组成员学

习了《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建标〔2008〕182 号）的相关编制规定，详细讨论

了编制工作计划。根据大纲审查意见，统一了编制思想，细化了工作大纲与要求，确

定了编制单位和分工、调研内容和专题报告内容，并具体落实到单位和个人。 

根据编制大纲审查会议纪要，修订组于 2022年 03月 19日完成本标准编制大纲

的修改，报能源行业发电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核备，见附件 2。 

3.2  编制《规程》征求意见稿 

3.2.1  《规程》初稿编制 

2022年 03月至 2022年 08月，各编制单位根据各自的章节分工，开展了搜集相

关资料及“变电站与换流站水文地质勘测”、“地下水环境影响勘测及评价”、“降水工

程”、“矿井疏干水勘测”专题调研工作，在此基础上完成《规程》的条文编写，提交

《规程》编制组项目负责人进行汇总，形成《规程》初稿。 

3.2.2  初稿讨论及征求意见稿编制工作会 

2022年 8月 18日至 8月 19日，编制组在太原市召开初稿讨论及征求意见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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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工作会，由各参编单位人员参加，对《规程》条文和条文说明初稿进行逐条讨论、

修改，最终形成《规程》征求意见稿的初稿。 

3.2.3  《规程》征求意见稿 

在初稿讨论及征求意见稿编制工作会后，各参编人员对《规程》征求意见稿的初

稿进行补充完善，于 2022年 8月底完成《规程》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工作。 

4  标准修订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4.1  指导思想 

（1）体现行业水平； 

（2）充分反映先进技术水平和工程经验； 

（3）注重标准的指导性和操作空间； 

（4）保证技术标准的覆盖性、标准性与协调性。 

4.2  主要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的主要原则： 

（1）结合国情，贯彻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的方针和政策，与现行的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相协调，保证标准内容的合规性和协调性； 

（2）充分吸收、总结十几年来国内外水文地质研究成果和工程经验，尤其是国

内变电站和换流站水文地质勘测、火力发电厂地下水环境影响勘测和评价、施工降水

等方面的有关成果和经验教训，紧密围绕电力工程需求，充分体现电力工程水文地质

勘测的技术特点，积极稳妥地采用新技术和新方法，提出合理、先进的勘测技术与方

法；  

（3）综合考虑发电工程、变电工程、地下水环境水文地质勘测的共性和个性，

共性要求、原则集中反映； 

（4）保障职业环境、工程质量、生态环境的安全，保证公众权益和公共利益不

受侵犯，促进资源节约利用； 

（5）覆盖电力工程各阶段水文地质相关工作要求； 

（6）规程内容要做到引导性、前瞻性、要点性与操作性的统一，能切实起到标

准的作用。 

5  标准编制的主要内容 

本规程主要由正文、附录、条文说明三部分组成，章节安排如下：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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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2  符号 

3  基本规定 

4  勘测方法  

4.1  水文地质测绘 

4.2  水文勘测 

4.3  水文地质物探 

4.4  水文地质钻探 

4.5  水文地质试验 

4.6  地下水动态观测 

5  水文地质参数计算 

5.1  一般规定 

5.2  渗透系数和导水系数 

5.3  给水度和释水系数 

5.4  影响半径 

5.5  降水入渗系数 

5.6  潜水蒸发系数 

6  发电工程供水水文地质勘测 

6.1  一般规定 

6.2  工作内容及要求 

6.3  地下水资源评价 

6.4  水资源保护与水环境影响评价 

6.5  资料编制 

7  变电工程供水水文地质勘测 

7.1  一般规定 

7.2  工作内容及要求 

7.3  水资源评价及保护 

7.4  资料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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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矿床疏干水勘测 

8.1  一般规定 

8.2  工作内容及要求 

8.3  水资源评价 

8.4  资料编制 

9  降水工程 

9.1  一般规定 

9.2  降水勘测 

9.3  降水设计 

9.4  降水施工 

9.5  资料编制 

10  环境水文地质勘测与评价 

10.1  一般规定 

10.2  环境水文地质勘测 

10.3  环境水文地质评价 

10.4  资料编制 

附录 

附录 A  水质分类标准 

附录 B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附录 C  土的分类 

附录 D  常见岩土层的渗透系数 

本标准用词说明 

引用标准名录 

条文说明 

6  主要修订与新增内容 

本次修订与现行《电力工程水文地质勘测技术规程》（DL/T 5034-2006）相比，

主要修订与新增内容如下： 

（1）标准总体章节编排和条文编写应符合《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建标【2008】

