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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8年，隶属美国环保局研发办公室(USEPA—ORD)的国家开放研究实验室(NERL)获得资助，开发了
大型(即深水型)溪流及河流生物评价的标准方案。
方案开发的请求来自美国环保局地区办公室的科学家，他们认为各州及部落需要这些方案(我们命名为
大河生物评价方案或者LR—BP)来满足监测及执法的目标。
作为回应，我们针对这些大型流体的生态及逻辑需求，进行了数年的研发，对现有方案进行修改，或
者设计新方案。
我们系统地比较了备选方案并记录下它们的性能特征，同时与地区、州及部落的科学家进行广泛的合
作，确保这些方案不仅在技术上可行，而且在经济上实用。

我们最初的设想是将本文做成研究成果的汇编。
但是，应使用者群体的要求，我们将它拓展成了针对深水型溪流及河流生物评价的综合技术框架。
虽然我们撰写LR-BP时保留了重点关注的，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生物评价方法，其用途和技术方法均
有所不同。
因此，本文的内容体现了LR—BP和其他方案之间的技术关联，并帮助使用者选择最符合项目管理目标
的方案。
另外，我们意识到，在某些情况下，方案需要进行修改；所以，本文提供了一些信息，帮助读者确定
修改后方案的性能特征，以便为这些情况下方案的使用提供依据。

本文的一些地方，突出显示了具体项目所使用的方法，为如何充分开发项目要素提供了示范。
突出显示并非认可或推荐这些项目所使用的方法，这些方法也不应当作为野外应用的唯一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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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美国EPA开发的深水型(不可涉水)河流生物评价系统整合了目前的科研成果并将其规范化。
正如编者在前言所述，如果在适当的情况下使用，每个评价方案都可以提供中肯的、符合成本效益的
信息。
在该指导性文件中，编者系统介绍了深水型河流生物评价的概念、缘起及其应用；还介绍了生物监测
原理、生物数据分析以及报告编写方式等方面的内容。
    《深水型(不可涉水)河流生物评价的概念及方法》译本的出版将十分有助于我们对生物监测与评价
的理解，并从理念、方法上得到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这对于完善我国现行的水体环境监测与评价体系，维持流域水生态系统健康，有效遏制生态退化，促
进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由弗洛特莫斯科、斯特里布林等著，刘录三博士等译。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深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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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