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防洪条例 

  

（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00 年 5 月 26 日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以下简称《防

洪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

政府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防洪的组织、协调、监督、

指导等日常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气象、电信、运

输、电力、物资供应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有关

的防洪工作。 

第三条� 在防洪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防洪规划 

第四条� 江河、湖泊的防洪规划按下列分工，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区依据流域、

区域综合规划编制，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报上一级水行政

主管部门备案。 

（一）长江上游云南段、珠江上游云南段、红河、澜沧

江、怒江、大盈江、瑞丽江（以下统称省重要江河）及国、

省边界江河、河段的防洪规划，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组织编制。 



（二）地（州、市）、县（市、区）边界江河、河段、

湖泊的防洪规划，由共同的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

制。 

（三）其他江河、湖泊的防洪规划，由所在地的地（州、

市）、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 

第五条� 城市防洪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组织水行政主

管部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流域、区域

防洪规划编制，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报经批准后纳入城

市总体规划。 

第六条� 防洪规划期限为 10 年至 20 年。防洪规划编制

内容，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防洪规划，

制定中长期建设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七条� 按照《防洪法》第十三条划定的山体滑坡、崩

塌和泥石流重点防治区，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标明界

区，予以公告。重点防治区分为重点监测预防区和重点治理

区，对不同类型的防治区，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 

在重点防治区，禁止新建城市、村镇和其他居民点以及

工厂、矿山、铁路和公路干线；已经建成的，有关主管部门

和建设单位应当采取防御措施。 

第三章� 治理与防护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动员社会力

量，依靠科技进步，加强防洪工程设施建设和管护，提高防

洪能力；加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保护、扩大林草植被，减



轻洪涝灾害。�

第九条� 省重要江河，国、省边界江河、河段，地（州、市）

边界重要的江河、河段的规划治导线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拟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其他江河、河段的规划治导线由所在地的地（州、市）、

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拟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条� 河道、湖泊管理实行按水系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相

结合的原则。 

（一）省重要江河的主要河段，国、省和地（州、市）

边界的重要河段，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管理。 

（二）其他河道、湖泊，由所在地的地（州、市）、县

（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管理。 

第十一条� 河道、湖泊的管理范围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下列原则提出方案，并报本

级人民政府审批。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有堤防的河道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

地、行洪区和堤防及护堤地；无堤防的河道为历史最高洪水

位或者设计洪水位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和行洪区。 

（二）有堤防的湖泊以堤防护堤地外缘为界，无堤防的

湖泊以最高水位为界，包括周边界之内的水域、沙洲、滩地、

岛屿、出入湖水道。 

护堤地的宽度，为堤防内堤脚线外水平距离 5 米至 100

米。 



第十二条� 在河道、湖泊的管理范围内禁止采石、爆破、

取土、打井，禁止倾倒垃圾、砂石以及其他危害堤防安全和

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确需采砂、淘金、钻探、存放物料、

进行考古发掘活动，必须报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涉及有关部门管理职责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审

批。 

第十三条� 城市、村镇、旅游度假区等建设不得占用河

道、湖泊。城市规划的临河、临湖界限由其所在地的县级人

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沿河、沿湖城镇在编制和审查城市规划时，应有其所在

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侵占和毁损堤防、

水库大坝、护岸、水闸、抽水站、排水渠系等防洪工程和堤

防管理房、堤防里程桩、界桩、通讯、照明、水文监测、测

量等管护设施。 

第十五条� 有关部门应当在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重

点防治区设立监测站点，指定监测员做好监测、预警预报。 

第四章� 防汛抗洪 

第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设立省防汛指挥机构，负责领导、

组织全省的防汛抗洪工作，其办事机构设在省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 

州（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设立

由有关部门、当地驻军、武装警察部队负责人等组成的防汛

指挥机构，在上级防汛指挥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地区行政



公署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防汛抗洪工作，其办事

机构设在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流域综合规划或

者防洪规划、防洪工程现状、国家规定或者省确定的防洪标

准，制定防御洪水方案。 

防御省重要江河和国、省、地（州、市）边界重要江河、

河段的洪水，按照省人民政府制定的防御洪水方案执行。其

他江河、河段、湖泊的洪水防御，按照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的

防御洪水方案执行。 

第十八条� 水库、水电站和湖泊的管理机构，应当根据

防御洪水方案、工程实际情况，制定汛期调度运用计划。 

汛期调度运用计划按下列规定审批，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除外。 

（一）坝高 50 米以上或者库容 5000 万立方米以上的

水库和重要的中型以上水电站以及滇池、洱海、抚仙湖、星

云湖、杞麓湖、异龙湖、泸沽湖、程海、阳宗海的汛期调度

运用计划，由省防汛指挥机构批准，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二）其他中型水库、中型水电站和重要的小（一）型

水库、小型水电站以及其他重要湖泊的汛期调度运用计划，

由地（州、市）防汛指挥机构批准，报省防汛指挥机构备案； 

（三）其他小型水库、小型水电站、湖泊的汛期调度运

用计划，由县（市、区）防汛指挥机构批准，报上一级防汛

指挥机构备案。 



汛期调度运用计划经批准后，由水库、水电站和湖泊的

管理机构执行。 

第十九条� 每年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为本省的防汛期。 

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办公室在防汛期内坚持每天 24 小时

值班制度、雨情水情日报制度和险情报告制度。紧急防汛期，

各级防汛指挥机构负责人应按分级管理职责进入现场指挥。 

有防汛任务的单位必须在防汛期内坚持每天 24 小时值

班制度。 

第二十条� 水库、水电站和湖泊的管理机构执行汛期调

度运用计划时，必须服从有管辖权的防汛指挥机构的统一调

度、指挥和监督。 

第二十一条� 在汛期，江河、湖泊、水库的管理机构必

须按照规定对水工程进行巡查，发现险情，立即抢护，并及

时向防汛指挥机构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二条� 江河和湖泊的水位超过保证水位、水库水

位超过设计洪水位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必须

组织有关单位和个人投入抗洪抢险。 

第二十三条� 大型水库、重要中型水库遇超标准洪水，

需要采取非常泄洪措施时，由省防汛指挥机构按照依法经批

准的防御洪水方案中规定的批准程序决定。其他中型水库、

小型水库遇超标准洪水，需要采取非常措施时，由地（州、

市）、县（市、区）防汛指挥机构按照经批准的防御洪水方

案组织实施。采取上述措施对毗邻地区有危害的，须经共同

的上一级防汛指挥机构批准，并事先通知有关地区。 



实施前款规定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拦、拖延。如

遇阻拦和拖延时，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强制实施。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四条� 江河、湖泊的防洪治理和防洪工程设施的

建设及维护所需投资，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分级负

责。除中央财政投入外，由各级人民政府从预算内资金、农

业综合开发资金、水利专项资金、以工补农资金和贴息贷款

中安排。城市防洪工程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所需投资，由城市

人民政府承担。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水利建设基金，

主要用于防洪工程和部分重点水利工程的维护和建设。具体

使用办法按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防汛抗洪和救灾的资金、物资，必须专款

专用、专物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用防洪、

救灾经费购置的设备器材，应当建立管理责任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防洪、救灾

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危害堤防安全

和妨碍河道行洪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没收违法所得，可并

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破坏、侵占和

毁损防洪工程及管护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可处 5 万元以下

的罚款；造成损坏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应当给予治安管

理处罚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占用

河道、湖泊的建（构）筑物和其他设施未按期拆除的，由作

出处罚决定的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部

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截留、挪用

防汛抗洪和救灾资金、物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 200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