182号的要求； 

（2）新增“基本规定”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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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火力发电厂供水水文地质勘测”一章拆分为三部分：水文地质勘测共

性部分增加“勘测方法”和“水文地质参数计算”两个章节；其余内容设置为“发电

工程供水水文地质勘测”一章，计划编制火力发电厂、太阳能热等新能源供水水文地

质勘测。 

（4）“变电所供水水文地质勘测”一章调整为“变电工程供水水文地质勘测”，

包括变电站、换流站等变电工程的技术内容。 

（5）“7.1  贮灰场环境水文地质勘测与评价”分立出来单独设立“环境水文地

质勘测与评价”一章，分立的主要原因是环保方面对地下水的保护越来越严格和重视，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进行了相应的规定，新建电

厂、灰场及老电厂、灰场改扩建均需要进行专门的环境水文地质勘测及评价。 

（6）删除“7.2  利用再生水的勘测与评价”，主要原因是水文地质专业尚未开

展该项工作，主要是水文专业来完成，《电力工程水文技术规程》（DL/T 5084-2012）

中有相应的“3.10  城市再生水”一节。 

（7）“7.3  利用矿床疏干水的勘测与评价”分立出来单独设立“矿床疏干水勘

测”一章。 

（8）“施工降水水文地质勘测”分立出来单独设立“降水工程”一章。除对现行

规程“降水勘测”进行修订外，新增编制“降水设计”和“降水施工”的技术内容。 

（9）增加附录“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常见岩土层的渗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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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名称 

本次计划进行修订的技术标准名称为《电力工程水文地质勘测技术规程》

（DL/T 5034-200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该技术标准属于电力行

业标准。 

 

2  工作依据 

根据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下达 2021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及外文

版翻译计划的通知（国能综通科技〔2021〕92 号），《电力工程水文地质勘测技术

规程》正式列入 2021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修订计划，计划编号为：能源 20210802。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为该技术标准编制的主编单

位，参编单位有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华北电力设计

院有限公司、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河北省电力勘测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矿业大

学。 

编制的主要工作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 

（3）《工程建设标准管理办法》； 

（4）《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建标[2008]182号）； 

（5）《电力规划设计行业标准化管理办法》及《电力规划设计行业标准管理

实施细则》（电规科【2019】15号）。 

 

3  修订目的和必要性 

进入 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技术和电力工程建设项目的快速发展，电力

行业水文地质勘察工作内容及范围有了较大的变化。《电力工程水文地质勘测技术

规程》（DL/T 5034-2006）发布至今超过 15 年，针对电力行业发展现状，工作内

容和技术要求需进行修订、完善和补充，主要修订目的和内容为： 

（1）国家对地下水的开采有着严格的限制，火力发电厂供水水文地质勘测工

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需针对国内外火力发电厂供水水文地质勘测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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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整；针对太阳能热等新能源工程对地下水勘测工作的要求，需编写相应的

规定和条文； 

（2）随着特高压、超高压电网项目的建设，需要对换流站进行专门的水文地

质勘测，其他变电工程对地下水需求和工作深度也发生了变化，需进行调研、总

结和技术内容的调整； 

（3）环保方面对地下水的保护越来越严格和重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进行了相应的规定，新建电厂、灰场及老电厂、灰

场改扩建均需要进行专门的环境水文地质勘测及评价，需要对现行标准进行补充

和完善； 

（4）针对再生水勘测工作的实际开展情况，需进行相应的调整； 

（5）针对矿床疏干水勘测工作的实际开展情况，需进行调研、总结和技术内

容的调整； 

（6）根据降水工程开展的实际情况，已包括了勘测、方案设计和施工的全过

程，结合新方法、新技术的发展，需要对现行标准进行完善和补充； 

（7）与水文地质勘测技术相关的《供水水文地质勘察标准》GB 50027已进入

报批阶段，《管井技术规范》（GB 50296-2014）、《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建筑与市政工程地下水控制技术规范》（JGJ/T 111-2016）及电力

