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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杭州市城市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杭州市城市水设施和河道保护管理中心、杭州市西湖区城市管理局、杭州西湖区

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浙江省长三角标准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春华、徐玉裕、张晔、陈天勤、许国良、米帅、单兰波、章伟、胡聪、章哲、

沈航、沈星阳、王磊、裘杰、邱蓉、邓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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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河道运行安全评估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河道运行安全评估的基本要求、水体安全评估、水工构筑物安全评估、

景观生态设施安全评估、设施管理安全评估和运行管理安全评估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城市河道运行安全评估的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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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493 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4 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

HJ 495 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DB3301/T 0237 城市生态河道设施配置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河道管理范围 river management scope

以城市河道规划用地红线为准，未按规划实施的，以实际城市河道整治绿线为准，包括

水体、绿化、建筑物及配套设施。

[来源：DB3301/T 0226-2018，3.3]

3.2

城市河道运行安全评估 safety assessment of urban river operation
以实现城市河道运行安全为目的，通过查找使用环境、设备选型、设备本体、使用管理、

日常维护保养等一个或多个环节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对其进行风险分析和评定。

3.3

护岸 revetment

为保护河道堤岸免受水流、波浪等侵袭而采取的防护设施。

[来源：DB33/T 614-2016，3.8，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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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闸站 gate station

与城市河道相关的水闸、船闸、泵站。

[来源：DB3301/T 0289-2019，3.1]

3.5

亲水平台 hydrophilic platform

设置于河岸及水际，贴近水面并可供人亲近水体、观景和戏水的单级或多级平台。

4 基本要求

4.1 评估工作应遵循客观、公平、公正等准则。

4.2 评估应采取常态化评估和生命、养护周期总评估等方式。年度评估宜采用去年数据，

月评估宜采用上月数据。

4.3 评估宜采取专项调查、现场查勘、查阅资料、取样对比、人员征询等方法。

4.4 评估控制项包括水工构筑物安全评估、景观生态设施安全评估、设施管理安全评估，

应对每个二级指标分别进行评估，结果划分为“优秀”、“良好”、“一般”共 3 级。

4.5 河道运行安全评价分为优秀、良好、一般和不安全。二级指标全部达到一般及以上，

且二级指标优秀等级达 18 项及以上，其中控制项二级指标应全部达到优秀，河道运行安全

评为优秀；二级指标全部达到一般及以上，且二级指标良好等级达 18 项及以上，其中控制

项二级指标应全部达到良好，河道运行安全处于良好；二级指标全部处在一般，河道运行安

全处于一般；任意一个二级指标处在一般以下，河道运行安全处于不安全。

5 水体安全评估

5.1 水质

5.1.1 评估内容

应依据GB 3838、HJ 91.1、HJ 493、HJ 494和HJ 495的规定，采取单因子评价方法评估

每个水质监测断面的关键水质参数，并包含下列内容：

a) 水质点位选取，合理布控监测站点；

b) 交接断面水质保护，严格控制入河污染物排放和排污口数量；

c) 城市河道的主要干流上、中、下游水质变化情况；

d) 片区流域内代表性城市河道的水质状况；

e) 片区流域内单条城市河道的水质状况。

5.1.2 评估方式

应根据委托水质监测单位的断面水质监测数据和级别，结合河道编号沿线排出口、引配

水资料，以情况简报的形式采取由下游向上游追溯分析的方式进行评价。

5.1.3 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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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参照自然状态进行评估，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优秀：河道水质状况为 III类及以上；

b) 良好：河道水质状况为 IV类；

c) 一般：河道水质状况为 V类。

5.2 水文

5.2.1 评估内容

应评估包括河道日常月径流量、水位在内的水文系统。

5.2.2 评估方式

应参照自然状态进行比较，并符合下列规定：

a) 用平均年径流指数给出总水量变化；

b) 用不同频率的洪水月径流过程曲线给出水流模式的变动；

c) 用水流季节比例指数变化的模式评估季节变化；

d) 用季节峰值指数评估季节最高和最低水位。

5.2.3 评估标准

应参照自然状态进行评估，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优秀：平均月径流量变化幅度小于 3%，常水位变化幅度基本不变，未超警戒水位；

