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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助力辽河保护区生态恢复保护顶层设计助力辽河保护区生态恢复保护
———水专项—水专项““辽河保护区河流健康修复与管理技术集成辽河保护区河流健康修复与管理技术集成””课题进展综述课题进展综述

辽河保护区七星湿地辽河保护区七星湿地

辽河保护区依辽河干流而设，从东、西辽河

交汇处福德店开始到盘锦入海口，全长 538 公

里，总面积 1869.2 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一个为保

护河流而划定的区域，也是河流管理体制机制

创新先行示范区。“划区”以来，辽宁省先后采取

了关停中小污染企业，退耕还河、自然封育以及

恢复湿地等工程及管理措施，极大改善了辽河

干流水质及生态环境。

根 据“ 水 十 条 ”提 出 的 考 核 目 标 ，要 求 到

2020 年辽河等七大重点流域水质优良（达到或

优于Ⅲ类）比例总体达到 70%以上，这对辽河保

护区水生态系统健康维护与保护目标提升提出

了新的技术需求。

国家重大水专项“辽河保护区河流健康修

复与管理技术集成”课题针对此需求，集成了水

专项“十一五”和“十二五”河流治理保护技术，

突破了综合调控关键技术，重点开展了生态资

源资产评估、北方寒冷地区大型季节性河流生

态水保障与时空优化调度、北方寒冷地区大型

流域湿地发育与重建、自然生境恢复与土地利

用空间优化、智慧化综合管理等技术研发与应

用，形成了辽河保护区河流健康修复与管理技

术体系与模式。研究成果可有效支撑辽河流域

水生态环境质量、支撑东北老工业区全面振兴

和高质量发展，为大型河流健康恢复与保护提

供经验借鉴。

辽河保护区干流水资源总量一直较少，时空
分布不均，长期以来大型水库调度主要用于满足
社会和经济用水，修建的水利设施在设计、运用中
较少考虑河流生态用水，使得生活和生产用水挤
占生态用水成为常态，影响了辽河干流生态系统
功能及水生态系统健康。

“十三五”期 间 ，辽 河 干 支 流 水 污 染 物 排 放
步 入 转 折 期 ，污 染 物 总 量 、污 染 物 浓 度 都 在 降
低 ，水 质 有 所 改 善 。 但 水 文 监 测 数 据 显 示 ，干
流 所 有 水 文 断 面 均 不 同 程 度 的 存 在 缺 少 生 态
水的现象，生态流量不足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
彻底解决，成为制约水环境质量深度改善的瓶

颈问题。
针对保护区河流生态流量不足、生态用水保

障标准与监管制度缺失等关键问题，课题组根据
辽河干流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以及社会经济用
水特性，提出了“分区、分期、分类”的生态流量计
算方法与《辽宁省河流生态流量计算导则》，编制
了辽河重要控制断面生态流量与重要水工程下泄
生态基流监测评估制度建议稿，符合辽宁省生态
用水实际，成果将为保障辽河干流（保护区）生态
流量纳入辽宁省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推
行针对北方寒区季节性河流特点的生态流量监管
制度提供技术依据。

针对辽河流域“三生”用水矛盾问题，课题组
开展了北方寒冷地区大型季节性河流生态水保障
工程实证，编制形成了辽河保护区生态水时空优
化调度方案和基于河流廊道功能修复的干流闸坝
调整方案，实证表明，通过生态水时空优化调度方
案实施，保障辽河干流珠尔山、巨流河大桥、盘锦
兴安等重要控制断面在各水期内满足以河流健康
为目标的生态流量要求是可行的。研究成果可为
辽河干支流大型水库调度规则修订提供建议，为
满足辽河干流各主要控制断面生态流量标准创造
条件，进而缓解流域水源不足的紧张局面，退还被
挤占的生态用水。

多形态湿地是生物多样性丰富的重要地区，
承载着生物栖息地、稳定、廊道、缓冲、滞洪、泄洪、
景观服务等多重功能，是珍贵的自然资源，也是重
要的生态系统，具有不可替代的综合功能，是健康
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评价标志。

