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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简要分析了水利工程对于河流生态系统胁迫问题，提出应重视河流生态系统健康和可持

续性的需求。生态水利工程学是水利工程学与生态学相融合产生的新分支学科，目的是改进和完善水利工

程的规划设计方法。本文归纳了生态水利工程的五项基本原则，它们是：工程安全性与经济性原则，提高

河流形态的空间异质性原则；生态系统自设计与自我恢复原则；景观尺度与整体修复原则；反馈和调整设

计原则。 

关键词：生态 水利 工程 设计 原则 

 

      水利工程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勿庸置疑。但是也必须看到水利工程对河流生态系统造成了

不同程度的干扰【1】。水利工程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自然河流的渠道化。包

括平面布置上的河流形态直线化，即将蜿蜒曲折的天然河流改造成直线或折线型的人工河流。包括河道横

断面几何规则化，即把自然河流的复杂形状变成梯形、矩形及弧形等规则几何断面。还包括河床和边坡材

料的硬质化，即渠道的边坡及河床采用混凝土、砌石等硬质材料。二是指自然河流的非连续化。筑坝是顺

水流方向的河流非连续化，流动的河流生态系统变成了相对静止的人工湖，流速、水深、水温及水流边界

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库区内原来的森林、草地或农田统统淹没水底。陆生动物被迫迁徙。水库形成后

也改变了原来河流营养盐输移转化的规律。由于水库截留河流的营养物质，气温较高时，促使藻类在水体

表层大量繁殖，产生水华现象。藻类蔓延遮盖住大植物的生长使之萎缩，而死亡的藻类沉入水底，在那里

腐烂的同时还消耗氧气。溶解氧含量低的水体会使水生生物“窒息而死”。由于水库的水深高于河流，在

深水处阳光微弱，光合作用也弱，导致水库的生态系统比河流的生物生产量低，相对要脆弱，自我恢复能

力弱。河流泥沙在水库淤积，而坝下清水下泄又加剧了对河道的冲蚀，这些变化都大幅度改变了生境。由

于靠水库进行人工径流调节，改变了自然河流年内丰枯的水文周期规律，即改变了原来随水文周期变化形

成脉冲式河流走廊生态系统的基本状况。最后，众所周知，不设鱼道的大坝对于洄游鱼类是致命的屏障。

另一类非连续化是由于河流两岸建设的防洪堤造成的侧向水流的非连续性。堤防妨碍了汛期主流与岔流之

间的沟通，阻止了水流的横向扩展。堤防把干流与滩地和洪泛区隔离，使岸边地带和洪泛区的栖息地发生



改变。原来可能扩散到滩地和洪泛区的水、泥沙和营养物质，被限制在堤防以内的河道内，植被面积明显

减少。鱼类无法进入滩地产卵和觅食，也失去了避难所。鱼类、无脊椎动物等会减少，导致滩区和洪泛区

的生态功能退化。 

 

      概况地讲，被改造过的河流生态系统是由三个子系统组成。即：由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组成的生命

系统，这是生态系统的主体。广义的水文系统，包括地表和地下水体、土地、气候系统等。再有就是工程

设施系统，这是人类改造河流的结果。后面两个子系统组成生境，是生命支持系统。由于水利工程系统改

变了河流形态，水库调度运行又改变了原有的水文规律，造成河流生态系统的生境变化，其结果可能造成

河流生态系统生物群落多样性的下降，使生态系统退化。 

 

      对于水利工程对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应该采取正视而不是回避的态度。传统意义上的水利工程学

作为一门重要的工程学科，以建设水工建筑物为手段，目的是改造和控制河流，以满足人们防洪和水资源

利用等多种需求。现代科学发展使我们认识到，传统意义上的水利工程学在力图满足人的需求时，却在不

同程度上忽视了河流生态系统本身的需求。而河流生态系统的功能退化，也会给人们的长远利益带来损害。

未来的水利工程在权衡社会经济需求与生态系统健康需求这二者关系方面，似应强调水利工程在满足人类

社会需求的同时，兼顾水域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可持续性。从学科发展角度看，现在的水利工程学的学科基

础主要是工程力学和水文学，水利工程规划设计主要对象是水文系统，往往忽视生命系统的现状和未来风

险等问题。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应吸收生态学的理论及方法，促进水利工程学与生态学的交叉融合，用以改