b) 良好：平均月径流量变化幅度小于 4%，常水位变化幅度较小，未超警戒水位；

c) 一般：平均月径流量变化幅度小于 5%，常水位变化幅度一般，超警戒水位。

注：有流量监测资料的河流，采用流量计算方法；无流量监测资料的河流，采用水位计算方法。

6 水工构筑物安全评估

6.1 河床

6.1.1 评估内容

应评估河床稳定性和淤积程度。

6.1.2 评估方式

应建立淤积动态检测机制，测量并计算稳定无明显侵蚀的河岸线长度占河岸线总长度的

比例。

6.1.3 评估标准

应参照河床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优秀：河床内容无明显侵蚀、平均淤积厚度小于设计河床标高 0.3 m；

b) 良好：河床内容略有侵蚀、平均淤积厚度大于设计河床标高 0.3 m但小于设计河床

标高 0.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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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般：河床内容有明显侵蚀、平均淤积厚度大于设计河床标高 0.5 m但小于设计河

床标高 0.7 m。

6.2 护岸

6.2.1 评估内容

应评估围护桩的稳定性，护坡内固土植物的生长情况、水土流失现象及护岸周边环境管

理情况。

6.2.2 评估方式

6.2.2.1 应考虑景观休闲和亲水安全的需要，定期观测围护桩沉降、滑移、倾斜、缺失情

况，并采取相应措施及时修补，做好记录。

6.2.2.2 应维持护坡内固土植物的正常生长，如有缺失及时补种。

6.2.2.3 应兼顾河道水环境改善和水土流失防治，观测到护坡有水土流失现象时，应及时

采取措施固土。

6.2.2.4 护岸应合理控制种植植物高度，不宜种植高大树木，周边应禁止停车。

6.2.2.5 每年汛前、汛后和每次台风、洪水过后，应对护岸进行全面检查，发现问题及时

修复，确保护岸安全、完好。

6.2.3 评估标准

应根据护岸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优秀：满足评估方式内五项规定；

b) 良好：满足评估方式内四项规定；

c) 一般：满足评估方式内三项规定。

6.3 护栏

6.3.1 评估内容

应评估河道护栏的缺失和破损。

6.3.2 评估方式

应采用现场检查方式进行评估。

6.3.3 评估标准

应根据护栏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优秀：河道护栏的完好率达 98%以上；

b) 良好：河道护栏的完好率达 95%以上；

c) 一般：河道护栏的完好率达 90%以上。

6.4 驳坎

6.4.1 评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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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评估驳坎的挤压变形、勾缝开裂脱离、驳坎克顶、渗漏情况、浆砌石稳定程度、光洁

度，并包括下列内容：

a) 克顶破损、沉降、断裂；

b) 是否存在鼓包、移位、裂缝、漏水的现象；

c) 是否存在浆砌石块脱落的情况；

d) 驳坎表面是否有杂草，钢筋或者出水管伸出过长。

6.4.2 评估方式

应采用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按照《杭州市城市河道养护技术规程（试行）》进

行养护维修。

6.4.3 评估标准

应根据驳坎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优秀：驳坎未出现挤压变形、勾缝开裂脱离、克顶破损、沉降、断裂情况，不存在

鼓包、移位、裂缝、漏水的现象，浆砌石稳定且光洁；

b) 良好：驳坎出现挤压变形、勾缝开裂脱离、克顶破损、沉降、断裂情况，存在鼓包、

移位、裂缝、漏水的现象，但不明显；

c) 一般：驳坎出现较为明显的挤压变形、勾缝开裂脱离、克顶破损、沉降、断裂情况，

存在较为明显的鼓包、移位、裂缝、漏水的现象，浆砌石稳定程度和光洁度一般。

7 景观生态设施安全评估

7.1 绿化植物

7.1.1 评估内容

应评估树木存活率、病虫害防治、防台支撑加固及黄土裸露情况。

7.1.2 评估方式

应按照《杭州市城区绿地养护质量标准（试行）》采用现场核查方式进行评估。

7.1.3 评估标准

应根据绿化植物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优秀：树木存活率高、病虫害防治、防台支撑加固情况好，没有黄土裸露；

