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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主要开展了流域水生态系统及河湖湿地生态修复、地下水动态监测及

治理保护、城乡水环境综合治理技术三方面的研究工作的调研，具体包括水资源

质量与河湖健康标准研究、环境流量核算与适应性管理技术与方案研究、地下水

环境监测、城乡水环境综合治理关键技术、生态清淤等，研究的主要进展如下。 

一、流域水生态系统及河湖湿地生态修复 

（1）水资源质量标准。我国现行的水资源质量标准总体上具有较强的科学

性和实用性。但我国水体类型复杂多样，在全国的尺度上执行同一个标准，其本

身就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复杂性。目前我国的标准存在水质评价方法有待完善、水

质基准研究相对滞后、水环境质量标准与其他标准取值有交叉、未充分考虑我国

不同水系水体特征对标准值的影响等问题。（2）河湖健康评估。相比于国内，国

外河流健康评价具有以下特点：理论基础较为坚实，充分考虑不同地域河流生态

系统的时空分异性，强调进行基于生态分区和水体类型划分；评价尺度一般基于

河段；河流健康内涵基本相同，均基于生态完整性，强调生态完整性对于河流健

康的决定性作用。（3）水功能区达标管理。目前，我国水功能区水质达标评价的

技术文件为《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评价技术方案（修订稿）》。根

据《2016 年中国水资源公报》，2016 年全国评价水功能区 6270 个，满足水域功

能目标的 3682 个，占评价水功能区总数的 58.7%。（4）环境流量。国内外环境

流量研究已经由发展初期的单一的最小流量发展到以“自然水流情势”范式为指

导的新阶段，所提出的环境流量指标体系均是根据本流域自身特点，对自然水流

情势中的指标体系的某种简化。由于流域性或区域性生态恢复或综合管理的需要，

出现了区域性环境流量标准的制定需求；基于所在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的水平，

环境流量管理都在某种程度上开始融入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或直接服务于流域

性生态修复。（5）大型湖库生态保护。以三峡水库和鄱阳湖作为典型湖库调研了

大型湖库生态保护的研究进展。调研了三峡水库水质变化特征及成因、水生态演

化及富营养化成因、重金属污染潜在生态风险评估等。调研了鄱阳湖水文水动力

特征和对江湖及河湖关系变异的响应机制、水文水动力驱动下的鄱阳湖湿地植被



 

 

变化特征及鸟类栖息地和水文水动力驱动下的对底栖动物群落和关键物种。 

二、地下水动态监测及治理保护 

（1）地下水环境监测。目前，我国地下水环境监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地

下水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地下水源和污染源监测网缺乏，难以满足源头预防要

求；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不完善，专业培训亟待开展；地下水环境管理信息

化程度较低，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2）地下水水质状况。从地下水水质现状、

地下水污染成因和地下水污染的防治措施等方面，调研了地下水水质状况的研究

进展。我国地下水水质超标指标主要包括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pH 值、COD、

“三氮”、氯离子、硫酸盐等；地下水污染主要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三、城乡水环境综合治理技术 

（1）城乡水环境综合治理。我国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治水方式单一、雨污分流管网建设滞后、截污不彻底、缺乏补水措施、城市防洪

设计有待提高等。农村水环境综合治理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管理体制不顺畅、对

水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长期性缺乏认识、小流域管理力量单薄、农业源污染较为

分散造成管理难度大、减少水环境污染的农业生产方式难以推广等。（2）生态清

淤。生态清淤的主要内容包括截住外污染源、确定生态清淤的地点和范围、确定

底泥薄层精确清淤深度、生态清淤方式的选择等。国内外在多处湖泊开展了底泥

疏浚工程，如日本手贺沼、中国太湖等。这些疏浚工程在其它措施的配合下，多

数缓解了水域的污染状况。（3）河湖水系连通。河湖水系连通是以水循环物理过

程为基础，伴随化学、生物和人文过程的复杂过程；河湖连通性可维持湿地生态

系统的完整性，同时也影响到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区域分配；河湖连通性的

影响因素包括影响湖泊的形成和河湖的连接通道。 

下一阶段，建议针对以下研究方向开展工作：（1）前瞻性及应用基础研究类，

包括变化条件下流域水环境演化机理、超大型水库富营养化演变机理、地下水环

境演变机理等；（2）关键技术研究类，包括水环境有毒有机物及抗生素监测分析

标准方法、基于水功能区的流域水质目标管理技术、水生态系统调查评估方法与

河湖健康评估标准、生态流量计算标准与水工程生态调度技术、生态水网水质水

量联合调控技术、黑臭及退化水生态系统修复技术、水功能区水质安全风险评估

及应急技术等；（3）软件及产品研发类，包括水环境模型标准化软件、水工程生



 

 

态调度模型软件、河湖生态流量计算软件、鱼类生境评价模拟软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