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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水环境治理行业工程建设
水环境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团体标准
《城市河湖水环境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编制规程》的通知

联盟〔2019〕1号

根据水环境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关于公布水环境治

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的通知》(联盟

〔2018〕3号)的工作要求,按照《水环境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团体标准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由中电建水环境治理技术有限公

司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的《城市河湖水环境治理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编制规程》,批准为水环境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WaterEnvironmentGovernanceUnion,WEGU)团体标准,编号

为T/WEGU0003—2019,自2019年03月01日起实施。
本规程是水环境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团体标准,供

市场自愿采用。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培育和发展

工程建设团体标准的意见》(建办标〔2016〕57号)要求,团体标准经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合同相关方协商同意并订立合同

采用后,即为工程建设活动的依据,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程由水环境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负责管理,由中

电建水环境治理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水环境

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标准编制工作办公室组织中国标准出

版社出版发行。

水环境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019年0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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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水环境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关于公布水环境治

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的通知》(联盟

〔2018〕3号)的工作要求,按照《水环境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团体标准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由中电建水环境治理技术有限公司

会同有关单位,按照《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建标〔2008〕182号)
的要求,共同编制了本规程。

本规程在编制过程中,编委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认
真总结实践经验,吸收国内外相关标准和先进技术经验,并在广泛

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反复讨论、修改与完善,经联盟专家委员

会审查定稿。
根据2018年12月10日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对本规程

出具的科技查新报告和2018年12月28日送审稿审查会专家评审

意见给予本规程的评价,本规程系国内首创,填补了我国水环境治

理行业标准的空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综合说明、水信息、工程地

质、工程任务和规模、治理工程及建筑物、金属结构与设备设施、监
测与信息管理系统、施工组织设计、征地拆迁及既有管线保护与迁

改、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投资估算、工程效益评价、社会稳定风险

分析、结论及建议等。
本规程某些内容涉及知识产权的具体技术问题,使用者可直

接与本规程有关知识产权的持有者协商处理,本规程的发布机构

不承担识别该些专利的责任。
本规程由水环境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负责管理,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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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建水环境治理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

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电建水环境治理技术有限公司(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六路1003号金融港C座,邮编:518100,

E-mail:zhangzz-shj@powerchina.cn)。
本规程主编单位:中电建水环境治理技术有限公司

本规程参编单位: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陈惠明 陶 明 王正发 吴基昌

陈伟锋 辜晓原 申 超 谢光武

陈 磊 严汝文 翟德勤 蒋自胜

龙 舟 张振洲 郎 建 范瑞琪

马顺刚 文 典 程开宇 魏 俊

张 亚 娄小波 谭艳忠 吴海波

张旻舳

本规程主要审查人员:王民浩 孔德安 禹芝文 程 文

傅菁菁 张化天 刘 娟 张依章

唐云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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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城市河湖水环境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原

则、工作内容和深度要求,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城市河湖水环境治理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不同类型工程可根据其工程特点对本规

程规定的编制内容有所取舍。大型湖泊、河口、海湾水环境治理项

目可参照执行。

1.0.3 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应以批准的城市河湖水环境治理综合

规划设计报告为依据。

1.0.4 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应对工程项目的建设条件进行调查

和勘测,并进行方案比较,从技术、经济、社会、环境、生态和节水节

能等方面进行全面论证,评价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0.5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和深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论证工程建设的必要性,确定工程的任务及综合治理工程

各项任务的主次顺序。

2 确定主要水文参数和计算成果。

3 确定主要水资源、水环境与水生态参数和计算成果。

4 查明影响方案比选和各子工程布置的主要工程地质条件,
基本查明主要建(构)筑物的工程地质条件,评价存在的主要工程

地质问题。

5 确定主要工程的规模和工程总体布局。

6 选定工程建设场址及工程布置范围。选定主要建(构)筑
物的布置位置,以及雨污管渠线路、水力调控工程线路,内源治理

工程、水质提升工程、生态修复及景观提升工程布置范围。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