b) 良好：树木存活率较高、病虫害防治、防台支撑加固情况较好，有轻微的黄土裸露；

c) 一般：树木存活率一般、病虫害防治、防台支撑加固情况一般，有较为明显的黄土

裸露。

7.2 廊道亭楼

7.2.1 评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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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评估廊道亭楼的照明情况、河流廊道宽度、景观建筑高度、景观小品、果壳箱、座椅

等设施的完好度、整洁度。

7.2.2 评估方式

应采用现场核查方式进行评估，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应在 50 m范围内设置照明设施；

b) 河流廊道的基本宽度在城市段应选择最低安全水平，即 50 m~80 m；

c) 设施应完好、整洁，白蚁防治工作取得成效；

d) 在景观建筑高度设计上应保证通向水面视线。

7.2.3 评估标准

应根据廊道亭楼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优秀：满足评估方式内四项规定；

b) 良好：满足评估方式内三项规定；

c) 一般：满足评估方式内两项规定。

7.3 栈道栈桥

7.3.1 评估内容

应评估栈道栈桥的布设位置、指示牌设置、护栏的可靠性和步行系统完整性。

7.3.2 评估方式

7.3.2.1 应科学、合理地布置景观节点、娱乐与休闲空间，可适当融入杭州地方历史文化

元素符号。

7.3.2.2 每条栈道栈桥的入口处应设有指示牌，标明栈道的通行方向和地点。

7.3.2.3 栈道栈桥护栏应安全可靠，在危险处加装防护装置。

7.3.2.4 应形成连续完整的滨水步行系统，并与相临的城市步道系统连接。

7.3.3 评估标准

应根据栈道栈桥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优秀：满足评估方式内四项规定；

b) 良好：满足评估方式内三项规定；

c) 一般：满足评估方式内两项规定。

8 设施管理安全评估

8.1 闸站

8.1.1 评估内容

应评估站容站貌、检测仪表准确度、自控系统、电气设备、建筑构筑物，以及包括水泵

机组、格栅、闸门、启闭机、阀门、拍门在内的机具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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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评估方式

8.1.2.1 站容站貌、电气设备、机具设备应采用现场核查方式，检测仪表、自控系统应采

用定期检测维护的方式。

8.1.2.2 设备运行期间，运行人员应按规定的巡查路线和项目进行定期巡视检查，并做好

巡查记录。

8.1.2.3 应定期开展设备维修养护工作，日常养护中的处置事项流程应形成闭环管理。

8.1.3 评估标准

应根据闸门泵站设备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优秀：汛期完好率达 98%以上，非汛期达 95%以上；

b) 良好：汛期完好率达 95%以上，非汛期达 92%以上；

c) 一般：汛期完好率达 92%以上，非汛期达 90%以上。

8.2 沿河管养用房

8.2.1 评估内容

应评估周边交通便利性，通电、通水功能，污水处理方式，占地面积。

8.2.2 评估方式

应采用现场核查方式进行评估，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交通便利，与周边道路连通，满足车辆进出要求；

b) 具备（永久性）通电、通水的功能，预留通讯网络对外接口；

c) 生活污水应接入周边市政污水管网，在接入前需设置化粪池，其构造、容积应符合

GB 50015相关规定；无法接入的，应配套设置小型污水处理装置或通过吸粪车抽

吸方式处理，并设置吸粪车通道；

d) 建筑面积不应小于 100 m2，内部各功能区应符合 DB3301/T 0237的规定。

8.2.3 评估标准

应根据管养用房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优秀：交通非常便利，具备永久性通电、通水功能，污水处理及占地面积符合相关

