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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工作 



一、前期工作 

1、河湖问题与系统治理 



一、前期工作 

1、河湖问题与系统治理 

1）水量短缺 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偏高 

全国总用水量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 
 生活用水呈持续增加态势； 
 工业用水从总体增加转为逐渐趋稳； 
 农业用水受气候和实际灌溉面积的影

响上下波动。 



一、前期工作 

1、河湖问题与系统治理 

1）水量短缺 断流问题严重 

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断流个数占比 
断流公里数约2100Km 



一、前期工作 

1、河湖问题与系统治理 

2）水功能区达标率偏低 



一、前期工作 

1、河湖问题与系统治理 

3）水域侵占 湖泊萎缩 

鄱阳湖湖面变化过程 

第2次水资源规划调查
结果：湖泊萎缩严重。 



一、前期工作 

1、河湖问题与系统治理 

3）水域侵占 河湖滨带挤占与破坏 

①河岸硬性砌护、 
②采砂、 
③沿岸建筑物（房屋）、 
④公路（或铁路）、 
⑤垃圾填埋场或垃圾堆放、 
⑥河滨公园、 
⑦管道、 
⑧农业耕种、 
⑨畜牧养殖等。 



一、前期工作 

1、河湖问题与系统治理 

4）水生态退化 

生物多样性下降 

 水生生物种群数量不断减少 
 珍稀水生生物灭绝 
 鱼类捕捞量逐年下降 

中国农业部《2012长江淡水豚考察报告》：
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000头，呈加速下
降趋势，其中长江干流种群年均下降速率
为13.73%，超过2006年以前的两倍。 



一、前期工作 

1、河湖问题与系统治理 

河湖系统保护与治理的策略是什么？ 

河湖保护与修复 
 目标清单是什么？ 
 问题清单是什么？ 
 任务清单是什么？ 河湖

健康 

水域 

水量 

水质 

水生
物 

全面推行河长制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全面推行河长制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是解决
我国复杂水问题、维护河湖健康生命的有效举措，是完善水治理体系、保障国
家水安全的制度创新。 



一、前期工作 

2、河湖综合评价体系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立足不同地区不同河湖实际，统筹上

下游、左右岸，实行一河一策、一湖一策，解决好河湖管理保
护的突出问题。 

河湖
健康？ 

水域 

水量 

水质 

水生
物 

河湖健康评估 



一、前期工作 

2、河湖综合评价体系 

 欧美评价体系 

维持及恢复水体的
物理、化学及生物
完整性。 

美国：
《清洁水

法》 

2015年前所有水体
达到良好生态状况 

欧盟：
《水框架
指令》 

现代河湖
综合评价
（河湖健
康评价): 
水文+水质
+生境+生
物+…… 



一、前期工作 

2、河湖综合评价体系 



《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加快水
利改革发展的决
定》（中发

〔2011〕1号） 

到２０２０年，基
本建成水资源保护
和河湖健康保障体
系。 

《国务院关于实
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2

〕3号） 

（十五）推进水生
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维护河湖健康
生态。……定期组
织开展全国重要河
湖健康评估。 

《水利部关于加
快推进水生态文
明建设工作的意
见》(水资源〔
2013〕1号) 

（五）推进水生态
系统保护与修复 

定期开展河湖健康
评估 

（六）加强水利建
设中的生态保护 

着力维护河湖健康 

一、前期工作 

《关于全面推行
河长制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

厅，2016) 

（九）加强水生态
修复。开展河湖健
康评估 

3、河湖健康评估推进情况 



一、前期工作 

 河流管理中开
始重视生态保
护和修复。 

概念引入 

•2002，汪恕诚：流域机构
要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河流
生态代言人的重任 
•维持黄河健康生命 

•维护健康长江，促进人水和谐 

•维护河流健康，建设绿色珠江 

•湿润海河、清洁海河 

形成共识  体系构建 

 试点检验 

 技术标准 

试点探索 

 2014年开始
定期评估 

定期评估 

年代 1950s 1960s 1970s 1980s 1990s 2000s 2010s 2015 2020

水化学监测评价

水污染状况监测评价

水功能区达标评价

生物监测（藻类） 试点

河湖健康评估 概念 试点

基本建

成河湖

健康保

障体系

3、河湖健康评估推进情况 



一、前期工作 

 《关于开展全国重要河湖健康评估工
作请示》（2010年6月）； 

 《关于做好全国重要河湖健康评估有
关准备工作的通知》（资源保函
[2010]7号）； 

 《关于做好全国重要河湖健康评估
（试点）工作的函》（资源保函
【2011】1号）； 

 《全国重要河湖健康评估（试点）工
作大纲》（办资源【2010】484号） 

3、河湖健康评估推进情况 

 七个流域成立以流域委（局）副主任（局
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 

 以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研究及监测机构
为主体、以水文水资源及水工程管理机构、
大专院校等为成员的技术小组 



