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河流健康评价研究进
展及合作需求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汇报内容 

开展的有关科研项目 

合作设想和需求 



开展的河流健康评价研究 

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黄河健康修复目标
及对策研究” 

1. 提出了河流健康的内涵和主要标志 

河流健康的内涵：健康的河流是指在相应时期其社会功能与自然

功能能够基本均衡或协调发挥的河流，表现在河流的自然功能能

够维持在可接受的良好水平，并能够为相关区域经济社会提供可

持续的支持。 

河流健康的标志：河流具有通畅稳定的河道、适量的地表径流、

良好的水质和可持续的河流生态系统。 



2. 建立了黄河健康指标体系 

 
目标 

 
标志 

 
指  标 

 
标  准 

 
2030水平年 
目  标  

适  宜 
 

低  限 
 
使黄河的自然功能和
社会功能基本得到均
衡发挥 

 
通畅稳定
的河道、
连续适量
的河川径
流、良好
的水质和
可持续的
河流生态
系统。 

 
平滩流量 

 
下游4000~/s 
宁蒙2000~/s 

 
下游/s 
宁蒙/s 

 
下游/s以上 
宁蒙/s以上 

 
河道 
排洪能力 

 
下游/s(花园口) 

宁蒙5600～5900 m3/s 

 
同左 

 
同左 

 
滩槽高差 

 
＞1m 

 
＞0m 

 
＞0m 

 
水质类别 

 
兰州以上Ⅱ类，兰州
以下Ⅲ类 

 
局部河段短时段
允许出现Ⅴ类 

 
平水年全面Ⅲ类，
枯水年无劣Ⅴ类 

 
鸟类或鱼类状况 

 
保护区鸟类或鱼类的
种类和数量达20世纪
80年代末期水平，其
中河口达80年代末或
90年代初期水平 

 
保护区重要保护
鸟类或鱼类的种
类和数量较现状
有所增加 

 
保护区重要保护
鸟类或鱼类的种
类和数量较现状
有所改善 

 
流量和水量 

 
全面达到适宜环境流
量和环境水量要求，
其中利津年水量达185
亿m3、汛期水量达
140亿m3 

 
全面达到低限环
境流量和环境水
量要求，其中利
津年水量达135亿
m3、汛期105亿m3 

 
适宜环境流量和
环境水量的满足
率达 50％，低限
环境流量和环境
水量的满足率达
100％。 

 
下游来沙量 

 
在中游水库“拦粗排细”运用模式下，小
浪底出库沙量应不超过6亿t  

 
同左 



 
指    标 

 
1950～1959 

 
1974～1986 

 
1997～2002 

 
2006～2007 

 
平滩流量 

 
健康 

 
亚健康 

 
不健康 

 
下游亚健康，内蒙50％河
段不健康 

 
滩槽高差 

 
健康 

 
花～夹健康、夹～孙
段不健康 

 
花～夹亚健康、夹～孙
段不健康 

 
花～夹健康、夹～孙段不
健康 

 
水质类别 

 
健康 

 
兰州～花园口总体亚
健康 

 
20％河段不健康，50％
河段健康 

 
兰州～花园口约50％河段
亚健康，其它健康 

 
流量和水量 

 
健康 

 
总体上健康，但河口
段断流。 

 
不健康 

 
亚健康 

 
鸟类和鱼类 
状况 

 
健康 

 
健康 

不健康 亚健康 

 
健康水平 
综合评价 

 
健康 

 
龙羊峡以上健康，龙
羊峡以下亚健康或不
健康 

 
兰州以上亚健康，兰州
以下不健康 

 
石嘴山～潼关河段和夹河
滩～孙口河段不健康；其
它河段亚健康。 

3.对不同时期的黄河健康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 



水利部公益性行业专项“黄河干流水库对河道生态
系统的影响及生态调度” 