行业标准《电力工程物探技术规程》（DL/T 5159-2012）、《电力工程水文技术规程》

（DL/T 5084-2012）、《电力工程勘测安全规程》（DL/T 5334-2016）等标准已修订

并实施多年，有必要对本标准进行修订，以便与国家和行业标准相协调一致，更

好的为电力工程建设服务。 

 

4  指导思想和参考标准 

4.1  指导思想 

（1） 体现行业水平 

十余年来，受国内地下水开采政策的影响，电力行业水文地质工作方法、手

段也根据环境条件进行了不断的调整和改进，在变电站和换流站供水水文地质勘

测、地下水环境影响勘测与评价方面与以往有较大差别，标准能充分反映电力行

业水文地质工作的特点，体现出电力行业水文地质专业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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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充分反映先进技术水平和工程经验 

充分吸收国内外先进的水文地质方面的研究成果；计划开展 4 项专题调研工

作，为本标准的制订奠定基础；全面总结提升既往水文地质勘测的经验和科研成

果，制定出能够不断促进电力行业水文地质勘测技术发展的标准。 

（3） 注重标准的指导性和操作空间 

力求标准能够实现技术上的先进性、经济上的合理性、实施上的可操作性三

者的有机结合，能够起到有效指导电力行业水文地质工作的正常开展和不断提高

的作用。 

（4） 保证技术标准的覆盖性、标准性与协调性 

做到格式规范、内容完整、逻辑严谨、结构清晰、用词简明、规定明确，同

时与现行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协调统一。标准编写符合《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

（建标[2008]182号）中的相关要求。 

4.2  参考的主要标准  

修订工作将本着与相应国家标准和其他行业标准相协调的原则，本次编制需

与以下标准协调一致：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标准（GB 50027报批稿） 

工程建设水文地质勘察标准（CECS 241-2008） 

管井技术规范（GB 50296-2014） 

供水水文地质钻探与管井施工操作规程（CJJ/T13-2013） 

建筑与市政工程地下水控制技术规范（JGJ/T 111-2016）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2012）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2-2018 

电力工程钻探技术规程（DL/T 5096-2008） 

电力工程物探技术规程（DL/T 5159-2012） 

电力工程水文技术规程（DL/T 5084-2021） 

电力工程勘测安全规程（DL/T 5334-2016） 

火力发电厂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T 51031-2014） 

变电站岩土工程勘测技术规程（DL∕T 5170-2015） 

火力发电厂贮灰场岩土工程勘测技术规程（DL/T5097-201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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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GB/T 51040-2014）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目前国家卫生健康委正联合有关部委

开展《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修订工作。这次标准修订贯彻以人为本，优先将已

经出现健康危害，特别是有人群的流行病学正确的指标纳入到标准当中，这项标

准暂未发布。）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  

水质 湖泊和水库采样技术指导（GB/T 14581-1993）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GB50179-2015）   

水文调查规范（SL196-2015）   

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 ）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 ） 

水文地质术语（GB14157-93）（中国地质调查局已修订，注意关注新标准的发

布）。 

 

5  主要原则  

（1）结合国情，贯彻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的方针和政策，与现行的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相协调，保证标准内容的合规性和协调性； 

（2）充分吸收、总结 15 年来国内外水文地质研究成果和工程经验，尤其是

国内变电站和换流站水文地质勘测、火力发电厂地下水环境影响勘测和评价、施

工降水等方面的有关成果和经验教训，紧密围绕电力工程需求，充分体现电力工

程水文地质勘测的技术特点，积极稳妥地采用新技术和新方法，提出合理、先进

的勘测技术与方法；  

（3）综合考虑发电工程、变电工程、地下水环境水文地质勘测的共性和个性，

共性要求、原则集中反映； 

（4）保障职业环境、工程质量、生态环境的安全，保证公众权益和公共利益

不受侵犯，以及促进资源节约利用； 

（5）覆盖电力工程各阶段水文地质相关工作要求； 

（6）规程内容要做到引导性、前瞻性、要点性与操作性的统一，切实能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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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作用。 

 

6  规程章节框架安排 

本规程主要由正文、附录、条文说明三部分组成，章节安排如下： 

前言 

本规程的修订依据、编制过程、主要技术内容、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要

起草人员等。 

1  总则 

修订标准的目的，规定本规程的适用范围、标准的共性要求、执行相关标准

的要求。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列入与水文地质密切相关的术语如含水层、水文地质单元、地下水动态、水