针对辽河保护区水质保障急需总体设计与调
控、生境恢复成果脆弱、干流缺水现状亟需根本
解决等现实情况，课题组依托“十二五”期间辽
河保护区已构建的湿地网，重点对支流汇入口
湿 地 、牛 轭 湖 湿 地 、坑 塘 湿 地 等 不 同 类 型 的 大
型流域湿地的污染阻控、水生态功能及维护管
理现状进行系统的调查评估，研发了基于提升
大型湿地功能的生态需水保障、湿地水生植物
群落人工诱导更新、定向恢复及其资源化利用
等关键技术，构建了湿地功能提升与稳定化集
成技术体系，可为辽河保护区湿地功能持续提升

提供技术支撑。
针对流域湿地水生态系统生态安全问题，课

题组建立了流域湿地水生态信息系统数据库，识
别了流域湿地水生态系统的主要驱动因子，构建
了基于 PSFR（压力—状态—功能—风险）的北方
大型河流湿地水生态安全诊断与评估模型，准确
了解了湿地生态系统的水生态安全现状和潜在风
险，识别了湿地水生态系统的受损原因、受损程度
及主要风险压力因子，建立了流域湿地水生态安
全预警指标体系，为湿地重建的修复目标与配套
工程提供科学支撑，保证了流域湿地水生态系统
健康稳定发展。

此外，课题组基于国内外大型流域湿地构建
技术，水专项“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流域
湿地恢复与重建关键技术研究成果，在辽河保护
区湿地重建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基础上，总结分析

了不同技术的适用性及其应用效果，系统建立了
一整套针对北方流域典型特征的湿地恢复重建与
功能提升的技术体系，构建了辽河保护区大型流
域湿地恢复与重建技术名片和技术库，集成了湿
地重建与发育演化、湿地生态安全诊断与评估、湿
地植被恢复与资源化利用、湿地生态需水调节与
保障、湿地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等 5 项湿地恢复与
重建核心技术。开展了大型流域湿地恢复与重建
技术的工程实证，依托已实施的东西辽河交汇口
源头区、石佛寺—七星中游区、大张—盘山闸—双
台子下游区典型湿地工程区水生态监测为依据，
综合评估了辽河保护区湿地恢复与重建工程实施
效果与持续健康发展方向。结果表明，目前工程
实证总面积大于 10 万亩，干流河滨带植被覆盖率
≥90％，水生态系统功能显著恢复，生态环境质量
明显改善，生态系统呈良性循环趋势。

河岸带 作 为 河 流 生 态 系 统 与 陆 地 生 态 系
统的过渡带，同时承担着来自陆地与河流两方
面 的 生 态 胁 迫 。 河 岸 带 的 稳 定 性 是 河 流 生 态
系 统 的 前 提 。 生 态 封 育 是 恢 复 天 然 植 被 的 一
项 简 单 、有 效 的 措 施 ，且 在 短 期 内 即 可 取 得 明
显 效 果 。 掌 握 辽 河 保 护 区 河 岸 带 生 境 恢 复 发
展现状，明确影响河岸自然生境恢复的关键因
子，在河流水体生境恢复和河岸带管理中具有
重要意义。

针对辽河保护区河岸带现存的岸坡失稳、外
来物种入侵、植物多样性较低、水土流失与面源污
染严重等生境问题，课题组研发了有效阻控农田
径流氮磷及调节河岸土壤微环境的河岸缓冲功能

提升技术，提出了“河岸稳定功能—缓冲功能提
升—植被多样性改善”的技术链，明确了辽河保护
区河岸带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及土地利用变化对
水生态健康的影响，初步形成了辽河保护区河岸
带自然生境恢复集成技术方案并构建人工导入适
宜物种—“近自然型”河岸稳固—河岸缓冲功能提
升与人工维护管理措施并行的自然生境恢复技
术。技术支撑了保护区干流河岸带退耕（退林）还
河工程以及相关生态控制工程，从福德店到盘锦
入海口 538 公里长、440 平方公里的生态廊道实现
全线贯通，保护区生态环境逐步恢复，生态带格局
基本形成。

