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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河流与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息息相关，但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却使我们

的河流进入了“亚健康”状态----河水污染、河道干枯、生态系统退化。当

全球面临水危机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 “河流怎么了？”  

为回答这个问题，世界自然基金会提出了为河流进行健康体检的想法，

并于 2008年初将河流健康计分卡引入成都。经过两年的实践努力，结合长江

上游流域特点，我们开创性地建立了一套适用于成都河流的河流健康计分卡

体系。 

河流健康计分卡是一个同时具有河流健康评价和公众环境教育功能的定

量指标体系。这套评价体系通过对河流健康进行综合评价，以生动形象、通

俗易懂的计分卡报告形式将河流的健康状况展现给流域内相关利益群体。它

能帮助那些关心河流、管理河流的公众和机构了解河流的过去与现在，积累

起河流健康信息的第一手宝贵资料，着手建立河流健康的档案，构架通往河

流健康美好未来的桥梁。 

河流健康计分卡的应用贵在因地制宜，持之以恒。为了充分展示河流健

康计分卡的特点和优势，不断突破它的实际应用局限，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合

作伙伴共同编纂了本操作指南。本操作指南不仅是对两年工作实践的总结和

提升，更是提供了一套科学使用河流健康计分卡的理论方法。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我们诚挚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借鉴、学习和使用这本河流健康计

分卡操作指南。 

作为全球最大的用水企业，可口可乐公司深深地意识到，水不仅是其生产

任一产品的重要原料，也是人类社会以及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2005



  

年，他们提出了全球范围内的“社区水伙伴（CWP）”计划，旨在保护全世界

水资源。河流健康计分卡在成都的尝试，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可口可乐公司

在全球七大流域合作的水资源保护项目的一部分。 在此，特别感谢可口可乐

公司的大力支持与积极参与。 

感谢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分会 Jay Sherman先生提供的技术支持，感谢

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及所有参与该项目的专家的帮助和支持。 

手捧一汪清水，衷心祝愿我们的河流母亲健康永驻！ 

 

朱春全博士   

项目实施总监 

世界自然基金会 （瑞士）北京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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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使用这本操作指南？ 

    河流健康计分卡操作指南的使用者是多元化的。可以是关心河流健康的

公众个体，可以是对水环境保护负有责任或感兴趣的企业，也可以是从事环

保工作尤其是河流保护相关工作的各类非盈利性或民间社会机构，还可以是

对水环境保护负有管理责任的水利、环保、农业及流域管理等政府部门。使

用者可以利用该操作指南开展河流健康的公众调查和评价，通过该指南得到

某一特定流域内河流健康的快速评价结果，作为相关科研机构开展河流研究

的一项参考。 

如何使用这本操作指南？ 

本指南中的河流健康计分卡识别了影响河流健康的水量、水质、河流形

态结构、河岸带和生物多样性五大关键类别。搭建了以这五大类别为基础的

完整指标体系，并对每个指标建立了相应的评价标准。为了便于公众理解和

使用，本指南同时提供了一套河流综合调查快速评价方法和工具。建议使用

者参照本指南进行河流健康的评价。此外，使用者也可因地制宜地根据所选

河流的实际情况，如河流主要功能差异、数据获得难易程度、针对目标群体

不同等进行调整后使用。最后，建议使用者可以通过参与相关的知识培训，

实现本指南的最佳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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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溯源：河流健康计分卡的由来 

一、生命和文明的摇篮—河流 

生命起源于水。总有一条河流象征着一个古国，总有一方水土养育着一

时文明。回顾历史，第一座栖身的山洞，第一个氏族社会，第一个村寨，第

一座城市，无不诞生于江边河畔。人类的第一首赞歌也是献给河流母亲的。 

因河床的起伏、河岸的变化，河流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形态。时而缓、时

而急；时而曲、时而直；时而惊涛骇浪、时而波光粼粼，千姿百态，充满了

诗情画意。历朝历代的诗歌作品中，多情的诗人和歌者总是把河流比作慈爱

的母亲，赞扬她无私地哺育着众多民族，浸润着人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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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流的生命—河流健康 

与人类一样，河流具有生命。生命需要健康！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

展，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河流的干扰日益增加，筑坝、水电开发、调水、

分流、排污、固化河岸、植被破坏.....，种种人类行为，已经影响到河流的健

康及良性循环。“有河皆枯，有水皆污”的现象比比皆是，多少河流已经损害

了健康，甚至失去了生命？ 

原水利部部长汪恕诚 2006 年在“长江论坛”的致辞中指出：“一条健康

的河流，应该是流淌的，应该是清澈的，应该是鱼水相融的，应该是人水和

谐的”。这四个“应该是”分别指的是水量、水质、水生态功能、水资源开发。 

    河流的健康，实际上就是河流的一种基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河流具

有维护和维持生物群落平衡性、生态系统完整性以及对适度扰动的适应性能

力。健康的河流应该表现为： 

“水量充沛、水质良好、河流自然、水域生态、生物多样、人水和谐”。 

三、为河流健康把脉—河流健康计分卡 

如今，维护河流健康生命，修复受损河流生态系统，已经成为促进河流

及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我们如何才能了解身边河流的健康状况？如

何获得相关的信息？为恢复河流的健康生命，我们又该如何行动呢？ 

2008年初，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以下简称 WWF）将河

流健康计分卡引入成都，并在此基础上，与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合作，结合

长江上游流域特点，开创性地建立了一套适用于本土河流的河流健康计分卡

体系。这套评价体系通过对河流健康进行综合评价分析，以生动形象、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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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懂的计分卡报告形式展现给流域内相关利益群体。河流健康计分卡搭建了

一个评价河流健康状况的信息平台，对引起河流环境恶化的各种影响因素进

行识别和诊断，并针对性地提出改善河流健康状况的建议，从而进一步推动

改善河流健康状况的积极行动。 

  那么，什么是河流健康计分卡呢？ 

“河流健康计分卡”是一个同时具有河流健康评价和公众环境教育功能

的定量指标体系。针对河流生态系统，筛选出与河流健康息息相关的关键类

别。以关键类别为基础，形成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可以通过字

母或者分数来表示不同的等级，得出河流健康状况的综合评价结果。指标体

系能帮助我们发现、识别和诊断出制约河流健康的因素，有效地找到河流健

康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河流健康计分卡在选定河流的多年

连续使用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了解河流健康状况的变化趋势，累积有用的数

据，建立河流健康的档案。 

与其它评价体系不同的是，河流健康计分卡从开始的指标选择到最后的

评价报告，都会考虑到公众（从普通老百姓到决策管理者）的非专业性和理

解力。因此，河流健康计分卡虽然以科学性和真实性为基础，但是最后的评

价结果却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易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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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方法论：河流健康计分卡指标体系与评价标准 

要确定河流健康与否，需要进行河流健康状况的诊断与评价，首先要做

的就是识别河流健康状况的关键类别。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评价河流健康的

指标体系，并提出每个指标相应的评价标准。通过实际调查结果和对应评价

标准的比对，得到河流健康状况的综合评价结果。我们通常采用百分制或五

分制进行评价，其中五分制主要应用于难以定量化指标的简易评价。 

五大关键类别 

本指南中河流健康计分卡涉及的五大关键类别： 

(1)水量 

(2)水质 

(3)形态结构 

(4)河岸带 

(5)生物多样性 

指标选择的原则 

(1) 客观性原则。也称真实性原则，即选取能够反映河流真实现状的指标。 

(2) 简明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所选指标应概念明确，易于理解，便于采集

和测定。 

(3) 可比性和规范化原则。所涉及指标的数据和资料应具有时间和空间可

比性。 

(4) 代表性原则。指标的选择必须在充分研究指标体系与评价目标之间的

相互关系，选取信息量大、综合性强、能代表河流生态系统主要现状的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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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标准的制定方法 

每一指标的评价标准可以结合所选河流的现状采用以下方法制定：查阅

历史资料；实地考察；多区域河流对比分析（或称参照对比法）；借鉴国家标

准与相关研究成果；公众参与；专家评判等。 

 

一、河流的水量 

水量状况是评价河流健康的首要指标。 

中国科学院刘昌明院士指出，“维系河流健康生命的关键是水，如果没有

水，或者水非常少，或者水流很不正常，河流的生命健康就要出现问题。”原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教授也指出：“河流是有生命

的，水是它的血液，没有水，河流就死亡了”。因此，一条河流，如果没有流

淌的水，其河道将萎缩，其功能将退化，其生命将衰亡，这条河将成为有河

无流的“死河”。 

“水量”与评价河流健康的其它指标密切相关。没有必须的水量，河流就

缺乏自净和稀释功能，水质就会受到影响；没有必须的水量，鱼类难以生存，

鱼水无法相融，丰枯季节的水量无法正常转变，导致生物多样性降低。水量

还可以直接反映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开发适度，河道内就会保留必需的生

态环境需水量；开发过度，河道内必需的生态环境需水量就会被侵占。 

（一）河流水量的主要指标 

     河流健康计分卡中用于衡量水量状况的主要指标有： 

 河道（内）生态环境需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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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径污比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1. 河道（内）生态环境需水量 