文地质概念模型等。 

2.2  符号 

符号和涵义，包括数字符号、文字符号、字母符号、代号、图形符号等。 

3  基本规定 

主要包括基本任务、勘测要求、勘测大纲、勘测方法，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

度划分等。需要进行专项勘测和专题研究的条件等。 

4  勘测方法  

4.1  水文地质测绘 

主要包括测绘的范围、不同阶段比例尺的要求、观测点的设置原则、人工水

点的调查内容、水质调查的原则、不同地貌条件的主要调查内容等。 

4.2  水文勘测 

主要包括与水文地质条件相关的水文勘测工作的范围、内容和工作量、水文

观测站的设置要求、大流量开采性抽水试验条件下的勘测要求等。 

4.3  水文地质物探 

主要包括水文地质物探方法适用性原则、应用条件、探测内容、测井探测内

容、钻探资料对比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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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水文地质钻探 

包括水文地质勘探孔布置的基本原则、特殊地貌单元下勘探孔的布置方法、

勘探孔的深度、直径、止水要求、过滤器的选择和布置位置、过滤器的孔隙率的

设计原则、沉淀管的设计原则、不同地层条件水文地质钻探的工艺、质量要求、

滤料的填充原则、井底沉渣的要求、井孔测量的精度、文明施工的要求等。 

4.5  水文地质试验 

包括抽水试验、注水试验、渗水试验、地下水实际流速测试、连通试验、同

位素测试、浸溶试验、土柱淋滤试验等各种水文地质试验的设计原则、试验方法、

试验内容、试验要求、终止条件及数据整理等。 

4.6  地下水动态观测 

包括地下水动态观测的内容、观测周期要求、观测网点的布置原则、水文观

测内容与时间、水质采样、水温观测、观测的精度要求、观测资料的整理和观测

报告的深度要求等。 

5  水文地质参数计算 

5.1  一般规定 

主要包括发电工程、变电工程对水文地质参数的需求、不同阶段水文地质参

数的提供原则、常用的水文地质参数类型等。 

5.2  渗透系数和导水系数 

获取渗透系数和导水系数的试验方法、计算方法、计算公式等。 

5.3  给水度和弹性释水系数 

获取给水度和弹性释水系数的试验方法、计算方法、计算公式等。 

5.4  影响半径 

获取影响半径的试验方法、计算方法、计算公式等。 

5.5  降水入渗系数 

不同条件下获取降水入渗系数的试验方法、计算方法、计算公式等。 

5.6  潜水蒸发系数 

不同条件下获取潜水蒸发系数的试验方法、计算方法、计算公式等。 

6  发电工程供水水文地质勘测 

6.1  一般规定 

包括火力发电厂、太阳能热等发电工程水文地质勘测原则、勘测阶段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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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阶段勘测任务、特殊条件下的勘测要求等。 

6.2  工作内容及要求 

包括勘测方法与选择、各阶段勘测原则、内容和深度要求、资料搜集的类型、

工作量的布置要求等。 

6.3  地下水资源评价 

包括地下水资源量的评价原则、方法和内容、补给量的计算与确定、储存量

的计算、允许开采量的计算与确定、水质评价的原则、依据标准和要求等。 

6.4  水资源保护与水环境影响评价 

包括水资源保护和开采原则、特殊条件下开采水资源的要求和遵循的规定、

严重欠固结地层区域地下水开采的原则、地下水监测网的布置要求、开采地下水

对周边用户的影响分析等。 

6.5  资料编制 

包括资料整理的原则、内容和格式要求，数据的统计与计算、图表编制要求

报告书的建议章节安排等。 

7  变电工程供水水文地质勘测 

7.1  一般规定 

包括变电站、换流站等变电工程水文地质勘测原则、勘测阶段划分、各阶段

勘测任务、特殊条件下的勘测要求等。 

7.2  工作内容及要求 

包括勘测方法与选择、各阶段勘测原则、内容和深度要求、资料搜集的类型、

工作量的布置原则等。 

7.3  水资源评价及保护 

包括变电工程水资源评价内容、评价技术要求、评价标准依据、特殊条件下

开采水资源的要求和遵循的规定、开采地下水对周边用户的影响分析等。 

7.4  资料编制 

包括资料整理的原则、内容和格式要求，数据的统计与计算、图表编制要求

报告书的建议章节安排等。 

8  矿床疏干水勘测 

8.1  一般规定 

包括矿床疏干水的水文地质勘测与评价原则、勘测阶段划分、各阶段勘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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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水资源量计算原则等。 