要求；

b) 良好：交通较为便利，具备永久性通电、通水功能，污水处理及占地面积比较符合

相关要求；

c) 一般：交通便利程度一般，具备永久性通电、通水功能，污水处理及占地面积比较

符合相关要求。

8.3 功能性照明

8.3.1 评估内容

应评估照明设施的安全性、节能性和设施布点。

8.3.2 评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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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1 照明设施应安全可靠、经济合理、节省能源、维修方便、技术先进。照明的范围

和强度以不干扰生态环境为基本原则，并应能保障游客安全通行。

8.3.2.2 应依据照明对象的功能、性质、地理位置、对河道景观夜间环境形象塑造的作用

和重要程度，采用分区、分时和分级的照明节能控制措施。

8.3.2.3 坡道、台阶、高差处和无栏杆的亲水平台、栈道等应设置照明设施。

8.3.2.4 应预留临时照明设施。

8.3.3 评估标准

应根据功能性照明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优秀：满足评估方式内四项规定；

b) 良好：满足评估方式内三项规定；

c) 一般：满足评估方式内两项规定。

8.4 垃圾上岸点

8.4.1 评估内容

应评估垃圾上岸点的牢固度、规格、承重结构和日常清洁情况。

8.4.2 评估方式

应采用现场核查和文档评估方式进行评估，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应根据垃圾产生量和收运频率确定垃圾房的数量、规格和摆放位置；

b) 垃圾上岸平台应与临时堆放区、周边道路连通，上岸平台不应小于 20 m2，垃圾临

时堆放区不应小于 50 m2，满足垃圾环保转运、进出通行和作业的需要；

c) 应定期清洗垃圾分类收集容器，保持桶具、地面的清洁。

8.4.3 评估标准

应根据功能性照明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优秀：垃圾上岸点牢固，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及作业区时刻保持清洁；

b) 良好：垃圾上岸点较为牢固，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及作业区存在稍微污渍现象；

c) 一般：垃圾上岸点牢固程度一般，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及作业区清洁程度一般。

8.5 亲水平台

8.5.1 评估内容

应评估亲水平台的材料、安全保障方面。

8.5.2 评估方式

8.5.2.1 亲水平台应采用石材或耐久性好的合成材料，并具有防滑性。

8.5.2.2 亲水平台高程离水面不应大于 0.5 m，并配置警示护栏。不设护栏的亲水平台临

水岸边，应设置宽 2 m 以上的水下安全区，其水深不得超过 0.7 m，同时设置标识牌和警示

牌。

8.5.2.3 亲水平台应设置安全保护措施及必要的安全警示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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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 评估标准

应根据亲水平台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优秀：材质、安全警示标记符合相关要求；

b) 良好：材质、安全警示标记较符合相关要求；

c) 一般：材质、安全警示标记较符合相关要求。

8.6 防汛排涝安全

8.6.1 评估内容

应评估防汛排涝设施设备、人员物资的配备能力和围堰对河道过流能力影响情况，保障

河道防汛排涝的功能。

8.6.2 评估方式

8.6.2.1 应建立健全城市河道防汛排涝预案，做好城市河道的防汛排涝、预警和险情处置

工作。

8.6.2.2 在人员物资配备方面，应及时补充物资，确保人员迅速到位。

8.6.2.3 加强防汛值班和科学调度，确保防汛值班和应急调度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8.6.2.4 定期组织技术人员、巡查人员等开展防汛安全隐患排查整改，确保设施设备完好。

8.6.2.5 围堰的设置需考虑工程建设和防汛安全之间的平衡，根据防汛要求，及时拆除有

关影响行洪的施工围堰，落实围堰汛期应急处置方案，确保河道的过流能力。

8.6.3 评估标准

应根据实际防汛排涝能力情况进行评估，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优秀：防汛排涝设施设备完好，人员物资配备充足，围堰对河道过流能力影响小，