河道（内）生态环境需水量曾有不同的名称和多种概念界定，最普遍的

是河道的生态需水量和环境需水量。 

河道生态需水量，是指维持水生生物正常生长及保护特种生物、珍稀物

种生存所需要的水量。河道最小生态需水量是指为维系和保护河流的最基本

生态功能不受破坏，所必须在河道内保留的最小水量，其理论上由河流的基

流组成。河道最小生态需水量所要满足的生态功能主要是维持水生生物栖息

地和维持河流生态系统平衡。 

自然情况下，河流流量具有季节性丰枯变化，但由于水电开发、筑坝等

人类开发活动，人为控制因素对河道流量的影响加大。有些河道流量在一年

中的变化不再遵循自然规律，有时流量很大，有时几乎断流。此时，通过一

年的平均流量很难评价河流流量的真实变化状况，因此提出最小生态需水量

满足度指标，通过一年中满足最小生态需水量的天数来衡量。 

与河道生态需水量略有差别，河道环境需水量是指为保护和改善河流水

体水质，为维持河流水沙平衡、水盐平衡及河口地区生态环境平衡所需要的

水量。河道最小环境需水量是指为维系和保护河流的最基本环境功能不受破

水量数据获取 

    通常情况下，水文部门会在主要的河流及其支流设计水文监测站，观测及搜集水

文、气象资料。因此，水量数据可尝试从水文监测站、河道管理处等政府部门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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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所必须在河道内保留的最小水量；其理论上由河流的基流组成。河道最

小环境需水量应当是常年流动的最小水量，它所要满足的环境功能主要是保

持水体的自净能力和稀释能力。 

2.径污比 

由于河流所处的位置不同，流域内居住人口、经济状况、纳污能力各异。

为保持水体的自净和稀释功能，所需的清洁水量也不一样，这就提出了衡量

河流水量健康的另一个指标：径污比。 

径污比是指在河道内流动的径流量与接纳的污水量的比例，即径流量为

污水量的倍数。径污比的临界值表示径流量应为污水量的最低倍数。大于或

等于临界值，河道就能保持自净和稀释功能；低于临界值，河道就不能保持

自净和稀释功能。径污比的临界值与河流水功能区的划分、应达到的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天然径流的水质等级、排入河道的污水状况等因素有关。可

以通过分析计算或仿真实验确定。 

维护河流的健康生命，就必须保持河道的自净和稀释能力，这已成为全

世界的共识，许多国家已将其纳入水法，如前苏联、英国、日本、南非、以

色列、哥伦比亚等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条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制定水资源开发、

利用规划和调度水资源时，应当注意维持江河的合理流量和湖泊、水库以及

地下水的合理水位，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 

3.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为流域或区域用水量占水资源总量的比率，体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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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国际上公认的河流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率是 30%，

极限开发利用率是 40%，超过 40%，就会出现生态或环境问题，构成对河流

健康的威胁。 

（二）河流水量的评价标准 

1．河道（内）生态环境需水量 

河道基本环境流量的计算，通常采用 Tennant 法（表 1）和水利部水利

水电规划设计总院（以下简称水规总院）水资源可利用量估算方法确定。 

Tennant 法简单易行，便于操作。该法将河流状态分为 8 个等级，推荐

的基流分为枯期和汛期，推荐的流量以年平均流量的百分比为标准。 

表 1  Tennant 法推荐的河道基流应占年平均流量的百分比（单位：%） 

河流状态 最大 最佳 很好 好 良好 一般（较差） 很差 极差 

枯水期流量 200 60-100 40 30 20 10 10 0-10 

丰水期流量 200 60-100 60 50 40 30 10 0-10 

参照 Tennant 法的一般或较差标准，最小生态水量按河道的年平均流量

百分比计，枯水期为 10%，丰水期为 30%。如河道的水量记录受到人为严重

干扰，也可按上游控制断面的最小生态水量进行合理分配。 

应用 Tennant 法计算河道基流，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河道的年平

均流量应当是自然状态下的流量，而不能是人工控制下的流量；二是控制断

面的选择应当准确，具有代表性；三是枯水期与丰水期的划分，要根据各地

情况确定，如成都市枯水期为 11 月-4 月、丰水期为 5 月-10 月；四是该法没

有考虑污水、废水入河排放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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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规总院水资源可利用量估算方法中，河道生态需水量是指河道内不可

以被利用水量或不允许被利用水量。以多年平均流量的百分数（北方取

10-20%，南方地区一般取 20-30%）作为最小生态需水量。有国家级重点保

护生物的河流（河段）可适当提高百分比。 

参考以上两种方法，提出如下河道生态需水量及最小生态需水量满足度

评分标准（表 2）。 

  表 2 河道（内）最小生态需水量评价标准 

河道实测流量占年平均流量（%） 最小生态需水

量满足度（%） 

评  分 

枯水期 丰水期 年平均 百分制 五分制 

40-100 60-100 50-100 90%-100% 90—100 4—5 

20-40 40-60 30-50 80%-90% 75—90 3—4 

10-20 30-40 20-30 65%-80% 60—75 2—3 

10 10 10 50%-65% 40—60 1—2 

0—10 0—10 0—10 <50％ 0—40 0—1 

2．径污比 

     根据河流径污比的相关研究表明，当径污比大于 10 时，河流的天然自净

能力将得到有效发挥；当径污比小于 10 时，河流的自净能力将会受到不同程

度的破坏，河流生态系统出现失衡。以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对成都市水资源

承载能力的研究为例：当锦江的径污比为 7 时，基本可以达到国家《水功能

区划分标准》的要求（天然径流按 II 类水计）。我们参照已有的研究结果，

制定径污比的评价标准（表 3） 

表 3 河流径污比的评价标准  

径污比 

评   分 

百分制 五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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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0—100 4—5 

7—9 75—90 3—4 

5—7 60—75 2—3 

3—5 40—60 1—2 

＜3 0—40 0—1 

3．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根据国际惯例，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率约为 30%，40%为警戒线（表 4）。 

表 4 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评价标准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评分 

百分制 五分制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5% 100 5 

5%<水资源开发利用率≤10% 90—100 4-5 

10%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30% 75—90 3-4 

30%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40% 60—75 2-3 

40%<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60% 30—60 1-2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60% <30 0-1 

（三）河流水量状况的简易评价方法 

按河道最小生态环境需水量界定河流健康状况的办法属水文学法，需要

较长时间序列的水文资料。对一些流域面积较小，缺乏水文资料，河床未经

固化的河流，可以采用现场测评的简易评价方法（表 5）。 

表 5 河流水量的简易评价 

河流水量状况 

评  分 

百分制 五分制 

水流到达两岸，几乎没有底质裸露 80-100 4-5 

水流覆盖约 75%，少部分底质裸露 60-8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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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覆盖约 50%，部分底质裸露 40-60 2-3 

水流覆盖约 25%，浅滩大部分裸露 20-40 1-2 

水量很少，几乎全部裸露 0-20 0-1  

  二、河流的水质 

水质是直观反映河流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它反映出水体的物理(如色

度、浊度、臭味等)、化学(无机物和有机物的含量)和生物(细菌、微生物、浮

游生物、底栖生物)的特性及其组成的状况。可以利用水质污染化学指标对其

进行准确评价，但往往需要借助专业设备、或由具有水环境监测资质的机构

进行水化学实验。如:各级环保局下属的监测站、污水处理厂实验室、大专院

校及科研院所实验室等 

。 

 

 

 

 

（一）河流水质的主要指标 

 酸碱度（pH 值）—pH值也称氢离子浓度指数，是溶液酸碱程度的衡量标

准。pH值一般介于 0和 14之间。pH=7的溶液为中性，越趋向于 0酸性越

强，越趋向于 14碱性越强。 

 浑浊度（NTU）—浑浊是悬浮于水中的胶体颗粒产生的散射现象。水的

浑浊程度叫浑浊度，主要由泥土、有机物、微生物等物质造成。 

水质数据获取 

    环境监测站的数据和测定结果非常有价值，且具有法律效力。按照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颁发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的相关规定，环保部门应当在职责权限范

围内向社会主动公开规定的政府和企业环境信息，其中包括对环境质量状况和污

染物控制的信息。因此，我们可以从环保部门及其公开网站无偿获得监测控制断

面的水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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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解氧（DO）—指溶解于水中的氧的量，以每升水中氧气的毫克数表示。

溶解氧是评价水体自净能力的指标。 

 化学需氧量(COD) —指水体中能被氧化的物质在规定条件下进行化学氧

化过程中所消耗氧化物质的量，是评价水体受有机物污染的指标。 

 氨氮（NH3-N）—用来表征水中营养元素的多少，也反映水体有机污染

程度。 

 总磷（TP）—是水样经消解后将各种形态的磷转变成正磷酸盐后测定的

结果。磷过量是造成水体异臭，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 

 重金属—指含有重金属离子的污染物进入水体所造成的污染。水生生物、

农作物中重金属离子的富集，能通过食物链对人体产生严重危害。 

 细菌总数—是衡量水体微生物污染状况的重要指标，与水体的有机物污

染程度呈正相关，细菌总数增多表示水体的污染状况恶化。 

（二）河流水质的评价标准 

水质的评价标准可参考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生活饮用水水质

标准》制定。以百分制为例，将水质数据满分设定为 100 分。达到地表水 I

类标准为 100 分，达到 II 类标准为 85 分，达到 III 类标准为 75 分，达到 IV

类标准为 60 分，达到 V 类标准为 40 分，评分采用插值法进行计算。 

以高锰酸盐指数(CODMn)为例说明水质的评价标准（表 6）。 

 表 6 水样高锰酸盐指数的评价标准 

CODMn 
评分 

百分制 五分制 

COD≤2mg/l  1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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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g/l<COD≤4mg/l 99—85 4-5 

