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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收集整理了国外和国内、尤其是美国的大型生态修复项目适应性管理案例的相

关资料，重点关注生态适应性管理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和成效，如适应性管理的目标任

务的设计、管理方案的实施、过程的监测、生态系统响应的模拟、管理行动方案的评估、

方案的调整等；分析了开展生态适应性管理的适用条件和影响适应性管理成功实施的因

素；最后对生态适应性管理对我国河流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启示进行了阐述。 

美国生态修复适应性管理从理念到实践走过了 40年的历程，虽然存在挫折、阻碍，

但生态适应性管理的实践探索依然在进行中并不断取得进展。本项目中的案例如美国密

苏里河生态修复项目适应性管理计划、美国加州萨克拉门托-圣华金三角洲计划及适应

性管理、美国格兰峡谷大坝及下游河道的适应性管理、美国佛罗里达州大沼泽综合修复

计划适应性管理都是正在实施适应性管理的生态修复项目，这些项目的实践积累将为我

国河流流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提供借鉴。 

从美国的生态适应性管理案例的经验和进展看，开展生态适应性管理的适用条件包

括：系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系统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可通过技术和机制

的手段，将学习的内容应用到改进管理实践中；管理具有灵活性；利益相关者和决策者

对适应性管理理念和方案的认可等。影响适应性管理成功实施的因素有：人才资源的缺

乏、资金的保障、政府支持的不确定性、法律法规的限制、管理人员的意愿、沟通交流

的效果等。 

中国的适应性管理理念始于 90年代。进入 21世纪，在理论和实践中出现了较多有

益的探索。虽然还没有与美国的格兰峡谷大坝、三角洲计划、密苏里河修复计划这样大

型适应性管理计划和实施项目类似的案例，但是在水资源演变与适应性调控、河川径流

变化与适应性利用等方面都体现出了适应性管理的应用前景。 

随着我国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日益完善，河流流域生态恢复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特别是长江经济带规划提出“不搞大开发、要搞大保护”，长江流域生态修复成为国家

战略。水利行业如何结合国家战略，参与国家流域开发与保护战略决策，促进学科发展，

推进生态修复工程，结合我国实际，国外适应性管理经验值得借鉴。 



1）应用适应性管理理念，推进建立流域生态修复长期计划  

要认识到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河流的生态修复是一

项立足于长远的任务，必须建立适应性管理的理念，在生态修复的过程中不断提升科

学认知。同时也要认识到我国行政体制强执行力的优越性，推动流域生态修复长期规

划计划的实现。 

伴随长江经济带规划的推进，水利科研部门应充分利用科技优势，识别长江流域

生态保护重大问题，提出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生态适应性管理战略决策框架，为国

家长江流域生态修复提出“久久为功”的生态适应性管理战略。避免短期“政绩工程”，

借鉴已有实践经验，建立科学、持久的生态修复战略非常必要。 

2）开展适应性管理支持技术研究 

适应性管理是集技术、管理、政策等领域的认知为一体生态修复工具，科学研究

是其核心支撑，包含生态环境要素监测、生态修复技术、决策支持工具等多方面技术。

我国河流生态保护修复技术需求迫切。近年来围绕水电开发提出了一系列保护和减缓

生态影响措施，目前或效果不佳，或效果难以评估。要认识到目前人类科学认知的不

足，通过研究改进认知、提升保护效果。 

长江流域的生态修复需要科技支撑，如何认识长江流域开发形成的水库群的生态

效应、水库群的生态功能与价值、河库复合生态系统在流域中的作用，提升改善流域

生态系统功能，其中既有流域性保护的科学技术问题，也有某些既有生态保护修复技

术的改善与提升。需要在流域生态适应性管理中研究。 

3）加强生态监测，开发数据挖掘技术，服务生态环境管理 

国外适应性管理过程始终以科学数据为支撑，通过跨学科的专家团队深入研究，

形成决策。而我国开展的水生态修复规划，从概念提出到形成方案，乃至工程的最终

验收，均在短时间内完成，其科学性、可持续性均难以评述，部分原因在于我国生态

保护监测数据的积累还相对薄弱，今后应依托现有水文网，强化生态环境监测，开发

数据挖掘产品，为生态适应性管理的科学性提供基础数据。 

4）加强学科交叉与合作，促进科研、管理、政策的协调性 

适应性管理涉及多个层次强调团队合作。近期应围绕长江经济带规划，发挥水利、

生态、政策等多学科交叉优势，依托国家主要科研院所，建立长江生态保护修复研究

中心，构建流域生态适应性管理框架，为国家决策提供专门化研究团队与人才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