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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健康的河湖系统,关系着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也关系着经济、社会、整体生态安全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开展河湖健康评价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基于此,本文利用生态系统健康的理论建构框架,

采取文献资料法、连系评价指标、总结评估综合指标方法,进一步研究分析河湖健康的实质内容。实践

证明综合指标法的应用有助于反映河湖生态系统整体健康状况,提高评价科学性和可靠性促进河湖健

康。文中意在研讨河湖健康评价涉及到的问题,为依法保护河湖健康提供理论依据,对促进河湖健康评

价、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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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healthy river and lake system is related to the sustainable use of water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ocial and overall ecological securit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cosystem health, this paper adopts the literature method, connects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summarizes the 

evaluation index method, and further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essence of river and lake health. Practice prove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method is helpful to reflect the overall health status of river and 

lake ecosystems, improve the scientificity and reliability of evaluation, and promote the health of rivers and lake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involved in the health assessment of rivers and lake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health of rivers and lak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to 

promote the health assessment of rivers and lakes and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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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伴随着人口增长、工业化进程加速和气候变化等诸多客观

原因的共同作用,河流、湖泊的污染与生态破坏日益加剧,对周

围环境与人们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危害[1]。当前,我国河湖水

环境存在着水质污染、水量调控等诸多问题,为加强对流域水资

源的保护与治理,需要开展综合的生态环境评估,并提出切实有

效的生态防护措施,对我国河流生态环境的改善有着重大的现

实与理论价值。河湖健康研究重点是建立评估的指标与标准,

研究评估方法与评估成果的解读。旨在为各级主管机关、环境

主管等有关部门,全面了解河流、湖泊、河流、湖泊等河流生态

环境状况,并据此制定相应的政策与措施[2]。因此,学者们从多

个角度对河流、湖泊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希望能建立一个更加

科学合理评估准则和指数[3]。 

1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法 

1.1指标体系构建方法 

河湖健康评价是指在特定理论架构和量化分析基础上,通

过数据收集、分析、模型求解等多种方式,对河湖健康状态进行

全面评估。常用指标法有指示生物法,模型预测法,综合指数法

等。在评估模型选取与设计中,要综合考量生态环境复杂与多样

化,以确保评估结果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出生态环境整体状

态。在此基础上,结合已有多项长期观测资料,采用文献研究、

专家论证等手段,并与已有多项长时间监测资料进行比较,得出

一个完整的河流-湖泊健康评价指数体系。 

1.1.1指示生物法。指出生态指标法是一种以微机为中心,

实现对各种数据进行处理、存储、显示、图形和报警等自动化

监控手段。通过特定微生物含量来判定其在环境中浓度变化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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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不同环境要素中污染变化趋势,进而影响到整个区域环境

质量。我们把这些具有指示性生物称为指示性生物。 

1.1.2模型预测法。在没有人为干预情况下,理论上有一条

河流生物构成符合其真实水文成分,以此来评估该河道健康状

态。采用模式预报方法必须筛选出具有特定敏感性指标物种,

若选取指标种类不能准确地反映河道演变,则难以准确地体现

出河道实际情况,从而制约模型预报方法普适性。采用模型预报

方法,既要有充足生物数据,又要有与生态系统密切相关生态因

子,又要有 贴近自然生态系统参考河道,才能确定其与设定目

标之间的差异。 

1.1.3综合指标法。“综合指数”是以多指标系统架构对系

统进行全局性、整体性评价,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地结合

起来,对被评估河流特性及影响因子进行充分的分析,选取河流

理化、生物、社会等指标,并根据确定评价指标对其进行分类、

分项评分,并根据各个评分加权得出一个总分,以此来评价河流

健康状况。 

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以河流、湖泊和水库为研究对象生态

环境质量评价体系。综合生物指数包括IBI完整性指数(Index 

of BiologicalIntegrity)、TBI指数(Trent Biotic Index)、以

及生物多样性指数等,对已有河湖生态系统进行系统分析和研

究,旨在为国家制定相应管理措施和保护对策提供参考。依据

《河湖水质标准》及其他有关环保规范,运用“综合指标”方法,

对河湖水体水质、生物和地貌等环境因素进行评估。本文提出

一种基于多个指数河流水体环境质量综合评估模型,它既能全

面地反映河流水体各种要素,又能较好地发挥流域水资源作用,

具有较高评估精度见表1。 

表1 三种河湖健康评价分析法的比较 

河湖健康评价方法 适用条件 优点

指示生物法 敏感性或耐受力较高的生物 采样成本低

模型预测法 物种相对富度和环境的河流

水文、生物、水质

作为大量受人类活动干扰极

少的生物群落的基础数据

综合指标法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栖息

地、水质、水资源、水环境、

生态系统水生态

综合考虑多种因素适合评价

多属性和多目标的问题

 

采用多层次分析法、多因素分析法等各种评价方式进行分

析,在对其进行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采用

综合指数进行河流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评价,其结果更加可靠

和全面。另外,研究还具有资料来源广泛特点,对河流、湖泊的

生态状况进行较为精确的评价。 

(1)对河流与湖泊健康相关理论进行较为系统探讨,并对其

进行整理与归类。(2)通过对河湖水质、污染水平和生态系统完

整性等多种因素综合分析,归纳出一种切实可行的综合评估河

流和湖泊生态系统完整性的综合指数系统,为河流和湖泊的生

态安全评估奠定基础。 

河湖健康评估应按照科学性和系统性标准,综合客观地进

行评估,并构建完善的评价体系。 

1.2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当前,国内外对河流、湖泊的生态状况进行评估,可归纳为