4ml/l<COD≤6mg/l 84—75 3-4 

6mg/l<COD≤10mg/l 74—60 2-3 

10mg/l<COD≤15mg/l 59—40 1-2 

15mg/l<COD <40 0-1 

 

（三）河流水质状况的简易评价方法 

     作为普通公众，很难准确而完整地获得水质污染监测数据，那么有无一

种简单易行的方法能大致判断水质健康状况呢？ 

    在水质数据较难获得情况下，可以采用水质化学指标快速测定法进行简

易评价，也可以通过水质感官指标、水质生物状况对其做出简单判断。  

1．水质化学指标快速测定法 

（1） 水的酸碱性（pH）测试 

不同的水体功能对水的酸碱度要求也不尽相同。河流 pH 值的快速测定

法推荐使用 pH 试纸法。该方法简便易行，可在市场上购买试纸直接测定。  

 

 

 

 

 

 

 

 

水质 pH 测定 

将一小块试纸浸在测定水样中片刻，试纸变色，待变色稳定后对照标准比色
卡，读出 pH值的大小。需要注意的是取样时应尽量选用专门的水质取样容器，
没有条件下也可用无污染的纯净水（非矿泉水）塑料瓶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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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便携式水质测试工具进行水质快速测定 

一些便携式水质测试工具能帮助我们简单快速地了解水质的大致状况。

例如，日本共立理化学研究所开发的便携式水质测试包（Pack test）。 

利用便携式水质测试包时，采样时间和采样地点的控制对检测结果非常

重要。一般选择采样前连续晴天，水质较稳定的日子进行采样。采样地点要

尽量选择当地环保部门设置的采样断面，尽量靠近桥梁等标志性建筑，充分

考虑到取水的方便程度和活动的安全性。 

 

 

 

 

 

 

 

 

 

 

 

 

 

便携式水质测试包简介 

该测试包将试剂封装在长度约为 7 公分的聚乙烯管中，内部装填一次测定所
需用量的调制试药。使用时先将试管前端的预埋线拉出，再吸入欲测定的液体样
本，待水溶液与试药反应发色后，在指定时间内比对标准色卡，即可判读水样指
标的浓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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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质的感官评价法 

 利用感官指标衡量水质状况，很难准确定量地反映出水质差别及水污染

程度，但可以直观快捷的对水质状况进行简单判断。 

水质污染的感官指标主要包括：臭味、温度、色度、透明度等。 

（1）水质污染主要感官指标 

① 臭味 

    臭味是判断水质优劣的感官指标之一。洁净的水没有气味，但受到污染

后会产生各种臭味，如霉烂臭味、粪便臭味、汽油臭味、臭蛋味等。 

② 温度 

    温度是水体的一项重要物理指标。热污染可能通过加快生物繁殖而导致

水体产生生物性污染。水温通常用单位刻度为 0.l℃的温度计现场测定，测深

层水温时使用热敏电阻温度计或深水温度计。 

③ 色度 

清洁水在水层浅时为无色，水层深时为浅蓝绿色。由于水生生物，腐殖

质以及工业污水等原因造成水体污染时，水体色度将发生改变。 

④ 水体透明度 

   水体透明度表示水的清澈或浑浊程度，是衡量水质良好程度的重要指标之

一。可通过"可目视水深"来衡量河流水体的透明度。 

（2）感官指标的评价标准（表 7） 

表 7 河流感官指标的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评分 

河流的清澈度 清澈见底  5分 □  4分 □  3 分 □  2 分 □  1 分 □   污浊不堪 0分 □   不知道 □ 

河水的气味 空气清新  5 分 □  4 分 □  3 分 □  2 分 □   1 分 □  臭气熏天 0 分  □  不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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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面及周边垃圾

状况 

非常干净  5 分 □  4 分 □  3分 □  2 分 □   1 分 □  垃圾遍布 0 分  □  不知道 □ 

 

3. 水质的生物观测法 

    在河流中存在很多水生生物，如水生昆虫、贝类、水生蚯蚓、甲壳类等。

根据生物与环境相适应原理，

这些生物向我们传递着河流

健康状况的信息。 

所有淡水生物对环境污

染的反应都不相同，据此，可

以用水中生物的种类来判断

河流的水质状况。 

（1）水质生物的分类 

① 对水质污染反应敏感的生物 

EPT 昆虫（蜉蝣目、襀翅目和毛翅目昆虫的合称）是重要的水生昆虫类

群，对水质变化敏感，适用于评价水流湍急和石砾河床的河川的水质状况。

当河流存在大量 EPT 时，可以判断水质状况较好。常见的 EPT 水生生物见

附图中的洁净水质生物指标。 

② 对水质污染反应一般的生物 

对水质污染反应一般的生物包括蜻蜓的幼虫、半翅目、螺、贝、鞘翅目、

广翅亚目昆虫等。该类常见水生生物见附图的一般水质生物指标。 

③ 对水质污染反应不敏感的生物 

   对污染反应不敏感的生物包括双翅目（蚊科幼虫、苍蝇幼虫等）蚯

蚓类、蚂蟥等，该类常见水生生物见附图的污水生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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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质生物的评价标准（表 8） 

表 8 河流水质生物的评价标准 

评价指标 评分 

水质生物 

 

非常清洁的水：存在三种 EPT 生物，数量和种类较丰富。其他的脊椎类生物也很多  5 分□ 

清洁的水：存在三种 EPT 生物，但种类都较少或者没有蜉蝣目。存在蜻蜓幼虫、甲壳类生物及少量

的摇蚊幼虫。 4 分 □ 

轻度污染的水：不存在 EPT 生物或者 PT 存在但很少，甲壳类很少或不存在。存在大量的蜻蜓目稚虫

和摇蚊幼虫。 3 分□  

中度污染的水：不存在 EPT 生物和蜻蜓目稚虫。摇蚊幼虫、蚯蚓类大量存在。   2 分□ 

较重污染的水：不存在 EPT 生物以及蜻蜓目稚虫，摇蚊幼虫和苍蝇幼虫大量存在。   1 分□ 

严重污染的水：不存在任何底栖动物。0 分□ 

 

 三、河流形态结构 

河流形态结构是影响河流生态系统健康一个重要因素。良好的河流形态

结构，有相对稳定的河床，能创造和提供良好的生境，满足不同河流生物的

需要，保持畅通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及物种流动。 

（一）河流形态结构的主要指标 

用于衡量河流形态结构的主要指标有： 

 河道连通性 

 河道弯曲状况 

 河道固化程度 

 河床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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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流形态结构的评价标准 

河流形态结构的评价过程主要基于对河流改造历史的了解和实地调

查。河道弯曲状况、河床稳定性指标较难定量衡量，故采用简易评价方法

中的定性标准加以评价，本指南中未提供详细的定量评价标准。 

1. 河道连通性 

河道连通性是评判河道区域空间连续性的依据。高度连通性的河流

对物质、能量的循环流动以及动植物的运动等非常重要。河道连通性可

通过每百公里闸坝数量来衡量（表9）。 

表 9 河道连通性的评价标准 

评价指标 评分 

每百公里闸坝个数 百分制 五分制 

0～1 80-100 4-5 

1～2 60-80 3-4 

2～4 40-60 2-3 

4～6 20-40 1-2 

≥6 0-20 0-1 

2. 河道固化程度 

河道固化在取得防洪、灌溉、发电等效益的同时，对河流形态和生态环

境产生负面影响。可以通过河岸固化率定量评价河道固化程度（表 10），固

化率越高，得分越低。 

河道固化率＝（固化河岸长/河流全长）×100%×折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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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当河岸、河床都被人为固化（俗称“三面光”）时，折减系数为

1.0；当河岸用混凝土、石料浆砌（俗称“两面光”）时，折减系数为 0.9；当

河岸用斜坡、卵石浆砌时，折减系数为 0.8。 

表 10 河道固化程度的评价标准 

评价指标 评分 

固化率 百分制 五分制 

固化率≤20% 100 4-5 

20%<固化率≤40% 75—100 3-4 

40%<固化率≤60%  50—75 2-3 

60%<固化率≤80% 25—50 1-2 

90%<固化率≤80% 0-25 0-1 

固化率>90% 0 0 

（三）河流形态结构的简易评价方法 

表 11 河流形态结构的简易评价 

评价指标 

评  分 

4-5 3-4 2-3 1-2 0-1 

河道连通性 

河道连通性较

好，几乎没有

水电站 

□ 

河道连通性

较好，水电

站数量较少 

□ 

河道连通性一般 

有一些水电站 

 

□ 

河道连通性

不好，水电站

数量较多 

□ 

河道连通性极

差, 水电站数量

非常多 

□ 

河道弯曲 

状况 

保存自然河道

弯曲形态，几

乎未经裁弯取

直 

河道弯曲形

态较好，裁

弯取直河段

较少 

河道弯曲形态保

存一般，裁弯取

直河段较为明显 

 

河道弯曲形

态保存较差，

裁弯取直河

段较多 

河道弯曲形态

很差，裁弯取直

河段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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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河道固化程