8.2  工作内容及要求 

包括资料搜集类型、资料整理分析、现场调查内容和原则、补充勘测的条件

和工作量布置原则等。 

8.3  水资源评价 

包括计算方法选择、水量和水质评价内容、评价技术要求、开采时对周边用

户的影响分析、矿床疏干水的综合利用等。 

8.4  资料编制 

包括资料整理的原则、内容和格式要求，数据的统计与计算、图表编制要求

报告书的建议章节安排等。 

9  降水工程 

9.1  一般规定 

包括降水工程的水文地质勘测、降水设计和降水施工的原则、勘测任务和技

术要求、降水工程复杂程度划分等。 

9.2  施工降水勘测 

包括施工降水前开展水文地质调查和测绘的深度要求、勘测方案的编制原则

和内容、降水勘测试验孔和观测孔的布置原则、试验要求、水文地质参数计算和

提交的成果等。 

9.3  施工降水设计 

包括施工降水设计依据、设计原则、降水技术条件分析、技术方案选择和优

化、群井干扰计算、施工组织设计、工程环境影响预测与风险控制等。 

9.4  降水施工 

包括降水施工前的准备、施工组织原则；施工降水过程中的方案优化与调整

的原则、安全文明施工的要求、工程环境影响预测与风险控制预案、施工总结、

抽排地下水的综合利用等。 

9.5  资料编制 

包括施工降水勘测、设计、施工及总结报告等资料整理的原则、内容和格式

要求，数据的统计与计算、图表编制要求等成品的建议章节安排等。 

10  环境水文地质勘测与评价 

10.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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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电力工程环境影响识别、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环境水文地质

勘测原则、勘测任务、特殊条件下的勘测要求、环境水文地质评价的内容、依据

等。 

10.2  环境水文地质勘测 

包括地下水环境影响勘测的标准依据、收资内容、勘测内容和深度要求、现

状调查的内容和原则、勘测方法及选择等。 

10.3  环境水文地质评价 

包括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的标准依据、地下水环境预测方法及选择、预测模

型建立、预测原则、环境影响评价内容、结论分析、地下水环境保护对策、应急

预案、弥散度和弥散系数的试验和计算方法、包气带污染物环境预测方法、电力

行业地下水污染后污染源类别及治理方法等。 

10.4  资料编制 

包括资料整理的原则、内容和格式要求，数据的统计与计算、图表编制要求

及成品报告的建议章节安排等。 

附录 

附录 A  土的分类 

附录 B  常见岩土层的渗透系数 

附录 C  水质分类标准 

附录 D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本标准用词说明 

引用标准名录 

条文说明 

 

7  组织机构 

标准技术归口单位：能源行业发电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标准化管理机构：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标准主编单位：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标准参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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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矿业大学。 

编制组项目负责人： 刘志伟、王延辉 

编制组人员如下: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刘志伟、王延辉、牛志强、

田庆军、耿方方、樊柱军、王纪元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袁立江、杜万海、段文辉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闫晓君、雷磊 

山西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赵书明、赵付朝、白新春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陆威、赵德成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张险峰 

中国矿业大学：董贵明 

 

8  工作计划进度安排 

（1）2021年 10～11月，成立编制组、调研收资，编制工作大纲 

主编单位牵头，完成编制组的组建，准备相关文件与材料，开展大纲阶段的

调研收资和大纲草案编制，形成大纲草案后发往各参编人员征求意见，主编单位

协调后形成正式文本报能源行业发电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候审。 

（2）2022年 03月，大纲审查会、编制组第一次工作会（正式启动） 

由能源行业发电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持召开工作大纲审查会，主编及全

体参编人员及有关专家参加。 

编制组第一次工作会在审查会结束后由主编主持接续召开，主要内容为学习

相关编制规定，详细讨论编制工作计划，根据大纲审查意见，统一编制思想、细

化工作大纲与要求，确定人员分工，具体落实编制工作安排。 

（3）2022年 03月～2022年 05月，专题调研、完成规程初稿 

编制组各单位及成员按分工，根据大纲审查会和编制组第一次工作会的意见，

开展专题调研工作及相关资料收集，完成计划的专题调研报告。根据工作分工编

写规程初稿，并交主编单位汇总，编制进度快的可以提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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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2年 05月～06月，编制组第二次全体会议暨初稿统稿会 