防汛排涝能力强；

b) 良好：防汛排涝设施设备优于基础需求，人员物资配备较充足，围堰对河道过流能

力影响较小，防汛排涝能力较强；

c) 一般：防汛排涝设施设备满足基本需求，人员物资配备一般，围堰对河道过流能力

影响一般，防汛排涝能力一般。

8.7 感知设备平台

8.7.1 应包括下列评估内容：

a) 水质、水位、流量、视频在线监测和引水泵站、排涝泵站、节制水闸设备运行状态

监控信息或远程控制信号，全部接入杭州市统一信息平台系统；

b) 本地监控系统界面，应美观、友好、直观、清晰。本地监控系统界面，宜与远程监

控系统采用统一的数据接口。

8.7.2 应采用检测评估的方式，获取平台的技术参数、配置参数和安全性能参数进行检测。

8.7.3 应根据感知设备平台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优秀：技术参数、配置参数和安全性能参数齐全；

b) 良好：技术参数、配置参数和安全性能参数优于基础需求；

c) 一般：技术参数、配置参数和安全性能参数满足基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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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标识标牌

8.8.1 应评估标识标牌设施的规范性和合理性。

8.8.2 应采用现场核查方式进行评估：

a) 标识标牌应保持表面干净，牌上字迹清楚、完整；

b) 应结合河道管理对标识标牌的设置需要，设置警示牌、公告牌、导向牌、介绍牌等

标识标牌。

8.8.3 应根据标识标牌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优秀：标识标牌设置规范、合理，设施干净完好；

b) 良好：标识标牌设置较规范、合理，设施较为干净完好；

c) 一般：标识标牌设置较规范、合理，设施较为干净但稍有破损。

9 运行管理安全评估

9.1 救生设施

9.1.1 评估内容

应评估配置节点的人流量、事故发生频率等以及设备设施日常配备情况。

9.1.2 评估方式

应采取文档评估和现场核查方式进行评估。

9.1.3 评估标准

应根据救生设施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优秀：救生设施完好，配备合理；

b) 良好：救生设施较完好，配备较合理；

c) 一般：未配备救生设施。

9.2 监控监测

9.2.1 评估内容

应评估监控监测仪器设备、水位、水质监测点的设置情况。

9.2.2 评估方式

应采用现场核查方式进行评估：

a) 根据实际需求配置流量计、水尺等计量仪器；

b) 应根据需要设置水位观测点和水质监测点；

c) 视频监控设施应外观清洁、功能正常；

d) 宜结合信息化系统，设置水位在线监测点、水质在线监测点等。

9.2.3 评估标准

应根据监控监测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并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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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优秀：监控监测设施完好，点位设置合理；

b) 良好：监控监测设施较完好，点位设置较合理；

c) 一般：监控监测设施基本完好，点位设置一般。

9.3 共建共享

9.3.1 应包括下列评估内容：

a) 积极构建“民间河长”运行机制；

b) 发动公众监督，实施违法排水有奖举报办法，畅通公众反映问题渠道；

c) 对河道沿线居民进行法律法规的宣传引导；

d) 完善河道休闲功能，组织亲水、护水等活动。

9.3.2 应践行共建共享的理念，打造绿色生态河道。

9.3.3 应根据共建共享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优秀：实行“河长制”，反馈渠道多样且畅通，积极宣传法律法规、组织开展亲水、

护水活动；

b) 良好：实行“河长制”，反馈渠道单一但畅通，偶尔宣传法律法规、组织开展亲水、

护水活动；

c) 一般：未实行“河长制”，反馈渠道单一，较少宣传法律法规、组织开展亲水、护

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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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城市河道运行安全评估指标体系

表A.1为城市河道运行安全评估指标体系。

表A.1 城市河道运行安全评估指标体系

项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城市河道运行安

全评估

水体安全评估
水质

水文

＊水工构筑物安全评估

河床

护岸

护栏

驳坎

＊景观生态设施安全评估

绿化植物

廊道亭楼

栈道栈桥

＊设施管理安全评估

闸站

沿河管养用房

功能性照明

垃圾上岸点

亲水平台

防汛排涝安全

感知设备平台

标识标牌

运行管理安全评估

救生设施

监控监测

共建共享

注：表中注“＊”的为控制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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