度 

河床、河岸几

乎都未固化 

 

□ 

河床未固

化，河岸无

明显固化 

□ 

河床未固化，河

岸部分固化并筑

有堤坝 

□ 

河床少量固

化，河岸固化

严重 

□ 

河床、河岸固化

严重 

 

□ 

河岸稳定性 

几乎未受侵蚀 

□ 

侵蚀轻微 

□ 

部分侵蚀 

□ 

侵蚀严重 

□ 

常有崩岸 

□ 

 

四、河流的河岸带 

广义河岸带是指靠近河边的植物群落，包括其组成、植物种类多度及土

壤湿度等高低植被明显不同的地带；狭义指河水—陆地交界处的两边，直至

河水影响消失为止的地带。河岸带具有众多功能，如削减面源污染、沟通地

表和地下水、提供野生动物生境、改善河流生态环境等。 

本节中，我们在简易评价方法基础上建立了河岸带主要指标的评价标准，

所以对简易评价方法没有特别提及。 

（一）河岸带的主要指标 

 1. 河岸植被带宽度 

河岸植被带是河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起到缓冲作用，还能削减污

染，是河流生物重要的生境。在河岸带生态系统管理过程中，适宜的河岸植

被带宽度是实现最优的河岸缓冲带生态服务功能的一个关键。 

2. 河岸植被纵向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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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纵向连续性是指河流两岸植被的连续性程度，即河岸植被是连续的、

密布的，还是断裂的、分散的。植被的连续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河岸带的光

照、营养物质、沉积物等物质能量输送及河流生物的移动。河流植被的纵向

连续性，也是受城市化进程影响较为深刻的指标。 

3. 河岸带景观 

河岸带是能量、物质以及生物通过景观的重要通道，也是陆地区域与水

生区域之间的生境和廊道。许多生物物种的生存均要有大面积的河岸自然生

境，随着河岸带景观的破碎化和斑块面积的不断缩小，适于生物生存的河岸

环境不断减少，直接影响物种的繁殖、扩散、迁移、保护。 

（二）河岸带的评价标准 

1. 河岸植被带宽度 

参照澳大利亚溪流状态指数（ISC）标准，结合我国河流实际状况，制

定出河岸植被带宽度指标的评价标准（表 12）： 

表 12 河岸植被带宽度的评价标准 

评价指标 评分 

河岸植被带宽度 百分制 五分制 

河宽的 1 倍≤河岸带宽度 100 5 

河宽的 0.5 倍≤河岸带宽度＜河宽的 1 倍 85—100 4-5 

河宽的 0.25 倍≤河岸带宽度＜河宽的 0.5 倍 75—85 3-4 

河宽的 0.1 倍≤河岸带宽度＜河宽的 0.25 倍 60—75 2-3 

河宽的 0.05 倍≤河岸带宽度＜河宽的 0.1 倍 40—60 1-2 

河岸带宽度＜河宽的 0.05 倍 <40 0-1 

2. 河岸植被纵向连续性 

    参照澳大利亚溪流状态指数（ISC）评价方法，以每公里出现明显不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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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个数评价河岸植被纵向连续性。将 10 米间隙定义为明显不连续。以百分

制为例，每公里出现一个 10 米间隙扣 1 分， 20 米间隙扣 2 分。 

3．河岸带景观 

河岸带景观可以通过实地测量斑块类型面积、计算廊道密度指数进行评

价，但操作过程复杂繁琐，并且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背景知识。所以，在此

推荐使用以下的简易评价方法（表 13）。 

  表 13 河岸带景观的简易评价 

评价指标 评   分 

河岸带景观 4-5 3-4 2-3 1-2 0-1 

斑块面积 

河边林地、灌丛或

者草地面积大于

10000m2 （ 100m

长×100m 宽以上） 

 

 

 

□ 

河边林地、灌丛

或者草地 

面积介于 1000 

~100000m2 

 

 

 

□ 

河边林地与

灌木或草地

分散分布，

各自面积多

数 不 超 过

1000 m2 

 

□ 

林地、草地、

灌木分散分

布，各自面

积多数介于

500~1000 m2  

 

 

□ 

草地、灌木

分散分布，

各自面积多

数 小 于

100m2 

 

 

□ 

廊道密度 

基本无便道、林荫

道 

 

 

□ 

分布有两三条便

道、林荫道 

 

 

□ 

便道、林荫

道数量较多 

 

 

□ 

便道、林荫

道遍布 

 

 

□ 

到处都是便

道，并掺杂

有硬化便道

或小车道 

□ 

（注：m2 为面积单位，是平方米的缩写。） 

五、河流的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指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

态过程的总和，包括所有生物，即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它们所拥有的

基因和生存环境的多样性。意义重大的生物多样性体现在遗传多样性，物种

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四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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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流生物多样性的主要指标 

衡量河流生物多样性的主要指标分为动物多样性指标和植物多样性指标

两类。动物多样性指标主要包括鱼类、大型水生无脊椎动物、两栖与水栖爬

行动物、鸟类。可以利用多度、多样性指数、土著种比例、物种丰富度等衡

量。植物多样性指标主要包括植物物种组成、植物多样性、河岸带景观。可

以利用多度、密度、盖度、频度、物种丰富度指数、物种多样性指数、植物

群落均匀性指数、斑块类型面积、景观斑块数量、廊道密度指数等衡量。 

（二）河流生物多样性的评价标准 

  生物多样性数据很难直接获得。通常通过实地调查，与几乎未受人类活

动干扰的理想河流生态环境进行对比后对其进行评价。如果历史数据缺乏，

则可以选择同区域人类活动干扰很少、状况较好的类似河流作为参照，或者

通过访查当地人获取历史近似数据。 

 生物多样性的科学评价，往往需要较强的专业背景和本底数据支持。针

对普通公众，推荐采用如下生物多样性的简易评价方法，对河流生物多样性

做出简单判断。 

（三）河流生物多样性状况的简易评价方法 

1. 动物多样性快速评估法 

动物多样性主要指标的数据较难获得，可以采用下述快速评价方法进行

简易评价（表 14）。 

表 14 动物多样性的简易评价 

评价

指标 

评    分 

4-5 3-4 2-3 1-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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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种 

多 

样 

性 

在样线或样方内

观察到的全部动

物物种数量或某

一类物种数量明

显超过历史记录

或某一最高记录

河段参考值，可

视为最好 

 

□ 

在样线或样方内观

察到的全部动物物

种数量或某一类物

种数量等于或略超

过历史记录或某一

最高记录河段参考

值的，可视为良好 

 

 

□ 

在样线或样方内

观察到的全部动

物物种数量或某

一类物种数量等

于或略小于历史

记录或某一最高

记录河段参考值

的，可视为一般 

 

□ 

在样线或样方内

观察到的全部动

物物种数量或某

一类物种数量明

显小于历史记录

或某一最高记录

河段参考值的，可

视为较差 

 

□ 

在样线或样方内

很难见到动物或

观察到的全部动

物物种数量或某

一类物种数量明

显小于历史记录

或某一最高记录

河段参考值的，可

视为很差 

□ 

生 

态 

环 

境 

类 

型 

在样线或样方内

观察到的全部动

物或某一类动物

出现或主要活动

的河流生态环境

类型明显超过历

史记录或某一最

高记录河段参考

值的，可视为最

好 

□ 

在样线或样方内观

察到的全部动物或

某一类动物出现或

主要活动的河流生

态环境类型略微超

过或等于历史记录

或某一最高记录河

段参考值的，可视

为良好 

 

□ 

在样线或样方内

观察到的全部动

物或某一类动物

出现或主要活动

的河流生态环境

类型等于或略微

小于历史记录或

某一最高记录河

段参考值的，可视

为一般 

□ 

在样线或样方内

观察到的全部动

物或某一类动物

出现或主要活动

的河流生态环境

类型明显小于历

史记录或某一最

高记录河段参考

值的，可视为较差 

 

□ 

在样线或样方内

没有动物出现或

观察到的全部动

物或某一类动物

出现或主要活动

的河流生态环境

类型很少或极为

单一，可视为很差 

 

 

□ 

行 

为 

改 

变 

在样线或样方内

环境指示性很高

的动物或关键动

物的活动行为与

该动物习性高度

一致的，可视为

最好 

 

□ 

在样线或样方内环

境指示性很高的动

物或关键动物的活

动行为与该动物习

性存在较小频率改

变的，可视为良好 

 

 

□ 

在样线或样方内

环境指示性很高

的动物或关键动

物的活动行为与

该动物习性存在

较明显频率改变

的，可视为一般 

 

□ 

在样线或样方内

环境指示性很高

的动物或关键动

物的活动行为与

该动物习性存在

非常明显频率改

变的，可视为较差 

 

□ 

在样线或样方内

没有动物出现或

环境指示性很高

的动物或关键动

物的活动行为与

该动物习性存在

严重频率改变的，

可视为很差 

□ 

注： 

1.环境指示性很高的动物主要指两栖类、爬行类动物，以及食物唯一性突出的鸟类，如翠鸟、白鹡鸰、

小鸊鷈、白眼潜鸭、绿头鸭等 

2.关键动物指列入国际或国家保护名录的动物 

 

