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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河流健康的认识和思考

  摘要：为满足人类生产生活的各种需求, 大量人类活动扰乱了河流的自然健康状态。在综合国内外关于河流健康生命的研究的基础上, 

分析维持河流健康生命的内涵和意义; 就当前我国河流健康存在很多问题, 如水质持续恶化、水量难以满足、泥沙问题严重等等, 提出调动

地方政府治污的积极性、国家采用“基于产出”的治污补贴机制、保证生态最小需水量的优先权、采用水沙联合调度等措施, 用以解决以上

问题, 维护河流的健康生命。  

  关键词：河流健康生态用水优先水沙联合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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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流是维持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蓝色动脉”, 人类的文明和繁衍与河流唇齿相依, 休戚与共。河流是有生命的, 它的生命力表现在水

资源总量、水流挟沙能力、水流自净能力、河道生态维护能力等方面。 

  然而, 长期以来人们为满足供水、发电、航运等需要在河流上修建大量水利工程, 过度开发河流有限水资源, 加上排放大量工农业污水, 

这些严重干扰和改变了河流的自然状态, 导致河源衰退、河槽淤塞、河床萎缩、河道断流、水体污染等等, 严重影响着河流的健康生命。维

系河流健康以延续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受到社会各部门的关注, 它已成为流域水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近十几年来, 美国、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都已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 并提出了一些概念、方法, 构建了评价体系[1—3]。而在我国, 

水利工作者们也陆续提出维护河流健康的理念, 2005 年10 月19 日第二届黄河国际论坛上, 第一次提出了“河流健康生命”的概念。 

  鉴于以上认识, 本文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 阐述我国河流健康的内涵及意义, 分析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水管理的角度, 拟定维持河

流健康的几个对策。 

  1 河流健康的内涵 

  提出河流健康生命是对传统治水理念的一种反思, 目前河流健康的概念仍正在探讨之中, 不同国家乃至不同行业的学者均对它有不同的

侧重和定义, 无法统一。 

  美国对河流健康的研究侧重于恢复水体化学、物理及生物完整性。澳大利亚将健康河流定义为与当地环境、社会和经济特征相适用, 能

够支撑社会所希望的河流生态体系、经济行为和社会功能的河流。南非则重点研究河流的“保留水量”, 以维持河流的健康生命。在我国, 

刘昌明( 2005) 认为河流健康生命要以良性水循环为基础; 董哲仁( 2005) 认为保护河流健康生命的核心是河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王兆印

( 2005) 则认为河流健康必需满足水安全、泥沙平衡、河道稳定、河流利用、水生态5 个方面。 

  综合以上观点, 笔者认为, 河流系统不仅仅是河槽中流动的水, 还包括河床、河岸、滩地、河口三角洲、携带的泥沙、河流中生存的水

生动植物、甚至部分咸水海域和内陆海域之间的生物和营养循环, 健康的河流应至少包括这几个特征: 河流结构功能健全,能满足河流生物、

河系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存需要, 能维持社会和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 

  2 维护河流健康的意义 

  在过去的几十年, 大量修建水利工程, 灌溉使农业丰产丰收, 水力发电使能源供应更能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 人们看到了治水带给

社会的经济利益,但忽视了河流巨大的生态效益。在天然状态下, 健康河流起了种种作用, 如净化水中污染物、维持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将

陆地泥沙带入三角洲、维持河口地区地下水的盐度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等。 

  据欧阳志云等人( 2004) 的研究, 将水体分为河流、水库、湖泊、沼泽4 种类型, 建立了由调蓄洪水、疏通河道等8 项功能构成的水生

态系统间接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初步估算了水生态系统价值见表1。 

  结果表明, 水体的生态总价值为6038.78 ×108元, 相当于供水、发电、航运等水生态系统提供的直接使用价值的1.6 倍。从表1 可知, 

单河流输沙一项生态价值就高达72.85 ×108 元。 

  除了经济上的损失, 失去河流, 人类以水为基础的文化和文明将会被取缔和颠覆。“ 春江花月夜”“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成为无法再

现的景象, 这些损失虽无法用经济指标衡量, 却远比可见的损失更为惨重, 维护河流的健康意义重大。 

  3 我国河流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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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加大了对河流的索取, 致使目前我国河流大多处于“亚健康”之中,有些河流甚至已“病入膏肓”。总

体而言, 我国河流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以下3 个方面。 

  3.1 水质问题 

  我国河流管理机制存在地方政府治污力度小, 治污资金难到位等问题。由于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和监督, 河流沿岸的各地方政府为追求

地方经济发展, 对下游造成的污染问题通常就被“高高挂起”, 造成上游污染, 下游遭罪的恶性循环。“十五”期间, 国家加大了“三河一

湖”水污染防治工作力度, 安排了1 460个项目, 计划总投资1 076 亿元。但截至2003 年底,经国家审计署审计的12 个省856 个项目中有425 

个未开工, 占49 %。河北、安徽等5 省份的投资完成率均低于15 %。据水利部最新调查资料, 现在的废污水排放量达600 亿t, 这些废污水80 

%以上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库, 导致出现了“有河皆脏, 有水皆臭”的局面。 

  河流水质持续恶化威胁到各类淡水生物的生存环境、沿岸动植物和居民的饮水安全, 它是影响河流健康的最严重的问题。 

  3.2 水量问题 

  最近几十年, 河流的过度开发利用, 造成了河流年径流量持续下降。以黄河为例, 1950 — 1985 年, 黄河年径流量417 亿m3; 而1950 

— 1999 年, 多年平均径流量为343.3 亿m3, 1972 — 1997 年断流期从10 d增加到228 d, 断流长度从200 km 增长到700 km。河流的年径流