 技术培训与交流 

流域 培训名称 时间 地点 主办单位 培训内容
长江流域 河湖健康管理与水文评价 2011年3月 武汉 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生态水文评价方法

长江流域 学术报告 2012年3月 武汉 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邀请Griffith大学河流研究所所长Stuart Bunn教授来武汉做题为“Balancing water needs for humans and nature”的学术报告

黄河流域 中欧流域管理项目生物与监测技术培训 2011年12月 郑州 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水生生物监测技术与方法

淮河流域 淮河流域重要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培训班 2011年6月 安徽省蚌埠市 淮河流域重要河湖健康评估（试点）报告编委会办公室河湖健康评估概念、意义、方法与关键技术问题

淮河流域 河湖健康评估中河岸带（湖岸带）调查方法培训班2011年8月 安徽省蚌埠市 淮河流域重要河湖健康评估（试点）报告编委会办公室河岸带（湖岸带）调查方法，包括：岸坡稳定性、植被覆盖度、人工干扰程度的调查和赋分方法

淮河流域 河湖健康评估中水生生物监测方法培训班2011年11月 安徽省蚌埠市 淮河流域重要河湖健康评估（试点）报告编委会办公室包括浮游生物、底栖动物、鱼类、大型维管束植物的分类、环境指标和监测方法

海河流域 海委水生生物培训班 2011年9月 天津 海河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 水生生物采集、处理和定性定量分析

珠江流域 中澳合作“河流健康与环境流量项目”技术培训2010年1月 广东广州 珠江委 河流生态学、河流健康监测、河流健康评估、环境流量等

珠江流域 中澳河流健康与环境流量项目研讨会 2010年11月 广东佛冈 珠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国际水资源中心双方汇报各自的工作进展并就项目的一些技术细节进行交流讨论

珠江流域 环境流量方案制定与评估技术培训与交流会2011年4月 广西南宁 珠江委 给予河流水生态系统需求的环境流量计算方法与评估技术

珠江流域 珠江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培训会 2011年6月 广西南宁 珠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无机物、苯类有机物、水生生物等指标的采样监测、调查评估技术

珠江流域 中澳河流健康与环境流量项目技术研讨会2011年10月 广西桂林 国际水资源中心、珠江委 中澳河流健康与环境流量项目初步成果交流及在河流健康评估应用

珠江流域 珠江流域（片）有机监测技术交流会 2012年6月 广东广州 珠江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 “痕量有机污染物监测与河流健康评价”

松辽流域 松辽流域重要河湖健康评估培训班 2011年10月 吉林省吉林市 松辽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河湖健康评估方法与关键技术问题

太湖流域 常见浮游动物分类与鉴定 2011年12月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浮游动物鉴定

流域层面技术培训与技术交流 

一、前期工作 

3、河湖健康评估推进情况 



 调查监测 

选用常规水文站161个，常规水质站76个。 
补充监测水文断面40个，水质断面169个。 
 259个河（湖）岸带1-2期健康状况调查监测。 
 166个河（湖）断面开展2-4期水生生物取样调查， 
约2600余人开展了河湖健康公众调查。 

