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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紧密围绕当前被广泛关注的河流健康问题，从河流系统角度，归纳总结了河流系统健康的概念、
内涵与特征。
建立了河流健康诊断控制性指标与协作性指标相结合的双层病症诊断指标结构及病因诊断指标结构。
根据系统论原理，建立了基于有序度熵的病症诊断模型和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的病因诊断模型；应
用GIS技术，集成诊断方法、诊断模型和专家知识，开发了基于GIS的多库联动式河流健康智能诊断系
统。
并有效、快速和便捷地对浙江省不同类型的典型河流进行了全面的健康诊断，提出了相应的康复措施
，为河流的科学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

本书可供从事河道建设规划、设计及管理的人员学习、使用，也可供水利、生态、环境等专业的科研
与教学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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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如，李国英指出维持黄河健康牛命就是要维护黄河的生命功能。
河流的生命力主要体现在水资源总量、水流造床术能力、水流挟沙能力、水流自净能力、河道生态维
护能力等方面。
胡春宏等提出维持黄河健康牛命的内涵应包括河道的健康、流域生态环境系统的健康和流域社会经济
发展与人类活动的健康3个方面的内容。
蔡其华指出健康的长江应该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具有足够、优质的水量，供给与维持其
自身的动力，保持河道和河势的基本稳定；在一定的泥沙和污染物质输入以及其他外界干扰下，河流
生态系统能够承受并自行恢复；水体的各项功能正常发挥，能满足人类的合理需求，不致对人类健康
和经济社会的安全发展构成威胁或损害。
胡玲等根据浙江省河流建设与管理的目标将浙江省河流健康内涵界定为：在满足社会发展的合理需求
，维护河流防洪排涝、供水灌溉、交通航运、生态保护、景观休闲等服务功能的前提下，实现“水清
、流畅、岸绿、景美”的目标，保证河流量具有充足的水量，合格的水质，顺畅的水流，多样的群落
，稳定的岸坡，适宜的景观，保持河流自身结构的完整性和生态功能的延续性，实现人水和潴。
这些观点都是针对某一时期内具体河流管理目标的特定河流健康涵义，所定义的河流健康标准具有动
态性和特定性。
 随着河流健康认识的不断深入，对河流健康内涵的研究由特定河流逐渐拓展开来，形成了一些普适性
的概念。
如，刘恒等指出河流健康的基本范畴包括水、土、植物和功能4个方面。
水表现在充足的水量、天然的流态和良好的水质；土表现在河岸和河床条件符合自然、稳定、渐变的
态势；植物表现在沿河动植物，尤其是水生生物保持丰富性和多样性；而功能是指河流健康的社会经
济价值应体现在满足区域和流域生产生活的需要上。
刘晓燕等认为河流健康是人们对河流生命存在状态的描述，是人类对河流向其提供服务的认可程度，
健康的河流是指在河流生命存在前提下，相应时期或相应河段的人类利益与其他生物利益能够取得平
衡的河流，或河流的自然生态功能与社会功能能够取得平衡的河流。
但这些观点对于人类需求表达不明确，反映相对健康的“平衡点”也不好确定，相应的健康标准体现
的只能是一种“社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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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河道生态建设:河流健康诊断技术》可供从事河道建设规划、设计、管理人员学习、应用，也可供水
利、生态、环境等专业的科研与教学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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