两种：一种是采用生物法,另一种是综合指标法。该技术主要用

于对水体中鱼类、无脊椎动物、藻类及水生动植物等进行定性

或量化分析,具有较低成本,适合于大型水系及湖泊的健康状况

研究。一种综合性的评价办法,将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社会

的功能的指标都纳入其中。尽管工作量很大,但是这些指标可以

对涉及到江河和湖泊健康的特定问题进行综合评估。 

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遵循以下原则： 

(1)目的性：评估内容要符合评估目的,评估成果才能真实

地体现河流和湖泊的生态环境；(2)重点性：河湖是一个由多种

因子共同作用形成的、具有较大规模开放式生态体系。在进行

研究与评估时,要按照生态学、水力学、土力学、系统论等原则,

根据我国目前生产状况与发展动态,选取能够体现沿岸区生态

系统本质特性的指数；(3)可行性：各项指数应具备物理含义清

晰、资料易于收集、各有其自身含义等特点。使用容易被人们

了解和使用方式来表达,并将其定量。它们优点和缺点应该是显

而易见的,而且是可以比较的,便于技术员使用；(4)兼容性：在

选取过程中,要考虑到河流和湖泊沿岸区规模,既要符合大型岸

滩区评估的需要,也要考虑到中、小型需要；(5)综合性：河湖

生态环境受多种因素制约,需要从多个视角对其进行归类和综

合,从而达到一个独特的、能够全面地体现湖泊和湖泊生态状态

目的。 

研究将丰富河湖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为新时代全国江河湖

泊环境质量评价提出科学依据,并为构建水-湖-河生态文明提

供科技支持。 

2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河流湖泊健康状态与河流湖泊生态环境状态密切相关,评

价方式与河流湖泊生态环境状态密切相关。“生态健康”是一个

广泛应用概念,是指在外界环境影响下,维持其自身结构和功能

动态平衡。以河流和湖泊为研究对象,构建一套较为系统的河流

生态系统。河湖生态环境健康对维持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环

境完整、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河湖

环境质量分析,提出以水环境质量为核心的水环境质量评估方

法。该研究以提高河流和湖泊的生态环境为目标,构建一套以提

高河流、湖泊生态环境为目标评价系统。 

2.1河湖健康评价标准选择原则 

河流湖泊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过程是其 直观体现。通

过监测和评估,可以揭示河湖环境存在问题,对河湖健康状况进

行科学、综合评价,并提出相应保护与修复对策,从而推动河湖

健康发展。 

河湖健康评价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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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性原则：评价方法和程序是正确的,依据数据来源客观,

评价结果能够准确地反映河流和湖泊健康状态。 

实用性原则：该评估方法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和河流管理实

践,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湖泊真正健康状态,也可以为政府和

有关部门开展河流管理和保护工作提供依据。 

可操作性原则：用于评估基本资料应当易于获取和监测。

该评估方法是一种开放式方法,它不仅能够全面地对河流和湖

泊健康状况作出全面评价,而且还可以从河湖“盆”、“水”、生

物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单独进行评估,除了必要指标之外,可以根

据具体情况自行选取。 

2.2河湖健康评价标准的制定 

表2  河湖评价指标体系表 

目标层 标准层 指标层 指标类型

河流健

康

盆

河流纵向连通指数 备选指数

岸线自然状况 必选指数

河岸带宽度指数 备选指数

违规开发利用水域岸线程度 必选指数

水

水量

生态流量/水位满足程度 必选指数

流量过程变异程度 备选指数

水质

水质优劣程度 必选指数

底泥污染状况 备选指数

水体自净能力 必选指数

生物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生物完整性指数 备选指数

鱼类保有指数 必选指数

水鸟状况 备选指数

水生植物群落状况 备选指数

社会服务

功能

防洪达标率 备选指数

供水水量保证程度 备选指数

河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备选指数

岸线利用管理指数 备选指数

通航保证率 备选指数

公众满意度 必选指数

 

河湖生态环境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河湖生态环境质量好坏,

因此,拟采用这两种方法对河流、湖泊、水库等不同类型河流、

湖泊、水库等典型水域开展广泛而深入研究,获得较为全面成

果。然而,目前国内外对其进行的地区内部及跨地区评估研究还

存在较大分歧,结论可信度还需进行检验。为实现国家层面的标

准化,在2010年度,水利部启动河流和湖泊生态环境评估试验。

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聘请全国著名水利科研单位编写《河流

湖泊健康评价指南(试行)》,首次明确该标准指标体系、评分标

准及评分标准。中国现有教育评价制度有国家、省级和地方三

级教育评价制度,各有其自身评价指标。通过对湖泊健康概念、

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权重分配、健康状态分级及健康评价指标

体系共性与差异进行比较。河湖健康状况评估指标建立,是评估

系统前提与核心。将对若干代表性研究及方法进行归纳,对各指

标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采用文献调研、专家论证等方式,在参

考国内外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一种以河湖健康为核心多维评

估指标,以期为国家水资源合理开发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理

论和实践基础见表2。 

3 结论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河湖健康状况研究与归纳,建立一套以

多项指标为基础的河流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创新之处就是

建立更加全面可靠测评体系,并且对测评的结论做详尽分析与

归纳。但是,现有评估模型也存在一定不足,比如没有考虑时空

等因素作用。因此,在今后研究中,应加强实证研究,并将综合指

数法等多种研究手段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断改进和改进河流

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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