2. 植物多样性的简易评价法 

植物多样性数据和资料也难以获得，可以采用以下简易评价方法，快速

评价河流的植物多样性状况（表 15）。 

表 15 植物多样性的简易评价 

评价指标 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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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3-4 2-3 1-2 0-1 

 

物 

种 

多 

样 

性 

（1）物种数 

（不包括农作

物、经济作物

和栽植树木） 

100m×100m 范

围内很容易地

找到 30 种以上

的不同植物 

 

□ 

100m×100m 范

围内可找到 20

－30 种不同的

植物 

 

□ 

100m×100m 范

围内可找到 10

－20 种不同植

物 

 

□ 

100m×100m

范围内可找

到 5-10种不

同的植物 

 

□ 

100m×100m

范围内只能

找到 5 种以

下的不同植

物 

□ 

(2)物种均匀度 

所有植物都是

随机分布 

 

 

 

□ 

多数植物随机

分布，个别植物

聚集在一块儿 

 

 

□ 

一些植物随机

分布，一些植

物聚集在一块

儿 

 

□ 

不同植物在

不同的地块

聚集 

□ 

几乎所有植

物都是均匀

分布的，如

同种植的庄

稼 

 

□ 

(3)有毒有害植

物扩散 

很少看到牲畜

不吃的杂草 

 

 

 

 

 

□ 

牲畜不吃的杂

草少量分布，但

未影响其他有

价值植物的生

长（如牧草和食

用药用植物） 

 

□ 

牲畜不吃的杂

草较多分布，

但未影响其他

有价值植物的

正常生长 

 

 

□ 

牲畜不吃的

杂草大量分

布且生长旺

盛，其他有

价值植物勉

强存活 

 

□ 

到处都是牲

畜不吃的杂

草，其他植

物种类很少 

 

 

 

□ 

群

落 
(1)盖度 

木本植物垂直

投影没有覆盖

的地表面积小

于 20% 

 

□ 

木本植物垂直

投影没有覆盖

的地表面积介

于 40~20% 

 

 

□ 

木本植物垂直

投影没有覆盖

的地表面积介

于 40~60% 

 

□ 

木本植物垂

直投影没有

覆盖的地表

面 积 介 于

60~80%，但

还是有野草 

□ 

基本上都是

野草覆盖，

或者地表大

部分都是裸

露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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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结构 

分布有树木、灌

木、草本植物，

土壤松软 

 

 

 

□ 

分布有树木、小

灌木、草本植

物，地面较硬，

无枯枝落叶 

 

 

□ 

只有灌木和草

本植物，树木

稀疏，地表有

少量侵蚀沟分

布 

 

□ 

只有灌木和

草本植物，

无树木分布

地面有明显

的侵蚀沟分

布 

□ 

只有少量树

木或草本植

物分布，雨

水侵蚀沟到

处分布  

 

□ 

 

六、河流健康状况的分项评价与综合评价 

（一）河流健康状况的分项评价 

河流健康的五大关键类别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依赖作用，即使针对某一

单独类别的分项评估也可以很大程度反映整个河流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因

此，对河流健康状况的分项评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可忽视。当河流健

康的综合评价难以实现时，可以用分项评价对河流健康进行简单判断。  

（二）河流健康状况的综合评价 

利用河流健康计分卡对河流进行综合评价能帮助我们全面诊断制约河流

健康的因素，对河流修复和管理具有重大意义。评价河流健康状况的五大关

键类别对河流的影响各异，难以定量估计，各个指标的权重一般通过专家咨

询法确定。为简化评价过程，我们可粗略认为各项指标对河流健康的重要性

均等（等权评价），进行河流健康状况的综合评价（表 16）。评价过程中应注

意五分制与百分制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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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河流健康状况综合评价 

分项指标 原始分值 折合成百分制分值 权重 权重×百分制分值 本项得分 

水质状况      

水量状况      

河流形态状况      

河岸带状况      

生物多样性      

河流健康状况综合得分  

 

按照表 16 进行相关计算，最终得到河流健康的综合得分。根据这一分值

的高低将河流健康状况分为五个等级（表 17）。 

表 17 河流健康状况等级表（5 级） 

河流健康状况综合得分 健康等级 标志 

90 分-100 分 很健康 

 

75 分-90 分 健康 

 

60 分-75 分 亚健康 

 

40 分-60 分 病态 

 

0 分-40 分 病重 

 

在进行河流健康综合评价时，推荐制作河流综合纪录套表（见附表？），

帮助我们全面了解、分析河流的综合情况。同时，建议充分利用相机、录像

等辅助手段，协助建立全面的河流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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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推广：河流健康计分卡的应用 

河流健康计分卡操作指南的第二章主要讲述了河流健康状况评价过程中

使用的理论方法和思路，即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河流健康计分卡在选定河

流的多年持续应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河流健康的变化趋势，指导我们更好的

开展河流保护和修复工作。 

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曾言：“当前中国环保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公

众参与程度太低是重要原因之一。世界环保事业的最初推动力量来自于公众，

没有公众参与，环保事业就变成少数人的事而最终一事无成。”在科技发达的

今天，环境保护事业仅仅单纯依赖于先进的技术力量，而缺乏公众的广泛参

与和管理层的合理决策，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作为淡水生态系统的

关键组成部分，河流的健康保护更需要为公众和管理层提供良好的互动参与

方式和机制，唤起“连锁式”的保护行动。因此，河流健康计分卡的应用，

仅仅局限于讨论其自身的内容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不断推广，它才能最大程

度地体现出应有的价值。 

河流健康计分卡推广的有效性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为发

布对象、发布形式和发布渠道。这三种因素需要在计分卡形成过程中就进行

相关的构思和设计，即：仔细考虑并锁定发布对象；选择恰当的发布形式向

目标人群呈现计分卡内容；利用合适的发布渠道将计分卡散发到目标人群手

中。 

 

锁定发布对象 

   河流健康计分卡提供信息量的多少取决于它所面向的发布对象。在河流

健康计分卡的推广中，发布对象决定并指导发布形式和发布渠道。发布对象

一旦确定，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地选择计分卡的展现内容，针对性地增强计



30 

 

分卡的使用效果。 

选择发布形式 

针对不同的发布对象，我们必须选择合适的发布形式，加深发布对象对

河流健康问题的认知和了解，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计分卡的载体作用，提高

发布对象的河流保护意识。一种有效的发布形式可以是一本详尽的河流健康

评价报告，一套有关河流健康的环境教育折页，也可以是一份专门的计分卡

操作手册，一组有用的河流健康评价信息等。 

利用发布渠道 

发布渠道是广而告之河流健康计分卡的途径。发布渠道的合理利用能够

促进河流健康计分卡更快地传播，使其在最短时间内覆盖更广的人群，产生

更大的影响。计分卡可以利用的发布渠道非常丰富，如网络、报纸、广播、

电视等媒体手段，以及培训、座谈、分享、现场考察等交流手段。当然，仍

有些渠道是需要我们发挥自身创造力深入挖掘的，如将计分卡转换成漫画或

卡通形式进行发布。 

 

如何将发布对象、发布形式和发布渠道在实际应用中有机结合呢？以“政

府版”计分卡报告为例回答这个问题。政府是河流保护和流域管理的有力推

动者，为了充分发挥政府在河流环境保护中的政策导向和积极参与，可以针

对政府管理部门编制“政府版”计分卡报告。“政府版”计分卡报告在对河流

健康状况进行评价分析基础上，着重强调河流环境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提出相

应的改善建议，为政府环境决策提供参考。 

基于实践经验，河流健康计分卡的推广应用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

题。首先，在计分卡指标体系搭建过程中寻找并选择一些长期性的、前后关

联性高的、容易得到数据的环境指标是非常必要的，这些指标可以帮助公众

和管理层对所选河流在某段时期内的环境变化进行直观的评估和判断。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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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分卡展示的应该是自然条件、当前气候事件、流域管理特定因子等多重因

素的相互关系，它提供的信息必须能够帮助人们将其自身所经历的实际事件

与当前决策者的行为关联起来。只有与目标群体的切身利益相结合，激发目

标群体对计分卡了解和使用的兴趣，计分卡的推广才能延续，价值才能得到

最佳体现。第三，河流健康目标的实现最终取决于是否能够及时开展实际的

保护行动，因此当计分卡发布和交流以后，需要跟进并制定一套指导和监督

保护行动的管理机制和方案，实现环保意识与保护行动的有机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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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2008-2009 年，WWF 与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合作开展了柏条河、府河健康计分卡实践

项目。基于两年的实践经验，我们着手编制了河流健康计分卡操作指南。本指南是从实践

到理论的总结、整理和提升。柏条河、府河河流健康计分卡所使用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

当时还处于实践阶段，与本操作指南略有不同。特此附上，作为案例分享，供更多感兴趣

的人和机构借鉴和参考。 

成都市柏条河、府河河流健康计分卡 

(一)柏条河、府河简介 

柏条河是都江堰内江水系的四大河渠之一，是成都市饮用水源河流之一。

柏条河起于都江堰市蒲柏闸，止于郫县石堤堰，全长 44.76 公里，至石堤堰

与徐堰河汇合后分成二河，即府河、毗河。 

府河是柏条河的重要支流，贯穿成都，被称为成都的母亲河。府河自石

堤堰至江口，全长 115 公里。出成都城区后经双流县境，眉山市彭山县境，

西南流至江口镇，最终汇入岷江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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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柏条河、府河健康评价的主要指标 