会议由主编主持，编制组全体成员参加。主要内容为编制单位参与集体统稿，

协调规程编排及深度要求，讨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同时对专题调

研进行讨论，提出完善或者补充意见。 

（5）2022年 06月～2021年 07月，完成征求意见稿 

编制组全体成员根据编制组第二次工作会的精神与要求修改初稿，并提交主

编统稿后形成正式的征求意见稿。 

（6）2022年 08月～2022年 09月，网上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经能源行业发电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往相关单位和专家（包

括外系统专家）征求意见，时间初步定为 2个月时间。 

（7）2022年 10月，编制组第三次工作会，征集的意见处理，完成送审稿 

主编单位对所征集的意见进行整理，分发给相关编制组成员，提出处理意见。 

会议由主编主持，编制组全体成员参加。主要内容为集体对征求意见进行处

理，进行送审稿统稿、定稿，作好送审文案准备。 

（8）2022年 11月～2022年 12月，送审稿审查会，  

会议由能源行业发电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持，有关专家参加，主编与全

体参编人员到会，对送审稿进行审查。 

（9）2023年 01月～2023年 06月，完成报批稿、结尾 

由主编单位负责，按送审稿审查意见修改完成相关条文，参编单位人员予以

协助，最终完成报批稿和后续报批及结尾工作。 

 

9  主要修订与新增内容 

本次修订与现行《电力工程水文地质勘测技术规程》（DL/T 5034-2006）相比，

主要修订与新增内容如下： 

（1）标准总体章节编排和条文编写应符合《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建标

【2008】182号的要求； 

（2）新增“基本规定”一章； 

（3）将“火力发电厂供水水文地质勘测”一章拆分为三部分：水文地质勘测

共性部分增加“勘测方法”和“水文地质参数计算”两个章节；其余内容设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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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工程供水水文地质勘测”一章，计划编制火力发电厂、太阳能热等新能源

供水水文地质勘测。 

（4）“变电所供水水文地质勘测”一章调整为“变电工程供水水文地质勘测”，

包括变电站、换流站等变电工程的技术内容。 

（5）“7.1  贮灰场环境水文地质勘测与评价” 分立出来单独设立“环境水

文地质勘测与评价”一章，分立的主要原因是环保方面对地下水的保护越来越严

格和重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进行了相应的

规定，新建电厂、灰场及老电厂、灰场改扩建均需要进行专门的环境水文地质勘

测及评价。 

（6）删除“7.2利用再生水的勘测与评价”，主要原因是水文地质专业尚未开

展该项工作，主要是水文专业来完成，《电力工程水文技术规程》（DL/T 5084-2012）

中有相应的“3.10  城市再生水”一节。 

（7）“7.3  利用矿床疏干水的勘测与评价” 分立出来单独设立“矿床疏干

水勘测”一章。 

（8）“施工降水水文地质勘测” 分立出来单独设立“降水工程”一章。除对

现行规程“降水勘测”进行修订外，新增编制“降水设计”和“降水施工”的技

术内容。 

（9）增加附录“常见岩土层的渗透系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10  分工安排 

本规程主要章节和编写组人员分工见表 10-1。 

表 10-1  规程章节安排和编写组分工 

章  节 承担单位 编写人 

前言 西北院 刘志伟、田庆军 

1 总则 西北院 刘志伟、田庆军 

2 术语和符

号 

2.1 术语 西北院 刘志伟、樊柱军、王纪元 

2.2 符号 西北院 刘志伟、樊柱军、王纪元 

3 基本规定  西北院 刘志伟、田庆军 

4 勘测方法 

4.1 水文地质测绘 山西院 赵书明、白新春 

4.2 水文勘测 东北院 段文辉 

4.3 水文地质物探 东北院 杜万海、袁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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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水文地质钻探 河北院 陆威、赵德成 

