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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河流是水资源、水环境、水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全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连接陆域生
态系统与海洋生态系统的桥梁和纽带。
河流本身又是具有生命的有机体，其所到之处都充满生机。
河流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其功能的正常发挥。
而河流生态安全，则直接影响生态文明建设。
然而，在以往的河流整治活动中，或是建设用地的要求，或是防洪、航运的需要，或是形象壮观的追
求，或是从事河流整治人员的专业局限等诸多人为因素，改变了河流的天然形态，出现了过度“三化
”（河流形态直线化、河道断面规则化、护岸材料硬质化）的河道。
随着人类活动的急剧扩张，河流在一天天走向枯萎，曾经洁净万物的本源惨遭污染，河水不再清澈、
鱼虾不再肥美、环境不再优雅、景色不再宜人，河流功能日益衰弱，健康状况堪忧，迫使人们重新思
考使河流回归自然的可能性。
人们逐渐认识到维持河流生物多样性和河流生命活力的重要性，积极探索河道生态建设的新方法、新
技术，采取各种生态方法和工程技术使受损河流尽可能恢复至近自然状态，发挥其生态服务功能。
为消除人类活动对河流系统的不利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较早开展了河道生态人工修复研究，积
极修建生态河堤，恢复河岸植被。
我国在河道生态修复与建设方面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后期，受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的
影响，开始重视水利工程设计和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对河岸带植被的结构和功能、河道生态护
坡（岸）的理论和技术等方面进行相关研究探索。
2003年，浙江省全面启动了以“水清、流畅、岸绿、景美”为总目标的“万里清水河道建设”工程。
为防止河道建设中出现过度“三化”现象，减少工程建设对生态系统产生的负面影响，浙江省水利厅
和浙江省科技厅先后组织水利、林业、生态、水土保持等领域的专家开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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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组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通过试验研究和示范工程建设，总结提炼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有效
的河道生态建设植物措施应用技术。
为进一步推广应用项目研究成果，满足各地河道生态建设的迫切需要，项目组成员撰写了《河道生态
建设一植物措施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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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应用植物措施进行河道生态建设和水生态修复的图书。
该书全面阐述了植物措施在河道生态建设应用的理论基础，提出了不同类型河道物种选择及植物群落
构建的原则和技术要点，建立了河道植物和河道植物群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推荐了河道生态建设常
用优良植物种类和健康稳定的植物群落模式，并进行了典型案例剖析和植物措施应用效益分析。
    本书可供从事水利和林业生态建设的规划、设计、管理、科研人员学习、应用，也可供大中专院校
师生和从事河道、水库生态建设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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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2章 植物措施应用基本理论与原理2.1 植物措施应用理论基础2.1.2 生态学理论生态学（Ecology
）是研究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生物环境和非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
生物的生存、活动、繁殖需要一定的空间、物质与能量。
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对周围环境某些物理条件和化学成分，如空气、光照、水分、热量
和无机盐类等的特殊需要。
任何生物的生存都不是孤立的：同种个体之间有互助、有竞争；植物、动物、微生物之间也存在复杂
的相生相克关系。
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要，不断改造环境，环境反过来又影响人类。
随着生态学的发展，人们对于河道治理产生了新的观念，认识到水利工程除了要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
外，还需要与生态环境的发展需求相统一。
特别是随着恢复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等分支学科的迅速发展，生态学更多新理论也不断涌现，不仅丰
富了生态学的理论体系，同时许多理论也可作为河道建设的主要理论基础，指导河道生态建设。
1.恢复生态学恢复生态学（Restoration Ecology）是生态学的应用性分支，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并迅速
发展起来。
恢复生态学是一门应用与理论研究紧密结合的科学，生态恢复需要人工干预，恢复过程可能是自然恢
复、逼近原生生态系统或根据人类自己的需要对生态系统进行重建以达到人类的目的（谢运球，2003
）。
恢复生态学是从生态系统层次考虑和解决问题的，是对因社会经济活动导致的退化生态系统、各类废
弃地和废弃水域进行生态治理的科学技术基础（任海、彭少麟，2002）。
生态恢复的最终目的是恢复生态系统的健康、整体性和自我维持能力，并与大的景观融为一体，保护
当地物种多样性，维持或提高经济发展的持续性，通过多种途径为人类和其他生命提供产品和服务（
常磊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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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河道生态建设:植物措施应用技术》是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河道生态建设>>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