进和完善水利工程的规划及设计理论，形成水利工程学的新的学科分支－生态水利工程学

（Eco-Hydraulic Engineering）。生态水利工程学作为水利工程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是研究水利工程在满

足人类社会需求的同时，兼顾水域生态系统健康与可持续性需求的原理与技术方法的工程学【2】 【3】。

生态水利工程的内涵是：对于新建工程，是指进行传统水利建设的同时（如治河、防洪工程），兼顾河流

生态修复的目标。对于已建工程，则是对于被严重干扰河流重点进行生态修复。 

 

      生态水利工程将与传统治污技术、清洁生产（生态产业）以及环境立法和资源管理一起，成为河流



生态建设的主要手段之一。图 1 表示了生态水利工程在河流生态建设中的地位。图中右侧表示人类活动对

自然河流生态系统的干扰过程，左侧表示人类活动对被干扰的河流生态系统的修复过程。 

这里讨论的生态水利工程学的基本原则也是生态水利工程规划设计的基本原则，笔者试归纳为以下五项内

容。 

 

      1．工程安全性和经济性原则 

 

      生态水利工程是一种综合性工程，在河流综合治理中既要满足人的需求，包括防洪、灌溉、供水、

发电、航运以及旅游等需求，也要兼顾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需求。生态水利工程既要符合水利工程学原理，

也要符合生态学原理。生态水利工程的工程设施必须符合水文学和工程力学的规律，以确保工程设施的安

全、稳定和耐久性。工程设施必须在设计标准规定的范围内，能够承受洪水、侵蚀、风暴、冰冻、干旱等

自然力荷载。按照河流地貌学原理进行河流纵、横断面设计时，必须充分考虑河流泥沙输移、淤积及河流

侵蚀、冲刷等河流特征，动态地研究河势变化规律，保证河流修复工程的耐久性。 

 

      对于生态水利工程的经济合理性分析，应遵循风险最小和效益最大原则。由于对生态演替的过程和

结果事先难以把握，生态水利工程往往带有一定程度的风险。这就需要在规划设计中需要进行方案比选，

更要重视生态系统的长期定点监测和评估。另外，充分利用河流生态系统自我恢复规律，是力争以最小的

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合理技术路线。 

 

      2. 提高河流形态的空间异质性原则 

 

      有关生物群落研究的大量资料表明，生物群落多样性与非生物环境的空间异质性

（spacial  heterogeneity）存在正相关关系。这里所说的“生物群落”是指在特定的空间和特定的生境

下，由一定生物种类组成，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具有一定结构和特定功能的生物集合体。一

般所说的“生物群落多样性”指生物群落的结构与功能的多样性。实际上，生物群落多样性问题是在物种



水平上的生物多样性。 

 

      非生物环境的空间异质性与生物群落多样性的关系反映了非生命系统与生命系统之间的依存和耦合

关系。一个地区的生境空间异质性越高，就意味着创造了多样的小生境，能够允许更多的物种共存。反之，

如果非生物环境变得单调，生物群落多样性必然会下降，生物群落的性质、密度和比例等都会发生变化，

造成生态系统的某种程度的退化。 

 

      河流生态系统生境的主要特点是：水－陆两相和水－气两相的联系紧密性；上中下游的生境异质性；

河流纵向的蜿蜒性；河流横断面形状的多样性；河床材料的透水性等。水－陆两相和水－气两相的紧密关

系，形成了较为开放的生境条件；上中下游的生境异质性，造就了丰富的流域生境多样化条件；河流纵向

的蜿蜒性 形成了急流与缓流相间；河流的横断面形状多样性，表现为深潭与浅滩交错；河床材料的透水性

为生物提供了栖息所。由于河流形态异质性形成了在流速、流量、水深、水温、水质、水文脉冲变化、河

床材料构成等多种生态因子的异质性，造就了丰富的生境多样性，形成了丰富的河流生物群落多样性。所

以说，提高河流形态异质性是提高生物群落多样性的重要前提之一【4】。 

 