通过专家咨询，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附表 1）。 

 

柏条河、府河示意水系图 

柏条河 

府河 

府河 

黄龙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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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柏条河、府河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及权重 

 五大类别 权重 主要指标 权重 

 

柏条河、府河健

康状况 

 

水量状况 

 

0.22 
河道基本流量满足度 0.50 

径污比 0.50 

水质状况 

（数据评分占 80%，

公众评分占 20%） 

 

0.46 

高锰酸盐指数（CODMn） 0.49 

氨氮（NH3－N） 0.20 

总磷（TP） 0.31 

河岸带状况 

 

0.17 

河岸固化程度 0.50 

河岸植被连续性 0.25 

河岸植被带宽度 0.25 

生物多样性状况 

 

0.09 
鸟类多样性 0.50 

植物多样性 0.50 

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 

 

0.06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1 

 

(三)数据采集及分析 

1. 水量状况评价 

     已有水量数据由成都市水务局河道管理处提供。未设置水文监测断面的

河段则通过枯水期断面测定结合分期测量的方法获取所需水量数据。     

(1) 最小生态需水量满足程度 

经过查阅资料及相关水文历史数据，得到不同河段的平均历史流量。分

别为：柏条河 1954-1979 年的平均历史流量为 38.9m
3
/s；府河洞子口、望江

楼、南河河段 1942－1949 年的平均流量分别为为 22m
3
/s、49.2m

3
/s、27m

3
/s。

黄龙溪 1939 -1941 年的平均流量约为 104m
3
/s。根据历史流量计算得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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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段的基流量，在此基础上分别计算枯水期和丰水期的最小生态需水量满足

程度（附表 2，3）。 

           附表 2 河道最小生态需水量满足程度评价（枯水期） 

河段名称 

河道基流量 

（m3/s） 

枯水期总天数 

（天） 

低于基流量天数 

（天） 

满足率 

（％） 

得分 

（分） 

上游柏条河 8 181 15 92％ 84 

锦江府河 

（洞子口） 

4.5 181 23 87% 74 

锦江南河 

（龙爪堰） 

5.5 181 65 64% 41 

黄龙溪 21 181 181 100% 100 

附表 3 河道最小生态需水量满足程度评价（丰水期） 

河段名称 

河道基流量 

（m3/s） 

丰水期总天数 

（天） 

低于基流量天数 

（天） 

满足率 

（％） 

得分 

（分） 

上游柏条河 12 182 0 100％ 100 

锦江府河（洞子

口） 
7 182 21 89% 78 

锦江南河（龙爪

堰） 

8 182 67 63% 44 

黄龙溪 31 182 0 100% 100 

         (注：流量数据来自成都市河道管理处) 

 

 

（2）径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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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相差甚远，计算径污比

时，将未达到相应功能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排污量计入入河污水量。农

村面源污染难以定量估计，未计入入河污水量。各河段枯水期和丰水期的径

污比计算结果如附表 5，6 所示。 

附表 5 河道径污比评价(枯水期) 

河段名称 枯水期平均径流量（m
3
/s） 

入河污水量

（m
3
/s） 

径污比（％） 得分（分） 

上游 

(柏条河) 

12 0.002 >10 100 分 

中游 

(石堤堰－华阳二江寺） 

37 

（注：望江楼流量加沙河流量） 
12.2 3 30 分 

下游 

（华阳二江寺－江口） 

56 

(减去污水排入量) 
21 3 30 分 

注：m
3
/s 为流量单位，表示每秒中通过的水量。 

附表 6 河道径污比评价(丰水期) 

河段名称 丰水期平均径流量（m3/s） 

入河污水量

（m
3
/s） 

径污比（％） 得分（分） 

上游 

(柏条河) 

12 0.002 >10 100 分 

中游 

(石堤堰－华阳二江寺） 

34 

（注：望江楼流量加沙河流

量） 

12.2 3 30 分 

下游 

（华阳二江寺－江口） 

73 

(减去污水排入量) 
26 3 30 分 

（3）水量状况综合评价 

附表 7 水量状况评价（枯水期） 

河段名称 
监测 

断面 
主要指标 数值 得分 权重 

综合 

得分 

上游 

(柏条河) 
北桥断面 河道基流满足度 92% 84 0.5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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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污比 >10 100 0.5 

中游 

(石堤堰－华阳二江

寺) 

洞子口断面 
河道基流满足度 87% 74 0.5 

52 
径污比 3 30 0.5 

下游 

(华阳二江寺－江口) 

黄龙溪 

断面 

河道基流满足度 100% 100 0.5 
65 

径污比 3 30 0.5 

附表 8 水量状况评价（丰水期） 

河段名称 
监测 

断面 
指标类别 数值 得分 权重 

综合 

得分 

上游 

(柏条河) 
北桥断面 

河道基流满足度 100% 100 0.5 
100 

径污比 >10 100 0.5 

中游 

(石堤堰－华阳二江寺) 
洞子口断面 

河道基流满足度 89% 78 0.5 
54 

径污比 3 30 0.5 

下游 

(华阳二江寺－江口) 

黄龙溪 

断面 

河道基流满足度 100% 100 0.5 
65 

径污比 3 30 0.5 

 

2. 水质状况评价 

（1）公众评价 

在丰水期、枯水期，通过网络、媒体等招募热爱河流、热爱环境的市民、

村民、企业代表 20 名参与公众评分小组，实地评价河流透明度、气味、垃圾

状况。公众评价占水质评价总比例的 20%。 

（2）水质化学指标评价 

    水质化学指标的相关数据由成都市环境保护局监测中心站提供。 

（3）水质状况综合评价 

附表 9  2009 年柏条河、府河水质评价（枯水期） 

河段名称 监测断面 指标类别 
监测值 

（mg/L） 
水质类别 

得分 

数据 

得分 

公众 

评分 

上游 

(柏条河) 
金马断面 

高锰酸盐（CODMn） 2.12 
二类 94 79 氨氮 

(NH3－N)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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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10  2009 年柏条河、府河水质评价（丰水期） 

河段名称 监测断面 指标类别 
监测值 

（mg/L） 
水质类别 

得分 

数据 

得分 

公众 

评分 

上游 

(柏条河) 
金马断面 

高锰酸盐

（CODMn） 
2.46 

二类 
96 79 

氨氮  

(NH3－N) 
0.19 

总磷（TP） 0.06 综合得分：93 

中游 

(石堤堰－华阳二江

寺) 

永安大桥 

断面 

高锰酸盐

（CODMn） 
3.10 

五类 

70 45 
氨氮  

(NH3－N) 
1.46 

总磷（TP） 0.32 综合得分：65 

下游 

(华阳二江寺－江口) 
黄龙溪断面 

高锰酸盐指

（CODMn) 
3.60 

 

劣五类 

43 48 
氨氮  

(NH3－N) 
1.94 

总磷（TP） 0.62 综合得分：44 

注：计算时，丰水期代表月份为 8 月，枯水期代表月份为 3 月、11 月。 

3.河岸带状况评价 

(1)河岸固化程度评价 

   采用实地调查与漂流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附表 11  河道固化程度评价 

总磷（TP） 0.07 综合得分：91 

中游 

(石堤堰－华阳二江

寺) 

永安大桥 

断面 

高锰酸盐

（ CODMn ） 
2.55 劣五类 

 

52 45 
氨氮  

(NH3－N) 
1.48 

总磷（TP） 1.95 综合得分：49 

下游 

(华阳二江寺－江

口) 

黄龙溪断面 

高锰酸盐指

（CODMn) 
3.30 

 

劣五类 

33 48 
氨氮  

(NH3－N) 
3.54 

总磷（TP） 0.55 综合得分：36 

河段名称 固化率（％） 得分 

上游 35% 8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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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岸植被连续性评价 

以每公里出现 10 米以上的间隙量为评分标准。经过调查发现，无植被覆

盖区域多为渠化、工厂、农家乐、砂石破坏河段。 

附表 12 植被连续性评价 

河段名称 每公里不连续间隙（>10m） 得分 

上游(柏条河) 6 94 分 

中游(石堤堰－华阳二江寺） 12 88 分 

下游（华阳二江寺－江口） 2 98 分 

 (3)河岸植被带宽度评价 

附表 13 柏条河-府河河岸植被带宽度评价 

河段名称 平均河宽（m） 平均植被带宽度（m） 得分 

上游 

(柏条河) 

40m 10m 75 

中游 

(石堤堰－华阳二江寺） 

45m 8m 68 

下游 

（华阳二江寺－江口） 

105m 18m 67 

 

(4)河岸带状况综合评价 

附表 14 河岸带状况综合评价 

河段名称 主要指标 数值 得分 权重 综合得分 

(柏条河) 

中游 

(石堤堰－华阳二江寺） 

80％ 25 分 

下游 

（华阳二江寺－江口） 

14%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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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 

(柏条河) 

河岸固化率 35% 81 分 0.50 

83 河岸植被连续性 6 个 94 分 0.25 

 河岸植被带宽度 10m 75 分 0.25 

中游 

(石堤堰－华阳二江寺) 

河岸固化率 80％ 25 分 0.50 

52 河岸植被连续性 12 个 88 分 0.25 

 河岸植被带宽度 8m 68 分 0.25 

下游 

(华阳二江寺－江口) 