水质站

数量

水文站

数量

补充断

面数量

监测

期数

补充断

面数量

监测期

数

总期

数

各期时间(起止时

间)或历时

调查断

面数量

总期

数

各期时间(起止时

间) 或历时

调查断

面数量

监测样

品数量

总期

数

总人

数

汉江中下

游
28 12 28 12 1 2011年10月至11月 37 2

2011年4月，7月，

10月
11 23 1 450

黄河下游

干流
6 6 2

2011.8.20-9.1

/2012.5.16-25
6 2

2011.8.20-

9.1/2012.5.16-25
7 400 1 200

淮河干流

上中游
10 4 10 12 2

2011年7月底、10月

中旬
10 4

2011年3月、6月、

9月、11月
10 360 1 300

滦河 14 2 8 2 2 20天 14 2 20天 14 45 2 81

桂江 12 4 10 2 2
2011.7.7~8；

2011.11.8~9
19 2

2011．7.7~8；

2011.11.8~9
11 22 1 100

嫩江下游 6 6 3 12 1 2011年8月 15 3
2011年5月、7月、

9月
18 共采集、测量标本4500余尾，统计渔获物68.5t。1 92

丹江口水

库
15 6 15 12 1 2011年10月至11月 44 2 2011年4月，7月 15 30 1 310

小浪底水

库
12 5 0 0 2

2011.8.18-

19/2012.5.14-15
3 1

2011.8.18-

19/2012.5.14-15
3 200 1 150

洪泽湖 8 16 8 12 2
2011年7月底、10月

中旬
10 4

2011年6、9、11月

、2012年月
浮游生物、鱼类监测断面8个；大型水生维管束植物、底栖动物监测断面10个420 1 300

白洋淀 11 9 6 2 2 10天 11 2 10天 11 35 2 73

百色水库 6 1 5 2 2
2011.7.9-10/

2011.11.10-11
12 2

2011．7.9~10

/2011.11.10~11
6 6 1 100

查干湖 8 11 1 2011年8月 38 2 2011年7月、10月 9

共采集鱼

类6目12

科43种

1 53

太湖 33 5 40 365 68 12 4 5天 40 4
2011年1月、4月、

7月、10月
33 1140 4 410

公众调查试点河
湖名称

选用水文水
质站情况

水文补充
监测情况

水质补充监
测情况

河(湖)岸调查 生物调查

一、前期工作 

3、河湖健康评估推进情况 



一、前期工作 

根据全面落实新治水思路的工作要求，密切结合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等重大治水兴水工作安排，
以河湖健康评估试点工作成果为基础，按照流域机构为主
体、带动省区协同推进的策略，采用分期分批滚动推进、
逐步覆盖重要河湖水系的方案，开展全国重要河湖水系健
康调查监测与评估工作，形成全国重要河湖健康报告，基
本实现在2020年基本建成全国重要河湖健康定期评估制度
的预期目标，为积极践行并着力落实新时期治水思路提供
重要支持。 
本课件为2017（第五届）中国水生态大会专家发言材料，仅供参会人员内部交流使用，禁止外
传及作为他用！更多信息可关注微信公众号：水务论坛在线（ID:swltzx） 

全国重要河湖健康评估 
（2015-2020） 
 工 作 大 纲 

全国重要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工作组 
二0一五年二月 

3、河湖健康评估推进情况 



一、前期工作 

序号 所属流域 名称（类型） 评估报告 序号 所属流域 名称（类型） 评估报告

1 汉江中下游（河流） 2012年 2012年

2 丹江口水库（湖库） 2012年 2013年

3 鄱阳湖（湖库） 2015年 2015年

4 东洞庭湖（湖库） 2016年 2012年

2012年 2013年

2013年 2015年

6 黄河内蒙古河段（河流） 2015年 24 抚仙湖（湖库） 2013年

7 小浪底水库（湖库） 2012年 25 嫩江下游（河流） 2012年

8 乌梁素海（湖库） 2016年 26 浑河（河流） 2014年

9 淮河干流（河流） 2012年 27 太子河（河流） 2014年

10 沙颖河干流（河流） 2015年 28 第二松花江干流（河流） 2015年

2012年 29 松花江干流（河流） 2016年

2015年 30 查干湖（湖库） 2012年

12 南湾水库（湖库） 2016年 31 松花湖（湖库） 2015年

2011年 32 呼伦湖（湖库） 2015年

2012年 2012年

2013年 2013年

2014年 2014年

15 桑干河（河流） 2016年 2015年

16 洋河（河流） 2016年 2016年

17 永定河（河流） 2016年 34 弥苴河（河流） 2016年

18 卫河（河流） 2016年 35 洱海（湖库） 2016年

2011年 36 东南诸河 新安江水库（湖库） 2016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3年

2014年

松辽流域

33 太湖 太湖（湖库）

西南诸河

于桥水库（湖库）

22

珠江流域

桂江（河流）

23 百色水库（湖库）

13

海河流域

滦河（河流）

14 漳河（河流）

19 白洋淀（湖库）

20 岳城水库（湖库）

21

长江流域

5

黄河流域

黄河小浪底以下河段（河流）

淮河流域
11 洪泽湖（湖库）

3、河湖健康评估推进情况 



一、前期工作 

3、河湖健康评估推进情况 



2010-
2016试点
+定期评

估 

1总结评估技术经验，修订完善技术标准 

 《河流健康评估指标、标准与方法（试点工作用）》的通知》（办资源
【2010】484号） 

 《关于印发《湖泊健康评估指标、标准与方法（试点工作用）》的通知》
（办资源【2011】223号） 

2017— 
全面实行
河长制 

2根据河长制要求进一步修订，形成征
求意见稿 
 《河湖健康评价导则》+《河湖健康评估指南》 

一、前期工作 

3、河湖健康评估推进情况 



指南概要 



二、指南概要 

河湖健康是指河湖生态及社会服务功能均达到良好状况。 

1、总体框架 



二、指南概要 

 指导思想：……以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改善
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为主要任务，在全国江河湖泊
全面推行河长制，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
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为维护河湖
健康生命、实现河湖功能永续利用提供制度保障。 