4.5 水文地质试验 西北院 耿方方、王纪元 

4.6 地下水动态观测 西北院 樊柱军 

5 水文地质

参数计算 

5.1 一般规定 河北院 陆威、赵德成 

5.2 渗透系数和导水系数 河北院 陆威、赵德成 

5.3 给水度和弹性释水系数 河北院 陆威、赵德成 

5.4 影响半径 河北院 陆威、赵德成 

5.5 降水入渗系数 河北院 陆威、赵德成 

5.6 潜水蒸发系数 河北院 陆威、赵德成 

6 发电工程

供水水文地

质勘测 

6.1 一般规定 西北院 田庆军、刘志伟 

6.2 工作内容及要求 华北院、西北院 
闫晓君、雷磊、牛志强、田庆

军 

6.3 地下水资源评价 西北院 牛志强、田庆军 

6.4 水资源保护与水环境影

响评价 
河南院 张险峰 

6.5 资料编制 河南院 张险峰 

7 变电工程

供水水文地

质勘测 

7.1 一般规定 山西院 白新春、赵付朝 

7.2 工作内容及要求 山西院 白新春、赵付朝 

7.3 水资源评价及保护 山西院 白新春、赵付朝 

7.4 资料编制 山西院 白新春、赵付朝 

8 矿床疏干

水勘测 

8.1 一般规定 东北院、西北院 袁立江、王纪元 

8.2 工作内容及要求 
东北院、西北院、矿

大 
袁立江、王纪元、董贵明 

8.3 水资源评价 
东北院、山西院、矿

大 

袁立江、赵付朝、白新春、董

贵明 

8.4 资料编制 东北院、山西院 袁立江、赵付朝、白新春 

9 降水工程 

9.1 一般规定 华北院 闫晓君、雷磊 

9.2 施工降水勘测 华北院 闫晓君、雷磊 

9.3 施工降水设计 华北院 闫晓君、雷磊 

9.4 降水施工 华北院 闫晓君、雷磊 

9.5 资料编制 华北院 闫晓君、雷磊 

10 环境水

文地质勘测

与评价 

10.1 一般规定 西北院、矿大 王延辉、牛志强、董贵明 

10.2 环境水文地质勘测 西北院、矿大 王延辉、牛志强、董贵明 

10.3 环境水文地质评价 西北院、矿大 王延辉、董贵明 

10.4 资料编制 西北院、矿大 王延辉、耿方方、董贵明 

附录 A 土的分类 西北院 樊柱军、刘志伟 

附录 B 常见岩土层的渗透系数 西北院 耿方方、王纪元 

附录 C 水质分类标准 西北院 耿方方、刘志伟 

附录 D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西北院 王纪元、刘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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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西北院 刘志伟 

引用标准名录 西北院 刘志伟 

条文说明 各章节编写单位 各章节编写人 

11  专题调研 

作为本规程编制的技术支撑文件，根据主要修订内容，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情

况，拟通过专家咨询、专业文献收集学习、学术论文查阅、工程与科研资料汇总

梳理等渠道，开展以下 4项专题调研： 

专题调研 1：变电站与换流站水文地质勘测深度和方法 

编写单位：山西院，其余参编单位提供工程资料和编写配合 

西北院联络人：樊柱军 

主要内容：变电站、换流站水文地质勘测任务来源和勘测深度要求；勘测和

补充勘测方法；勘测工作量布置原则；水资源评价方法；水资源及环境保护的新

要求等。 

专题调研 2：环境影响勘测及评价方法、实例调研和分析 

编写单位：西北院（耿方方）、中国矿业大学，其余参编单位提供工程资料和

编写配合 

主要内容：电力项目环境影响勘测及评价的方法；不同评价等级的工程实例；

环境影响勘测的工作方法、内容和工作量布置；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内容和预

测精度、深度等。 

专题调研 3：施工降水勘测方法、实例及适用条件 

编写单位：华北院，其余参编单位提供工程资料和编写配合 

西北院联络人：王延辉 

主要内容：施工降水方法及适用条件、勘察孔与观测孔的布置和设计、试验

方法及水文地质参数计算方法、施工降水经验参数、降水勘测的适用条件、施工

降水新技术、降水方式设计和降水实施实例等。 

专题调研 4：矿井疏干水勘测技术与方法 

编写单位：东北院，其余参编单位提供工程资料和编写配合 

西北院联络人：王纪元 

主要内容：矿井疏干水的收资类型，补充勘测的工作量布置和设计原则、疏

干水的水资源评价方法，疏干水勘测新技术和新方法及工程实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