河岸固化率 14% 100 分 0.50 

91 河岸植被连续性 2 98 分 0.25 

 河岸植被带宽度 18m 67 分 0.25 

3. 生物多样性状况评价 

    由于衡量河流生物多样性的指标如鱼类、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浮游动

物、浮游植物等缺乏本底资料，数据收集困难，故本次评价仅选取较易获得

数据的鸟类多样性、河岸带植物多样性作为评价指标。 

 (1)鸟类多样性评价 

成都市平原地区鸟类多样性本底资料由专家咨询和文献查阅获得。成都

市平原地区鸟类估计有 298 种，其中留鸟 64 种、夏候鸟 28 种、冬候鸟 93

种、旅鸟 113 种。根据栖息地对不同居留型鸟类的生态意义，对不同居留型

鸟类物种数量进行加权计算。 

附表 15 鸟类加权系数表 

 冬春季调查 夏秋季调查 

留鸟 1.00 1.00 

夏候鸟 0.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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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考察柏条河和府河的鸟类多样性， 2009 年冬春季我们在该河

段设置 12 条约 4 公里长的样线，进行鸟类调查。每条样线重复调查 2 次。 

附表 16 鸟类多样性评价 

河段名称 地点 物种数 物种加权值 得分 

上游 

（柏条河） 

都江堰 24 19.5 33.4  

天马 29 23.9 41.0 

唐昌 33 28.1 48.2 

唐元 28 22.9 39.3  

三道堰 30 24.5 42.0  

石堤堰 32 27.5 47.2 

上游平均 29.3  - 42  

中游 

（石堤堰－华阳二江寺） 

团结 26.0  20.9 35.8  

安靖 27.0  22.1 37.9 

九眼桥 13.0  10.2 17.5 

中游平均 22.0  - 30  

下游 

（华阳－江口） 

华阳 25.0  20.2 34.6 

正兴 42.0  32.8 56.3  

黄龙溪 41.0  32.7 56.1  

下游平均 36.0  - 49 分 

（2） 植物多样性评价 

本次植物多样性调查由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专家与四川大学生物学

院志愿者共同完成。通过对上、中、下游 18km 抽样河段 9 个调查点的野外

冬候鸟 1.0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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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记录、以及照片和实物标本与相关资料文献的比对，确认柏条河-府河评

价河段共有维管植物 312 种，隶属 108 科 234 属，其中蕨类植物 8 科 10 属

17 种，裸子植物 5 科 8 属 8 种，被子植物 95 科 216 属 287 种。 

附表 17 柏条河-府河植物多样性评价 

评价类别 主要指标 

第二层 

指标 

权重 

第三层 

指标 

权重 

上游 中游 下游 

调查 

结果 

得分 

调查 

结果 

得分 

调查 

结果 

得

分 

物种组成多样性 物种数：N 0.42 1 246 33.1 213 28.7 193 26.0 

物种科属结构多

样性 

G-F 指数 

DG-F 
0.11 1 0.861 9.5 0.848 9.3 0.832 9.2 

群落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乔木层：Hqˊ 

0.39 

0.16 1.0387 3.6 0.7476 2.6 0.5186 1.8 

灌木层：Hgˊ 0.40 0.7580 8.7 0.6979 8.0 0.6349 7.3 

草本层：Hcˊ 0.44 1.2756 11.8 0.6688 6.2 1.0537 9.7 

群落 Pielou 

均匀度指数 

乔木层：Eq 

0.08 

0.16 0.9301 1.2 0.7283 0.9 0.7209 0.9 

灌木层：Eg 0.40 0.7539 2.4 0.6231 2.0 0.8266 2.6 

草本层：Ec 0.44 0.6793 2.4 0.3989 1.4 0.5254 1.8 

合计 /  / 72  59 / 59 

(3)河岸带生物多样性评价 

附表 18 河岸带生物多样性状况评价 

河段名称 主要指标 得分 权重 综合得分 

上游 

(柏条河) 

鸟类多样性 42 0.50 

57 

植物多样性 72 0.50 

中游 

(石堤堰－华阳二江寺) 

鸟类多样性 30 0.50 

45 

植物多样性 59 0.50 

下游 

(华阳二江寺－江口) 

鸟类多样性 49 0.50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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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多样性 59 0.50 

 

5.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评价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指河道外用水量占河道总水量的比例。 

 (1) 上游柏条河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评价 

    柏条河的河道外用水主要包括柏条河直灌区农田灌溉用水和水六厂源

水。忽略其他零星用水，柏条河河道外用水量为 0.78 亿 m
3，水资源开发强

度约为 7%。 

(2) 中游府河段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评价（石堤堰－华阳） 

    以府河入口石堤堰的水量为总进水量，2009 年的数据约为 19.8 亿 m
3。

河道外引水量为 14.52 亿 m
3。若考虑沙河补充水量，则外引水量为 11.67 亿

m
3。两种情况下，中游府河段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分别为 73%、58%。 

(3) 下游府河段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评价（华阳－江口） 

根据实际监测和查阅资料，下游府河段的总流量为 28.6 亿 m
3，河道外

用水量约 0.2 亿 m
3。水资源开发利用率约为 1％。 

附表 19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评价 

河段名称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得分 

上游 

(柏条河) 

7% 96 

中游（考虑沙河补充水量） 

(石堤堰－华阳二江寺） 

58% 33 

下游 

（华阳二江寺－江口） 

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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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柏条河、府河健康状况评价结果 

附表 20  2009 年度柏条河－府河的健康状况 

河段名称 评价类别 

得分 

健康状况 

枯水期 丰水期 全年 

上游 

(柏条河) 

水质状况 91 93 92 

 

 

健康 

水量状况 92 100 96 

河岸状况 83 83 83 

生物多样性状况 57 57 57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96 96 96 

综合得分 87 90 89 

中游 

(石堤堰－华

阳二江寺) 

水质状况 49 65 57 

 

 

病态 

水量状况 52 54 53 

河岸状况 52 52 52 

生物多样性状况 45 45 45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33 33 33 

综合得分 49 57 53 

下游 

(华阳二江寺

－江口) 

水质状况 36 44 40 

 

 

 

病态 

水量状况 65 65 65 

河岸状况 91 91 91 

生物多样性状况 54 54 54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100 100 100 

综合得分 57 61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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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改善河流健康的建议 

（1） 改善上游柏条河健康的建议健康状（）（） 

上游柏条河基本健康，鸟类多样性较差。都江堰城区植被种类单调，

城区外鸟类多样性增加但河流两岸固化较多，不利于水鸟栖息。因此，建

议： 

 减少柏条河的固化河段，改善河岸生态。 

 充分利用河滩、河湾和支流河口地形，营造洪泛湿地。 

 适度恢复和重建河岸湿地和滩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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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善中游府河段健康状况的建议（石堤堰－华阳二江寺） 

 中游府河段属于“病态”，水质状况较差，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较高。出现

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为：污水排放量太大，河道生态需水量严重缺乏，跨流

域调水过多，城区河段固化程度较高。 

为改善中游府河段健康状况，建议： 

 将河道基本流量归还河流，确保河道基本流量。 

 合理配置生产、生活、生态用水，保证河道基本流量，适当增加中游

河段生态环境需水量。 

 谨慎进行跨流域调水，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加强控制污染源，提高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 

 加强流域水权管理 

 科学发展，充分考虑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3）改善下游府河健康状况的建议（华阳二江寺－江口） 

   下游府河段属于“病态”，水质状况较差，枯水期时水质已属于“病重”

状态。主要原因为：上游污水量太大，黄龙溪河段径污比小，农田干扰大，

植被层次较为单一。 

为改善下游府河健康状况，建议： 

 合理规划，保护自然河岸及滩涂湿地。 

 人为增加河岸植被带宽度，完善植被结构。 

 在黄龙溪河段打造“生态走廊”“绿色长廊”，建立健康河流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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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常见水质评价生物 

洁净水质生物指标（EPT,对污染反应敏感） 

a. 蜉蝣目（Ephemeroptera） 

 

 

 

 

 

 

 

 

b. 襀翅目（Plecoptera，俗称石蝇） 

 

 

 

 

 

 

 

 

附图 1 蜉蝣目幼虫 

 
附图 2  蜉蝣目成虫 

附图 3  襀翅目幼虫 

 
附图 4  襀翅目成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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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毛翅目（Trichoptera，俗称石蛾) 

 

 

 

 

 

 

 

 

 

 

 

 

 

 

 

 

 

 

 

 

 

 

 

 

附图 5  毛翅目幼虫 

附图 6  毛翅目成虫  



49 

 

一般水质生物指标（对污染反应一般） 

a. 蜻蜓目（Odonata，俗称蜻蜓、豆娘等） 

 

 

 

 

 

 

 

b. 半翅目（Hemiptera，俗称蝽或椿象） 

 

 

 

 

 

 

 

 

c. 螺、贝类 

 

 

 

 

 

附图 7  蜻蜓目幼虫 

 
附图 8  蜻蜓目成虫 

 

附图 9 半翅目（游泳椿） 

 

附图 10  螺类 

 
附图 11  贝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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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鞘翅目（甲虫类） 

 

 

 

 

 

 

 

 

 

 

e. 广翅目 

 

 

 

 

 

 

 

 

 

 

 