      由于人类活动，特别是大规模治河工程的建设，造成自然河流的渠道化及河流非连续化，使河流生

境在不同程度上单一化，引起河流生态系统的不同程度的退化。生态水利工程的目标是恢复或提高生物群

落的多样性，但是并不意味着主要靠人工直接种植岸边植被或者引进鱼类、鸟类和其它生物物种，生态水

利工程的重点应该是尽可能提高河流形态的异质性，使其符合自然河流的地貌学原理，为生物群落多样性

的恢复创造条件。 

 

      在确定河流生态修复目标以后，就应该对于河流地貌历史和现状进行勘查和评估。包括河流与相关

湿地、湖泊的形状与构成、水下地形勘测、水位变化幅度、河流平面弯曲度、河流横断面形状及河床材料、

急流与深潭比例、河床的稳定性及淤积及侵蚀状况等，建立河流地貌数据库。河流生物调查，包括植物、

鱼类、鸟类、两栖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等的物种分布地图以及规模和存量，建立生物资源数据库。遥感技术



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是水文、河流地貌和生物调查的有力工具。 

 

      关键的工作步骤是在以上两种调查工作的基础上，确定环境因子与生物因子的相关关系，必要时建

立某种数学模型。河流环境因子包括河流河势、蜿蜒度、横断面形状及材料、流速、水位、水质、水温、

泥沙、营养盐的迁移转化、水文周期变化等。研究的内容包括：调查单个生物因子的基本需求，评估各种

生物因子的相互关系和制约条件，对于“关键种”或标志性生物的环境因子进行分类和评估。需要强调的

是，在众多的环境因子中，识别那些对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的环境因子，在此基础上进行河

流地貌学设计和生物栖息地设计。 

 

      3．生态系统自设计、自我恢复原则 

 

      有关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功能的讨论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以后有不同学科的众多学者涉足这个领域。

以各种不同形式构成的自组织功能，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特征。 

 

      生态学用自组织功能来解释物种分布的丰富性现象，也用来说明食物网随时间的发展过程。生态系

统的自组织功能表现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自组织的机理是物种的自然选择，也就是说某些与生态系统

友好的物种，能够经受自然选择的考验，寻找到相应的能源和合适的环境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生境就可

以支持一个能具有足够数量并能进行繁殖的种群。自组织功能原理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有相似之处，只是研

究的尺度不同而已。达尔文的进化论研究是在地球生物圈所有种群的尺度上进行的，而自组织功能是在生

态系统中种群之间发生的。 

 

      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功能对于生态工程学的意义是什么呢？ H.T.Odum 认为：“生态工程的本质是对

自组织功能实施管理。” （1989）【5】。Mitsch 认为：“所谓自组织也就是自设计”（2004) 【6】。

将自组织原理应用于生态水利工程时，生态工程设计与传统水工设计有本质的区别。像设计大坝这样的人

工建筑物是一种确定性的设计，建筑物的几何特征、材料强度都是在人的控制之中，建筑物最终可以具备



人们所期望的功能。河流修复工程设计与此不同，生态工程设计是一种“指导性”的设计，或者说是辅助

性设计。依靠生态系统自设计、自组织功能，可以由自然界选择合适的物种，形成合理的结构，从而完成

设计和实现设计。成功的生态工程经验表明，人工与自然力的贡献各占一半【7】。 

 

      我国古代传统哲学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反映了一种崇尚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哲学观。在建筑理念方面，提倡“工不曰人而曰天，务全其自然之

势”（《管氏地理指蒙》），“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园冶》），都提倡一种效法自然，依靠自然的

思想。国际生态学界一些学者认为，系统生态学的哲学理念应该追溯到公元前 11 世纪中国的周代。其中“阴

阳五行”、万物竞争共存和相生相克等哲学思想，体现了促进与抑制，成长与腐朽，合成与异化之间的平

衡与转化，这些正是现代生态学的哲学基础。 

 

      传统的水利工程设计的特征是对于自然河流实施控制。而设计生态水利工程时，要求工程师必须放

弃控制自然界的动机，树立新的工程理念。因为依靠人力和技术控制自然界是不可能的，这种一厢情愿的

企图最终往往归于失败。人们要善于利用生态系统自组织、自设计这个宝贵财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需要强调的是，地球上没有两条相同的河流，每一条河流的特点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每一项生态水利

工程必须因地制宜，充分尊重每一条河流的自然属性和美学价值，寻求最佳的生态工程方案。 

 

