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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河溪退化已被公认是一个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我国有近2/3的河溪受到不同程度的人类活动干扰，北京地区河溪状况更令人担忧。
随着国民环境意识、生态观念的增强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退化河溪生态系统进行生态修复或
自然修复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传统河溪治理工程的重点是河溪输水的经济性，核心是工程的安全性和耐久性，技术模式则为裁弯取
直、断面均一化、渠道化，不仅忽视了治理工程对生物及其生态环境的影响，而且未考虑到河溪也是
具有生命化的生态系统。
其结果使河溪自然特征逐渐消失、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服务功能降低、河溪自净化和自我恢复能力
降低、河溪水体污染加重。
如何评价河溪现状、恢复河溪生态系统功能，是当前亟待解决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河溪近自然评价是以对河溪生态系统的分析为基础的。
通过提取河溪生态系统中的本质特征，在充分考虑科学家、水行政管理者以及普通公众之间对河溪功
能知觉差异的基础上，对河溪生态系统的现状、治理及其效应进行评价。
因此，河溪近自然评价是河溪整治方案制定与选择的重要依据。
有关河溪生态系统评价已经在很多国家展开，国内外已有多个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但北京郊区河溪
生态系统具有其特殊的生态地貌特征，应用已有的河溪生态评价模型所取得的结果，往往与实际情况
有较大的差异，从而影响到河溪近自然治理技术措施方案的制定。
　　本书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河溪的结构决定功能的理念出发，提出了河溪生态系统的四
维空间结构与其不同的社会功能。
在河溪连续体理论与生态恢复理论的基础上，诠释了河溪近自然治理的概念及内涵，阐述了目前国内
外在河溪近自然评价、河溪近自然治理技术以及措施实施后期管理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通过分析北京河溪整治中所存在的问题，明确了河溪近自然评价的思路与程序。
从景观生态学、水文学、地貌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河溪近自然治理的原则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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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河溪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从基本概念到基本理论，从技术方法到环境效应，系统地诠释了河
溪近自然评价的理论、方法、应用。
全书共10章，重点论述了河溪近自然评价的内涵、河溪近自然治理的理论与技术以及在北京郊区河溪
生态整治中的应用。
    本书适用于从事水土保持、水利工程、生态规划、环境管理等专业的科研人员与教学人员阅读，也
适合于从事河道管理、生态环境建设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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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2.1黄河健康评价指标　　2003年10月，李国英在首届黄河国际论坛上提出将“维持河流健康生
命”作为第二届黄河国际论坛的主题，针对黄河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治河新
理念，以“堤防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污染不超标，河床不抬高”作为体现终极目标的4个主要标志
。
黄河水利委员会（2005）结合黄河自身的特点，提出了“不断流、不溃堤、不抬高、不退化”并包含
黄河下游排洪输沙功能、宁蒙河段排洪输沙功能、水环境功能、生态功能4个准则层等内容的黄河健
康生命科学内涵、指标体系和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关键途径。
胡春宏（2008）对黄河下游河道的健康状况进行了评价。
运用层次分析法，从24个指标中筛选出10个关键指标，并最终根据河道的功能选取了河型稳定性指数
、宽深比指数、平滩流量满足率等8个指标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将河流健康分为健康、亚健康、中等、亚病态、病态5个健康等级，并分别量化为5、4、3、2、1刘晓
燕等（2005）从河流生命和河流健康的本质出发，通过分析黄河自身、人类和河流生态系统的生存需
要，认为连续的河川径流、通畅安全的水沙通道、良好的水质、良性运行的河流生态和一定的供水能
力是现阶段黄河健康生命的标志，提倡用低限流量、平摊流量、湿地面积等9个指示性因子具体表达
健康黄河的标志，构建了黄河健康生命的指标体系，并给出了这些因子在未来相同阶段的量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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