选取6个生物参数作为河流水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其中浮游植物

参数包括种类数、密度和生物量；底栖动物包括底栖动物种类数和生

物指数；鱼类的评价以种类数为准。 

以20世纪80年代做为参照条件，部分指标参照20世纪50年代，来对

现状黄河干流水生态状况进行评价。 



表1 指标评价层次及分值 

等级 评价层次 分值 

Ⅰ 没改变 0 

Ⅱ 轻微改变 1-5 

Ⅲ 中等程度改变 6-10 

Ⅳ 较大的改变 11-15 

Ⅴ 显著改变 16-20 

Ⅶ 严重改变 21-25 

等级 等级描述 分值 

Ⅰ 没有改变，自然状态 100 

Ⅱ 轻微改变，河流生态系统的自然生境和群落组成有变化，但生态功能没有发
生变化 

80-99 

Ⅲ 中等程度的改变，河流生态系统的自然生境和群落组成有很大变化，但生态
系统的基本功能没发生变化 

60-79 

Ⅳ 较大改变，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均发生较大的变化 40-59 

Ⅴ 显著改变，生态系统变化明显，基本生态功能丧失 20-39 

Ⅶ 严重改变，基本生态功能丧失，不可逆转 0-19 

表2 河流水生态系统健康分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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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吴堡、龙门、三门峡、花园口和小浪底等河段分值在60~80之间，

水生态健康等级属于Ⅲ，其河流水生态系统与参照值相比，河流生态系统的

自然生境和群落组成有很大变化，但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没发生变化； 

         其余河段的分值在40~59之间，河流水生态系统健康等级属于Ⅳ，其河流

水生态系统与参照值相比，生态系统的结构均发生较大的变化。  

图9黄河干流各河段水生态系统健康评分值 



Physical form 
自然形态 

Hydrology 
水文学 

Water quality 
水质 

Ecology – Delta 
生态 - 三角洲 

Drought risk 干旱风险 

Water supply 供水 

Water quality 水质 

Flood risk 洪水风险 

Hydropower 水电 

Recreation 娱乐 

Navigation 航运 

Ecology – channel 
生态 - 通道 

Plants 植物 

Macroinvertebrates 

大型无脊椎动物  

Fish 鱼 

Wetland vegetation 
湿地植被 

E-flow components 
环境流量要素 

Chinese standards 
中国标准 

Sediment conc’n 
含沙量 

Sediment load 
输沙量 

Social 社会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iver health indicators 
社会环境河流健康指标 

中澳合作项目（ACEDP）河流健康和环境流量 



黄河下游健康评价报告卡 



全国河湖健康评估计划 

National River and Lake Health Program （NRHLP） 

2016-- 



5）社会服务功能完整性 

生态完整性 
河
湖
健
康 

1）水文完整性 

2）物理结构
完整性 

3）化学完整性 

4）生物完整性 

5个完整性 
 水文完整性； 

 物理结构完整性 

 化学完整性， 

 生物完整性， 

 功能完整性 

1. 评估重点 



 1个目标层，5个准则层，多个指标及分指标 
 遵循统一架构、体现普适性基础上的开放体系 

2.评估指标体系 



3.评估赋分体系 



合作设想与需求 

         河流健康评价的目的是使决策者和公众了解河流健康状况，并

为河流健康的管理提供依据，通过近年来的研究，对河流健康的内
涵、指标体系及黄河健康的基本状况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但
目前还有两个关键问题制约着河流健康生命的维持，一是河流生态
系统演变规律及驱动因子还不清楚，这对决策部门采取什么措施来
维持河流健康带来困惑；二是河流水生态系统监测体系尚未建立起
来。目前对河流健康评价都是根据一些零星的调查成果，这严重影
响了对河流健康真实状况的认知。 
         基于上述认识，在中欧开展科技合作中，希望开展以下方面的
研究： 
（1）开展流域水生态分区，研究河流生态系统演变规律及驱动因子，
为河流健康的管理提供依据。 
（2）建立黄河水生态系统监测体系，定期开展河流水生态系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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