      自设计理论的适用性还取决于具体条件。包括水量、水质、土壤、地貌、水文特征等生态因子，也

取决于生物的种类、密度、生物生产力、群落稳定性等多种因素。在利用自设计理论时，需要注意充分利

用乡土种。引进外来物种时要持慎重态度，防止生物入侵。 

 

    要区分两类被干扰的河流生态系统。一类是未超过本身生态承载力的生态系统，是可逆的。当去除外

界干扰即卸荷以后，有可能靠自然演替实现自我恢复的目标。另一类是被严重干扰的生态系统，它是不可

逆的。在去除干扰即卸荷后，还需要辅助以人工措施创造生境条件，再靠发挥自然修复功能，有可能使生

态系统实现某种程度的修复。这就意味着，运用生态系统自设计、自我恢复原则，并不排除工程师和科学



家采用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管理措施的主观能动性。 

 

      4．景观尺度及整体性原则  

 

     河流生态修复规划和管理应该在大景观尺度、长期的和保持可持续性的基础上进行，而不是在小尺度、

短时期和零星局部的范围内进行。在大景观尺度上开展的河流生态修复效率要高。小范围的生态修复不但

效率低，而且成功率也低。 

 

      所谓“整体性”是指从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出发，掌握生态系统各个要素间的交互作用，提出修

复河流生态系统的整体、综合的系统方法，而不是仅仅考虑河道水文系统的修复问题，也不仅仅是修复单

一动物或修复河岸植被。 

 

      这里说的“景观”（landscape ）是指生态学中的景观尺度。关于生态学的尺度问题，O’Neill, 认

为：“生态学不可能建立在单一的时空尺度上，它应该适应所有尺度的调查研究。”（1986）【8】 。按

照这种观点，尺度和层次成为生态学发展的关键。目前生态学理论把生物圈划分为 11 个层次，依次是生物

圈、生物群系、景观、生态系统、群落、种群、个体、组织、细胞、基因和分子。景观的尺度如何掌握？

景观尺度包括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 

 

      为什么在景观的大尺度上进行河流修复规划？首先，水域生态系统是一个大系统，其子系统包括生

物系统、广义水文系统和人造工程设施系统。一条河流的广义水文系统包括从发源地直到河口的上中下游

地带的地下水与地表水系统，流域中由河流串联起来的湖泊、湿地、水塘、沼泽和洪泛区。广义水文系统

又与生物系统交织在一起，形成自然河流生态系统。而人类活动和工程设施作为生境的组成部分，形成对

于水域生态系统的正负影响。水域生态系统受到胁迫时，需要对于各种胁迫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综合、

整体研究。如果仅仅考虑河道本身的生态修复问题，显然是把复杂系统简单割裂开了。 

 



      其次，必须重视水域生境的易变性、流动性和随机性的特点，表现为流量、水位和水量的水文周期

变化和随机变化，也表现为河流淤积与侵蚀的交替变化造成河势的摆动。这些变化决定了生物种群的基本

生存条件。水域生态系统是随着降雨、水文变化及潮流等条件在时间与空间中扩展或收缩的动态系统。生

态系统的变化范围从生境受到限制时期的高度临界状态到生境扩张时期的冗余状态。 

 

      再者，要考虑生境边界的动态扩展问题。由于动物迁徙和植物的随机扩散，生境边界也随之发生动

态变动。Gosselink (1990)在研究水域生态系统物种管理的尺度问题时认为，对于给定需要修复的物种，

考虑的范围应是这个物种的分布区【9】。举例来说，为便于理解，可以借用“流域”这个概念，比如一个

地区野鸭的种群也有一个“鸭域”。所谓“鸭域”的范围应该包括物种个体在恶劣的条件下迁徙到的任何

地方以及支持此物种的生态系统。这个范围的边界，应划定在某特定物种经常利用的一个很大的空间内。

如果进一步扩展，还应该包括所谓“临时生境”，指在自然界对于物种产生胁迫的时期，成为该物种的避

难所的地区。如果这个地区有若干种标志性动物，那么物种管理的范围边界将是这些物种“域”的包络图。

另外，还要考虑流域之间的协调问题。考虑到河流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与周围生态系统随时进行

能量传递和物质循环，一条河流的生态修复活动不可能是孤立的，还需要与相邻的流域的生态修复活动进

行协调，  

 