 基本原则：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固树立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处理好
河湖管理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
系，强化规划约束，促进河湖休养生息、

维护河湖生态功能。 
 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立足不同地区不

同河湖实际，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实行
一河一策、一湖一策，解决好
河湖管理保护的突出问题。 

 工作职责：各级河长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的管理
和保护工作，包括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
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等，牵头组织对侵占河道、
围垦湖泊、超标排污、非法采砂、破坏航道、电毒
炸鱼等突出问题依法进行清理整治，协调解决重大
问题…… 

1、总体框架 

主要
任务 

（五）加
强水资源
保护 

（六）加
强河湖水
域岸线管
理保护 

（七）加
强水污染
防治 

（八）加
强水环境
治理 

（九）加
强水生态
修复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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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南概要 
2、指标体系 

分类
序
号

水体类型

1

2

3

4 河流、湖泊、水库
5 河流、湖泊、水库

河流纵向连通指数 河流
湖库连通指数 湖泊、水库

7 河流、湖泊、水库
8 河流、湖泊、水库

河流、湖泊、水库
湖泊、水库

10 河流、湖泊、水库

湖泊
水库

12 河流、湖泊、水库
13

14

15

社会服务保障

公众满意度

河流、湖泊、水库防洪指标

供水指标

水质优劣程度
湖库富营养化指数

水生态保护

水土流失治理程度

11
水域空
间状况

湖泊面积萎缩比例
库容淤积损失率

鱼类保有指数

水域岸线保护

河湖岸带植被覆盖度

河湖岸带人工干扰程度

6 水系连通状况

水污染防治

入河湖排污口布局合理程度

水体整洁程度

9
水质状
况

指标名称

水资源保护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

河流、湖泊、水库生态用水满足程度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分类
序
号

水体类型

水污染防治 1 河流、湖泊、水库

2 城市河湖

3 湖泊、水库

4 河流、湖泊、水库鱼类生境状况

水生态保护

指标名称

底泥污染状况

换水周期

浮游植物数量

河湖健康评估试点指标 

河长制-河湖健康评估指南 



二、指南概要 
2、指标体系 

从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与社会服务保障5个方面，
共确定15项基本指标及5项备选指标，作为河湖健康评估指标。各地可结合实际，
因地制宜选择备选指标。 

分类 序号 水体类型 指标类型
1 基本指标
2 基本指标
3 基本指标
4 河流、湖泊、水库 基本指标
5 河流、湖泊、水库 基本指标

河流纵向连通指数 河流 基本指标
湖库连通指数 湖泊、水库 基本指标

7 河流、湖泊、水库 基本指标
8 河流、湖泊、水库 基本指标

河流、湖泊、水库 基本指标
湖泊、水库 基本指标

B1 河流、湖泊、水库 备选指标
10 河流、湖泊、水库 基本指标

湖泊 基本指标
水库 基本指标

12 河流、湖泊、水库 基本指标
B2 城市河湖 备选指标
B3 湖泊、水库 备选指标
B4 河流、湖泊、水库 备选指标
13 基本指标
14 基本指标
15 基本指标

换水周期
浮游植物数量
鱼类生境状况

水质状
况

底泥污染状况

9

水生态保护

社会服务保障
公众满意度

河流、湖泊、水库防洪指标
供水指标

水质优劣程度
湖库富营养化指数

水土流失治理程度

11
水域空
间状况

湖泊面积萎缩比例
库容淤积损失率

鱼类保有指数

水域岸线保护

河湖岸带植被覆盖度
河湖岸带人工干扰程度

6 水系连通状况

水污染防治

入河湖排污口布局合理程度
水体整洁程度

指标名称

水资源保护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

河流、湖泊、水库生态用水满足程度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二、指南概要 
3、健康等级 

等级 类型
赋分范

围
说明

1 理想状况 蓝 80-100 接近参考状况或预期目标

2 健康 绿 60-80 与参考状况或预期目标有较小差异

3 亚健康 黄 40-60 与参考状况或预期目标有中度差异

4 不健康 橙 20-40 与参考状况或预期目标有较大差异

5 病态 红 0-20 与参考状况或预期目标有显著差异

颜色

等级 类型 赋分范围

1 健康 蓝 70-100

2 亚健康 黄 40-70

3 不健康 红 0-40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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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检验 



三、案例检验 

等级 赋分 颜色

健康 70-100

亚健康 50-70

不健康 0-50

河湖健康等级



三、案例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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