针对辽河保护区河岸带自然生境持续恢复难

题，课题组系统集成了“十二五”及国内外有关河
岸功能提升 的 关 键 技 术 和 应 用 成 果 ，通 过 对 技
术 背 景 、技 术 原 理 、技 术 流 程 、技 术 指 标 、技 术
优缺点及应用性进行梳理，提出集河岸带稳定
控 制 — 缓 冲 区 建 设 — 污 染 阻 控 — 植 被 优 化 —
功 能 提 升 为 一 体 的 河 岸 生 境 恢 复 成 套 技 术 体
系；围绕河岸带土壤—生物稳定技术和缓冲带
构建技术两大技术系统筛选出了 100 多项共性
关 键 技 术 ；通 过 分 析 技 术 背 景 、技 术 原理、技术
流程、技术指标、技术优缺点及应用性，构建了近
50 项关键技术的河岸自然生境恢复技术体系，可
为辽河保护区水生态功能提升及我国水生态环境
建设提供参考及科学依据。

辽河“划区设局”后，实施综合管理，建设生态
恢复工程，使其水质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显著恢
复，河流生态已成正向演替。但仍缺乏基于河流
健康与河流管理的集成框架，难以制定全面、科学
的河流管理目标。

针对辽河保护区依然存在干流缺水、支流对
干流污染压力巨大的现状，课题组基于流域一体
化管理原则，突破调控区域局限，研发了辽河保护
区水土保持综合管控技术相关技术，提出了辽河
水系水土流失生态风险评价的方法，构建水土流
失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并依据这个模型进行水土
流失生态风险评估，初步形成辽河保护区水土保
持生态建设的水质、水量综合调控方案。

针对保护区的水环境污染现状，系统分析了
“十一五”以来以及水专项“十二五”期间积累的辽
河保护区水环境水质、水文数据，阐明了保护区水
环境污染时空变化特征，提出了保护区水环境污
染形成机制，构建辽河保护区水环境质量综合预
测与管理技术，制定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改善、
水生态修复综合管控方案。初步完成了四平市水
环境、水生态和水资源分析，依据保护区上游特

点，科学设定规划目标、合理统筹空间和“三水”布
局、凸显绿色发展、突出科技支撑。助力了辽河健
康河流系统恢复，支撑了辽河保护区上游四平市
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可
推进辽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此外，针对辽河保护区水生态系统健康维护
与保护目标提升的技术需求，为实现提升水资源
生态承载力，缓解生态环境压力，增强生态系统调
控能力，课题组全面总结辽河保护区“划区设局”
以来治理与管理的技术成果和工程措施，以健康
河流修复成套技术，辽河保护区健康河流体制、机
制、制度保障体系为重要抓手，集成构建辽河保护
区健康河流修复治理与管理技术体系。

全面、深入分析影响河流健康的评价指标及
各种评价技术指南，提出了辽河保护区健康河流
评价指标及评价技术方法，依据建立的评价方法
进行辽河保护区河流健康评价，诊断出辽河保护
区河流的健康问题，提出辽河保护区河流健康控
制方案，确定了辽河保护区河流健康的管理目标、
策略与机制。在此基础上创新性提出了基于“水
质目标—生态目标—技术目标—技术集成”的辽

河保护区健康河流构建技术模式，支撑保护区水
质与水生态目标的实现，为大型河流健康恢复与
保护提供经验借鉴。

针对辽河保护区健康河流生态修复的技术成
果众多且分散，缺少集中集成总结凝练和系统梳
理的问题，课题组以生态修复技术的整体性为核
心，以技术就绪度、应用示范情况、经济社会效益
分析为重要抓手，进行全面、深入集成，提出了辽
河保护区健康河流修复与管理技术评估体系，构
建了包括技术名称、技术内容、技术适用范围、技
术类型、技术创新性、技术就绪度以及示范工程等
内容的辽河保护区健康河流修复与管理技术库。

在水专项课题组多年科技攻关和地方部门共
同努力下，辽河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提高，生境持续
好转，健康河流的模式初步呈现。形成了一条安
全保障、生态健康的河流生命线，一张错落有致、
自我修复、健康发展的河流湿地生态系统网络，两
处自然和谐的城市生态景观带的辽河保护区健康
河流模式。这将为生态系统的全面改善和修复提
供技术支撑，助力保护区早日实现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的美好愿景。 童克难

辽河保护区生态廊道全线贯通

开展湿地现状调研 在自然封育现场调研采样

辽河保护区干流闸坝

缓解“三生”用水矛盾

支撑水环境持续改善

实现水生态全面修复

助力健康河流综合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