       最后，河流生态修复的时间尺度也十分重要。河流系统的演进是一个动态过程。每一个河流生态系

统都有它自己的历史。需要对历史资料进行收集、整理，以掌握长时间尺度的河流变化过程与生态现状的

关系。河流生态修复是靠时间作工作的。有研究指出，湿地重建或修复需要大约 15 到 20 年的时间。因此

对于河流生态修复项目要有长期准备，同时进行长期的监测和管理。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规划、评估、监测这些不同的任务，工作对象的空间尺度可能是不同的。监测

工作应该在尽可能大的尺度内进行。比如修复一块湿地以吸引鸟类，经过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均告失败。

这就需要考虑是否有质量更好的生境吸引了候鸟而改变了它们的迁徙路线，监测工作可能在大陆的范围内

开展。而评估工作可能在跨流域的尺度上进行。规划工作的尺度可能是流域或河流廊道。所谓“河流廊道”



（River corridor）泛指河流及其两岸与生物栖息地相关的土地，也有定义其范围为河流与对应某一洪水

频率的洪泛区。至于河流修复工程项目的实施，一般在关键的重点河段内进行。 

 

      5．反馈调整式设计原则 

 

      生态系统的成长是一个过程，河流修复工程需要时间。从长时间尺度看，自然生态系统的进化需要

数百万年时间。进化的趋势是结构复杂性、生物群落多样性、系统有序性及内部稳定性都有所增加和提高，

同时对外界干扰的抵抗力有所增强。从较短的时间尺度看，生态系统的演替，即一种类型的生态系统被另

一种生态系统所代替也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期望河流修复能够短期奏效往往是不现实的。 

  

      生态水利工程设计主要是模仿成熟的河流生态系统的结构，力求最终形成一个健康、可持续的河流

生态系统【10】【11】。在河流工程项目执行以后，就开始了一个自然生态演替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并

不一定按照设计预期的目标发展，可能出现多种可能性。最顶层的理想状态应是没有外界胁迫的自然生态

演进状态。在河流生态修复工程中，恢复到未受人类干扰的河流原始状态往往是不可能的，可以理解这种

原始状态是自然生态演进的极限状态上限。如果没有生态修复工程，在人类活动的胁迫下生态系统的进一

步恶化，这种状态则是极限状态的下限。在这两种极限状态之间，生态修复存在着多种可能性。针对具体

一项生态修复工程实施以后，一种理想的可能是：监测到的各生态变量是现有科学水平可能达到的最优值，

表示生态演进的趋势是理想的。另一种差的情况是，监测到的各生态变量是人们可接受的最低值。在这两

种极端状态之间，形成了一个包络图。一项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后的实际状态都落在这个包络图中间。 

 

      意识到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都不是静止的，在时间与空间上常具有不确定性。除了自然系统的演替

以外，人类系统的变化及干扰也导致了生态系统的调整。这种不确定性使生态水利工程设计不同于传统工

程的确定性设计方法，而是一种反馈调整式的设计方法。是按照“设计－执行（包括管理）－监测－评估

－调整”这样一种流程以反复循环的方式进行的。在这个流程中，监测工作是基础。监测工作包括生物监

测和水文观测。这就需要在项目初期建立完善的监测系统，进行长期观测。依靠完整的历史资料和监测数



据，进行阶段性的评估。评估的内容是河流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状况及发展趋势。常用的方法是参照

比较方法，一种是与自身河流系统的历史及项目初期状况比较，一种是与自然条件类似但未进行生态修复

的河流比较。评估的结果不外乎有几种可能：1）生态系统大体按照预定目标演进，不需要设计变更；2）

需要局部调整设计，适应新的状况；3）原来制定的目标需要重大调整，相应进行设计。 

 

      在反馈调整式设计过程中，提倡科学家、管理者和当地居民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通过对话、协

商，以寻求共同利益。提倡多学科的交流和融合，提高设计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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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eco-hydraulic engineering is proposed.  

It integrates the technology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with ecolog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tress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on river 

ecosystem the requirements for ensuring healthy ecosyste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river are suggested.These requirements 

include the principles in five scopes: engineering safety and 

economy,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river morphology, self-design 

and self-restoration  of ecosystem, landscape scale and integrated 

river ecosystems restoration and design methodology process based 

on feedback and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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