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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河流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水资源、水环境、水文化的重要载体，承担着供水灌溉、
行洪排涝、交通航运、水产养殖、美化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等诸多功能，在保障社会经济发展、保护
生态环境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
、增长方式、消费方式”。
河流生态安全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
健康的河流系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承担着环境和生态安全的使命，其重要作用已得到了全球的
广泛认同，并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浙江省2003年启动了以“水清、流畅、岸绿、景美”为总目标的“万里清水河道建设”工程。
为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生态治水理念，避免河道建设中出现的过度“三化”　（河流
形态直线化、河道断面规则化、护岸材料硬质化）现象，减少工程建设对生态系统产生的负面影响，
浙江省河道管理总站先后向省水利厅和省科技厅申报立项开展了“河道建设植物措施应用调研”和“
植物措施在‘万里清水河道建设，的应用研究”。
　　为更好地保护河道植物资源，发挥植物在河道生态建设中的作用，浙江省河道管理总站于2004
～2006年组织浙江林学院、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和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等省内一批科技人员，根
据浙江省河道的立地类型和分布特征，先后对全省不同地貌特征的26个县（市、区）河道植物进行了
较为系统的实地调查，累计调查河道144条、典型样地311个，摸清了河道植物种类和植被类型，为今
后的河道生态建设提供良好的植物材料。
　　本书由多年从事水利、林业、水土保持等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共同努力编撰完成，韩玉玲、岳春
雷、李贺鹏统稿。
全书共分7章。
第1章叙述我国及浙江河道的自然概况与特点。
第2章介绍浙江河道植物调查区域、方法，以及资料整理与分析等。
第3章在全面汇总分析浙江河道植物资源调查成果的基础上，编制河道植物名录，总结分析河道植物
特点。
第4章根据植物的主导功能，针对河道生态建设的实际需要，将河道植物划分为水土保持植物、水质
净化植物、观赏美化植物和生态经济植物等四大类，并对其中常见植物的形态特征、生态习性、地理
分布、繁殖方式、主要用途等进行较为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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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河道生态建设：河道植物资源》针对河道生态建设的实际需要，根据浙江河道植物资源调查成
果，编制了浙江河道植物名录，对常见河道植物的生态生物学特性进行了详细介绍。
归纳了浙江河道有害植物种类，并对其特点、危害方式、防治方法等进行了总结叙述。
提出了河道植被类型的分类方法，分析不同河道植被类型的特点。
最后综合阐述了河道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思路和对策。
　　《河道生态建设：河道植物资源》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实用性强，可供从事水利与林业生态建
设的规划、设计、管理、科研人员和广大生态环境保护者与植物爱好者学习和应用，也可供从事河道
生态建设的乡镇技术人员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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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浙江河道植物调研方法　　2.1　调查区域　　根据浙江省河道分布情况，考虑总体的立
地类型，将全省的县（市、区）划分成4大类型，即平原区县（市、区）、山区县（市、区）、丘陵
区县（市、区）和沿海区县（市、区）。
按照各类县（市、区）在全省县（市、区）总数中的比例确定河道调查每类县（市、区）选择的个数
和地点。
经研究分析，确定26个县（市、区）为重点调查区（见附图：浙江省河道植物资源调查区域图）。
平原县（市、区）6个，为海宁市、嘉善县、上虞市、绍兴县、南浔区、长兴县；丘陵区县（市、区
）8个，为富阳市、桐庐县、永康市、义乌市、金东区、兰溪市、嵊州市、安吉县；山区县（市、区
）6个，为临安市、常山县、莲都区、龙泉市、永嘉县、天台县；沿海县（市、区）6个，为温岭市、
三门县、慈溪市、岱山县、镇海区、瑞安市。
　　2.2　调查内容　　对浙江省26个重点调查区所属的河道名称、河道类型、河道功能、河道整治现
状和历史、河道基质类型、河水水质、河床淤积情况、植被覆盖状况、植被类型、群落的植物种类组
成、群落总体评价（水土保持能力、景观效果、群落自我稳定性等）以及该群落对河道建设的主要功
能是否合适等24项内容进行详细调查。
对样地中的重要植物种类，以种为单位调查，包括样地地点、植物名称、来源、所处物候期、生物生
态学特性、在群落中所占的地位、对河道生态环境所起的主要作用、经济价值等16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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