量减少、甚至断流, 带来的直接后果是: 河道发生萎缩, 河口地区水质恶化, 水生生物灭绝等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演化过程中, 河流的

天然流态为每种生物都提供了利弊交替的生存条件, 河床、湿地、河口等都是长期的自然选择结果, 人类过度的利用河道水资源, 必将影响

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发展。 

  3.3 泥沙问题 

  一般而言, 泥沙问题的进程比较缓慢, 但往往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入海泥沙量的减少导致河口淤积萎缩。例如, 海河的年水量在上

世纪50 年代有73 亿m3, 到上世纪80 年代就只有1.7 亿m3, 由于河流几乎没有径流冲沙, 整个海河水系所有河口综合排洪能力30 年来下降

了一半, 河口迅速萎缩。其次, 泥沙入海量的减少导致海岸的浊化。如渤海湾沿岸有一个高含沙混浊带, 是波浪把淤泥质海岸泥沙掀起形成

的, 风浪越大混浊带越宽。而另一方面, 河流含沙量过高会导致水库泥沙淤积, 严重影响水库正常功能。如2001年, 黄河三门峡水库因淤积

损失库容57 %, 青铜峡水库78 %, 全国水库因淤积总库容损失高达40 %。 

  河流上大量的水利工程, 改变了河流的自然形态和水文泥沙的天然过程, 引起新的河床冲淤变化, 水库泥沙淤积, 河道萎缩, 滩地、湿

地与河口三角洲的消长演变, 以及河流水生态系统的失衡等等。 

  4 维护河流健康的措施 

  基于我国经济和技术的客观限制, 可以通过以下管理措施解决或缓和以上水质、水量和泥沙问题。 

  4.1 水质问题 

  要控制河流水质污染, 就要从根本上控制城市污水、工业废水、农业面源, 增加截污导流工程、流域综合治理等等。调动地方政府治污

积极性和解决国家治污资金到位难的现状, 是彻底解决水质问题的关键。 

  (1) 明确各级政府的治污责任, 强化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以利益协调、统一规划为前提和依据, 将流域治污业绩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

核指标体系当中,建立针对地方政府的奖惩机制。 

  (2) 针对国家治污资金难到位问题, 建议采用“基于产出”的补贴机制。也就是不再根据投资计划给予补贴, 而是根据治污设施建成运

营情况予以补贴, 通过项目目标管理、投入产出分析、后评估等严谨的管理手段, 加强国债项目的管理力度, 提高国债使用效率。 

  此外, 建立流域基金也是有效的政府投资方式之一, 基金来源于中央专项财政拨款、向流域城市收取的水费、排污费、对地方政府的污

染罚款、国际机构/ 外国政府的软贷款等。 

  4.2 水量问题 

  河流中不间断的径流过程标志着河流生命脉搏的跳动, 只有不间断的径流过程存在, 才有沿河生态系统的良性维持。所以首先要确定河

流最小的生态需水量, 确立有法律保障的河流用水分配体系, 并保证河流生态需水量的优先权限。 

  (1) 健康河流的最小需水量的确定是个复杂问题,国外现在有用到BBM法, 基准测量法等来确定满足河流健康要求的最小需水量, 要确定

一个需水量既要能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 又能保护水体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至少要考虑两方面的约束, 一是使泥沙达到冲

淤平衡; 二是满足河口地区地下水盐淡水平衡、河流主体生物繁殖率和生物种群新陈代谢对淡水补给要求。 

  (2) 要确立有法律保障的河流用水分配体系, 并保证河流生态需水量的优先权限, 首先要明确河流内水资源的主体, 我国河流内水资源

属于全民所有, 同时也属于河内生物群; 其次要借鉴某些已得到公众认可的国外经验。南非水法的水量分配方案建立了用水分配中“保留水

量”的概念。“保留水量”是人类和生物生存的权力, 它优先于其他用水, 如灌溉、工业用水等都处于较次要的地位, 除“保留水量”之外

的用途均得先经有关部门审批。我国在新《水法》( 2002) 中提到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但相关的如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法

规、规章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4.3 泥沙问题 

  缓解泥沙问题关键是对蓄沙、冲沙时间的把握,要合理在流域统一配置基础上实施水沙联合调度。 

  泥沙问题的解决是个长远的水沙平衡问题, 对于多沙河流的流域, 为涵养水源、保护沿岸的农业生产,加强水土保持工作以减少水土流失

是必要的。为了维持河流河口、附近海岸的健康, 不要一味的“蓄水拦沙”, 而要科学的“调水调沙”。模拟河流的天然径流,在洪水期间来

沙集中的月份, 水库放水泻洪冲沙, 尽量做到“多水多排, 少水少排”, 实现水沙联合调度。 

  5 结论及展望 

  本文仅对我国河流健康存在的3 个主要问题, 从水管理的视角找出可行的措施。但河流的健康不仅是管理更新的问题, 河流的健康涉及

到水利、环境、司法、行政、电力、农业、工业、交通、林渔业等部门。只有协调好各部门工作, 才能统一的调配有限河系资源, 使河流的

功能发挥最大效益的同时维持河流健康。 

  目前, 对河流治理的基本方法和技术手段日臻完善, 对待河流个性化和特殊性, 应该分别制定各自不同的健康生命方法。如黄河的泥沙

问题、淮河的水污染问题、珠江的咸潮问题, 对它们健康问题的关注点均不相同。另外, 完善水事活动的法律、法规, 对河流的健康建立完

善的保护体系也至关重要, 如加大对排污的处罚力度, 严格控制取水排水等。 

  除了技术上的对症下药、法律上的健全, 培养有关水的道德观, 形成珍惜水、保护水的社会风尚,也是构建和谐的人水社会, 维护河流生

态健康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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