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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流或环境水流（Evironmental Flows）概念出现在20世纪下半期的西方国家。
由于人类对河川径流的过度利用或干扰，世界上许多河流在近几十年来出现了空前的健康危机，包括
主槽萎缩、河道断流、水质恶化、生态退化、海水入侵等，不仅影响河流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更直
接影响了人类健康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此严峻背景下，人们提出了环境流、河流健康、人类与
河流和谐相处等理念，其初衷是为无限扩张的人类用水设定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以恢复河流的生态
、自净、水沙输送等自然功能，实现人类利益和其他生物群体利益的平衡、人类近期利益和远期利益
的平衡。
　　由于河流所处的自然和社会背景不同，不同国家对环境流赋予了不同的内涵。
在欧美国家，环境流是为保护水生生物栖息地、恢复和维持河流生态系统健康、保护水质、防止海水
入侵等目的所需要的水量；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认为，环境流是指在用水矛盾突出且水量可
以调控的河流维持其正常生态功能所需要的水量，该水量应能够保证下游地区环境、社会和经济利益
；许多人更把其简单地理解为维持河流在健康状态所需要的水量。
不过，尽管如上多种定义，但现有文献或案例在计算方法上却主要体现在河道内鱼类生态需水和陆域
淡水湿地生态需水方面，尤以鱼类生态需水计算方法居多。
　　在我国，由于河流不仅面临人类活动开发利用水资源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而且还面临河
床淤积、主槽萎缩等更多压力，故环境流的内涵往往更加宽泛，包括生态需水、水质需水和输沙需水
等，其名称也多种多样，如生态环境需水量、生态需水量和环境需水量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河环境流研究>>

内容概要

河流的环境流是指在河流自然功能和社会功能基本均衡或协调发挥的前提下将其河道、水质和水生态
维持在良好状态所需要的河川径流条件，包括流量及其过程、年径流量及关键期水量、径流连续性、
水位和水温等要素。
《黄河环境流研究》分析了黄河兰州以下河段的河道、水质和水生态特点，提出了现阶段健康黄河的
评价指标及其量化标准；分别剖析了影响黄河河道、水质和水生态健康的主要水沙因素和基本满足各
项自然功能要求的径流条件，分析了社会经济用水对黄河自然功能用水的约束，提出了维护黄河健康
所应保障的各重要断面环境流量和环境水量。
　　本书可供从事生态环境需水、河流健康、水资源规划和水量调度、水文水资源、河床演变及水沙
调控等方面研究、规划和管理的科技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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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满足河流生态系统生物群落的繁衍生息需要、维护河流生态功能角度，未受人类排污影响的天
然状态水体水质（Ⅰ类和Ⅱ类）显然是最好的水质。
从研究河流健康角度，良好水质标准的确定主要取决于人们对黄河不同河段水体的功能定位。
　　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水利部于2002年颁布了《中国水功能区划》（试行），沿黄青海、四川
、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和山东等9省（区）人民政府于2002～2007年相继对各省（
区）水功能区划进行了批复。
水功能区划采用两级体系，即一级区划和二级区划。
一级区划是宏观上解决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问题，主要协调地区间用水关系，长远考虑可持续发
展的需求。
一级功能区分为四类，即保护区、保留区、开发利用区和缓冲区。
保护区是指对水资源保护、自然生态及珍稀濒危物种保护有重要意义的水域；保留区是指目前水资源
开发利用程度不高，为今后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而预留的水域；缓冲区是指为协调省（区）际间、
矛盾突出的地区间用水关系，以及在保护区与开发利用区相衔接时，为满足保护区水质要求而划定的
水域；开发利用区主要指具有满足城镇生活、工农业生产、渔业或娱乐等需水要求的区域。
二级区划主要在一级区划的开发利用区进行，主要协调用水部门之间的关系。
分为七类，即饮用水水源区、工业用水区、农业用水区、渔业用水区、景观娱乐用水区、过渡区和排
污控制区。
　　黄河河长5464km，各河段水域使用功能有所不同：①龙羊峡以上河段是黄河的源区，该区地广人
稀，水资源丰富，是黄河主要来水河段之一，区内无工业城市和大型矿区；②龙羊峡一兰州区间为黄
河径流的另一主要产地，区内大部分地区属半农半牧区，有兰州、西宁两座大城市和一些大型电站及
工矿区，黄河是该区城镇生活和工业用水的重要水源，也是工业和生活污水的承泄地。
③兰州一头道拐区间土地与矿产资源丰富，灌溉农业发达，其生活生产用水仰赖黄河过境水供给。
该区间所产生的农灌退水、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均直排黄河。
④头道拐一龙门区间无大型工业城市，但区内煤炭资源丰富，也是引黄人晋工程的水源地。
⑤龙门一花园口区间是晋陕豫三省工农业发展的重点地区，不仅灌区规模大，也是全流域工业最发达
地区，黄河是该区生产生活的重要水源，同时也是人类废污水的接纳者。
⑥花园口以下河段是该区间城镇生活、工业和农业的重要水源，但基本上无污水人黄。
综上分析，黄河龙羊峡以下的大部分河段均同时具备多种使用功能，既是人类生活用水水源地，也是
工农业用水水源地，而且是黄河流域最终的污染物集中地，人河排污和各种取用水交叉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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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河环境流研究》可供从事生态环境需水、河流健康、水资源规划和水量调度、水文水资源、
河床演变及水沙调控等方面研究、规划和管理的科技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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