 

 

附图 12  甲虫类幼虫 

 

附图 13  甲虫类成虫 

 

附图 15  广翅目鱼蛉成虫 

 

附图 14  广翅目鱼蛉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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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生物指标（对污染反应不敏感生物） 

a. 蚊科类 

 

 

 

 

 

 

 

 

b. 蚯蚓类 

 

 

 

 

 

 

 

c. 水蛭（蚂蟥） 

 

 

 

 

 

 

附图 18  蚯蚓类 

 

附图 16  摇蚊幼虫 附图 17  摇蚊成虫 

附图 19  水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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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河流健康计分卡野外调查纪录套表 

河流综合调查纪录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天气情况  

现地气温        （℃） 河流水温           （℃） 

水量状况 

水量状况： 

水流到达两岸，几乎没有底质裸露 □     水流覆盖约 75%，少部分底质裸露 □ 

水流覆盖约 50%，部分底质裸露 □       水流覆盖约 25%，浅滩大部分裸露 □ 

水量很少，几乎全部裸露 □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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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状况 

透明度   清澈见底□   有点浑浊□   十分浑浊□   污浊不堪□ 

气味     没有异味□   有点异味□   异味明显□   奇臭难忍□  臭味类型描述                                 

水体颜色 无色透明□   浅蓝色  □   土黄色  □   灰黑色  □   其他                

河面垃圾状况  基本没有漂浮物□  有少量漂浮物□  漂浮物较多□ 漂浮物类型         

河岸垃圾状况  基本没有垃圾 □   有少量垃圾 □   垃圾较多□  垃圾类型                 

河中生物  非常清洁的水：存在三种 EPT 生物，数量和种类比较丰富，其他的脊椎类生物也

有很多   □    

清洁的水：存在三种 EPT 生物，或者只存在 PT，而没有 E（蜉蝣目），且种类较少。存在蜻蜓

幼虫、甲壳类生物和少量的摇蚊幼虫（红虫/水蚯蚓）。 □ 

轻度污染的水：不存在 EPT 生物或者只有很少 PT 或甲壳类生物。蜻蜓目稚虫、摇蚊幼虫大量

存在。  □ 

中度污染的水：不存在 EPT 生物和蜻蜓目稚虫等生物。摇蚊幼虫等蚯蚓类生物大量存在。   □ 

较重污染的水：不存在 EPT 以及蜻蜓目稚虫，存在大量摇蚊幼虫和苍蝇幼虫等。 □   

严重污染的水：不存在任何底栖动物。 □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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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结构 

河流连通性：河道连通性较好，百公里没有水电站，河水流动强。□ 

             河道连通性较好，百公里水电站数量较少，河水流动较强 □ 

             河道连通性一般，流通受阻碍，河水流速一般 □ 

             河道连通性不好，阻碍较多，河水流动缓慢 □  

             河道连通性极差，阻碍较强，河水几乎静止 □ 

河道弯曲状况：自然河道弯曲形态，几乎未经裁弯取直  □            

               河道弯曲形态保存较好，裁弯取值段较少 □ 

               河道弯曲形态保存一般，人为改造较为明显 □ 

               河道弯曲形态保存较差，人为改造河段较多 □ 

               河道大部分经裁弯取直改造，自然河道弯曲形态几乎没有 □ 

 

河道渠化程度：几乎没有渠化（包括河床、河岸），河岸接近自然状态 □ 

              河岸无明显渠化（卵石堆砌），河床未渠化 □ 

              河岸部分渠化，两岸筑有混凝土堤坝，河床未渠化 □ 

 

              河岸、河床渠化严重 □ 

 

              其他   □ 

 

河岸稳定性:   几乎没有侵蚀 □  侵蚀轻微 □ 

              有一些侵蚀  □  侵蚀严重 □   常有崩岸 □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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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岸带状况 

河岸植被带宽度： 

                河宽的 1 倍≤河岸带宽度                     □       

                河宽的 0.5 倍≤河岸带宽度＜河宽的 1 倍        □ 

                河宽的 0.25 倍≤河岸带宽度＜河宽的 0.5 倍     □ 

                河宽的 0.1 倍≤河岸带宽度＜河宽的 0.25 倍    □ 

                 河宽的 0.05 倍≤河岸带宽度＜河宽的 0.1 倍         □ 

                河岸带宽度＜0.05 倍                         □ 

河岸植被纵向连续性： 

                   每公里出现     个 10 米间隙           

河岸带景观特征： 

 斑块面积 

河边林地、灌丛或者草地面积多数大于 10000m2（100m 长×100m 宽以上） □  

河边林地、灌丛或者草地，面积多数介于 1000 ~100000m2   □ 

河边林地、灌木、草地分散分布，地块面积多数不超过 1000 m2  □ 

林地、草地、灌木分散分布，面积介于 500~ 1000 m2 之间  □ 

无林地，草地、灌木分散分布，面积多数不到 100m2    □ 

 

 廊道密度 

基本上无便道、林荫道  □ 

分布有两三条便道、林荫道  □ 

便道、林荫道数量较多  □ 

便道、林荫道遍布  □ 

到处都是便道，并掺杂有硬化便道或小车道  □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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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

状况 

动物多样性： 

                 样线或样方内观察到的某一类物种数           

                 该类动物出现或活动的河流生态环境的类型： 

                 沙滩      □   泥地     □     浅水区  □     深水区  □ 

                 驳岸边坡  □ 河岸灌木 □    河岸草地 □     河岸乔木□ 

                  其他                  □ 

                 关键动物的活动行为与该动物习性是否一致  是  □  否 □ 

                 如果否，请描述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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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

状况 

植物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 

 物种数 

       在 100m×100m 的范围内，不同植物种类达          种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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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

状况 

 物种均匀度 

        所有植物随机分布                  □ 

        大多数植物随机分布，有些植物聚集在一块  □ 

        不同植物聚集在不同地块    □ 

一些植物聚集在一起，一些植物均匀分布    □ 

        几乎所有植物均匀分布    □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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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

状况 

 有毒有害植物扩散  

       几乎不存在牲畜不吃的有毒有害杂草 □ 

       牲畜不吃的有毒有害杂草少量分布，但不影响其他原有植物的生长 □ 

       牲畜不吃的杂草分布较多，但是不影响其他有价值植物的正常生长  □ 

       牲畜不吃的杂草大量分布，生长茂盛，其他植物勉强存活 □ 

       到处都是杂草茂盛生长，其他植物种类已经很少  □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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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

状况 

（2）群落 

 盖度 

         木本植物垂直投影没有覆盖的地表面积小于 20%  □ 

         木本植物垂直投影没有覆盖的地表面积介于 40~20%  □ 

         木本植物垂直投影没有覆盖的地表面积介于 40~60%  □ 

         木本植物垂直投影没有覆盖的地表面积介于 60~80%，有野草分布 □ 

         基本上都是野草覆盖，或者大部分地表裸露  □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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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与实践，今天我们的《河流健

康环境计分卡操作指南》终于得以成型。欣喜之余，回首望去，诸多艰辛历

历在目。期间不乏有识之士，鼎力相助，在此谨表诚挚的感谢。 

水星没有水，海王星没有海；土星、木星表面虽是汪洋一片，但那不是

水，是氢，寒寂，绝无生机。地球幸而有水，才有生物，才有生物进化和进

化高端的我们人类。然而，当经济发展带来物质的充盈，河流枯竭、湖泊萎

缩、水污染严峻，诸多水环境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成为困扰我们的一大难题。

我们每个人都是污染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污染的制造者。维护河流的健康生

命，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和行动。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编写这本书对我们来说，只是水

环境保护“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深知，这只是一次不尽完美的尝试，

必有许多不完善之处，旨在抛砖引玉，供大家探讨。敬请阅者不吝赐教，我

们会不断努力，将这本指南不断完善，帮助大家更好地开展水环境保护工作。 

最后，诚挚地感谢成都市环境保护局、成都市水务局、成都市科协提供

的支持和指导！ 

感谢项目组全体成员、志愿者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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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简介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是在全球享有盛誉的、最大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之

一，自 1961 年成立以来，WWF 一直致力于环保事业，在全世界拥有将近 520 万支持者和

一个在 100 多个国家活跃着的网络。 

WWF 在中国的工作始于 1980 年的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是第一个受中国政府邀

请来华开展保护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1996 年，WWF 正式成立北京办事处，此后陆续

在全国八个城市建立了办公室。发展至今，共拥有 120 多名员工，项目领域也由大熊猫保

护扩大到物种保护、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可

持续发展教育、气候变化与能源、野生物贸易、科学发展与国际政策等领域。  

  WWF 的使命是遏止地球自然环境的恶化，创造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未来。为

此我们致力于：  

保护世界生物多样性；  

确保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推动降低污染和减少浪费性消费的行动； 

 

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简介 

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成立于 2003 年 6 月 5 日，是一个由民政部门批准注册的民间公

益环保组织。机构以府南河工程专家组为基础，建立了一批稳定的专家团队，同时建立起

来自国际、国内和本土的大、中、小学生、退休人员等广泛参与的志愿者队伍。 

如今，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已发展成一个拥有专、兼职工作人员 15 人的专业环保组

织。工作领域包括：水环境专项课题研究、水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实践、环境教育与交流、

为政府提供环境政策建议、为公众提供公共环境信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