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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态考核水生态考核
聚焦长江流域聚焦长江流域

长 江 流 域 水 生 态 考 核 要 立 足 地 方 实
际 ，引 导 地 方 顺 应 生 态 文 明 理 念 ，循 序 渐
进 地 推 动 工 作 。 南 京 所 副 研 究 员 单 楠 指
出：“我们不是搞无人区。实际上，对违法
的 人 类 活 动 ，要 坚 决 退 出 ；对 合 法 的 人 类
活 动 ，要 进 行 一 些 科 学 的 评 估 。 即 使 是 对
生 态 环 境 有 影 响 的 ，也 不 是‘ 一 刀 切 ’，而
是 尽 可 能 地 采 取 自 然 的 方 式 进 行 一 些 生
态修复。”

“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修复路径，减
少各种人为干扰，通过建设水系联通工程，加
强河湖岸线及栖息地的生态修复，提高水生
生物与生存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信息流过程，
提升水生生物赖以生存空间的质量，促进水
生生物的保护和水生态系统整体恢复，推动
新时期水生态环境保护由水污染防治为主向
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等流域要素系统治
理、统筹推进转变，形成长江流域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新格局。”单楠说。

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指标是怎么制定的？
遥感技术和地面调查相结合，真实、全面掌握环境现状

◆本报记者文雯

“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
孕育了丰富的水生生物资源，水
生生物对特定生态环境具有高度
依赖性。”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
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南京所）生态
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区域生态评
估与修复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王
文林告诉记者，水生生物栖息生
态环境是水生生物赖以生存、繁
衍的空间和环境，能够提供生命
所必需的空间、食物、水源以及庇
护所。

水生生物栖息地的破坏将会
对水生生物资源、湿地生态系统
健康等造成巨大冲击。王文林
说：“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指标中
筛选河湖自然岸线率、水生生物
栖息地人类活动影响指数、水源
涵养区生态系统质量、水体连通
性等水生态环境指标，开展评价
考核，就是为了引导地方合理利
用岸线资源，转变发展方式，提升
区域水源涵养能力，维护水体连
通性，努力降低各种人类活动对
水生生物种群栖息繁殖造成的不
利影响。”

“天眼”监测提供高效手段

“卫星遥感技术在水生态环境指
标的监测评估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
用。”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

（以下简称卫星中心）水生态环境遥
感部流域健康与水生态遥感监测评
估室负责人、正高级工程师王晨告诉
记者，“生态环境指标具备原位性和
区域性特征，如果想要真实、全面地
掌握其状况以及变化情况，就需要开
展全覆盖调查。”基于抽样的传统地
面监测手段很难满足需求，而具备大
区域、全覆盖能力的遥感技术可以实
现河流、湖泊、水库等考核水体全线、
全域监测，使其成为生态环境指标调
查的主要选择。“当前，我国遥感技术
已跨入高空间、高时间、高光谱的新
阶段，多颗高光谱、全谱段卫星陆续
投入使用，为水生态环境指标的监测
提供了保障。”王晨说。

那么，如何利用卫星遥感技术
对这些指标进行监测？

卫星中心水生态环境遥感部首

席专家、正高级工程师殷守敬介绍
说，例如，自然岸线率指标，主要分
为 3 个步骤，第一步是依据相关规
范，确定河湖岸线监测范围；第二步
是利用高空间分辨率的遥感影像，
解译岸线监测范围内的土地利用类
型，结合对自然岸线的判定条件确
认是否属于自然岸线；第三步是计
算自然岸线的长度，进而得到考核
水体的自然岸线率。通过河湖岸线
的现状评价，可针对性地引导地方
优化岸线资源利用，保障岸线生态
功能。

“针对考核水体内的森林、灌丛
和草地，分区分类开展水源涵养区
生态系统质量的监测。”卫星中心自
然生态遥感部生态空间监测评估室
负责人、正高级工程师翟俊告诉记
者：“水源涵养区主要针对陆域生态
破坏问题，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
为系统开展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提
供参考。”

实地调研保证数据真实

“一般来说，水生态环境指标监
测主要包括遥感数据准备和预处
理、遥感解译、地面核查等关键步
骤。同时，对监测全过程需进行质
量控制，保证监测结果的可靠性，做

到全过程可追溯。”南京所生态保护
与修复研究中心生态保护红线监管
研究室主任、高级工程师林乃峰告
诉记者：“水生生物栖息地的变化可
表征人类开发建设活动对水生生物

合理引导地方转变发展方式

栖息地的影响程度，其监测需要结合遥感技
术和地面调查。”

“ 野 外 核 查 是 遥 感 监 测 的 关 键 必 要 环
节。”林乃峰举例说，“对于车辆可以到达的点
位，需要进行现场定位和拍照；但长江上游区
域，例如，四川松潘岷江源国家湿地公园，海
拔高山高路陡，车辆有时难以到达核查点位，
就需要采用无人机航拍来辅助。借助无人机
进行多角度拍照，可通过降低飞行高度或增
大镜头焦距等方式，捕捉人类活动图斑的细
节。”

“我们根据水生态环境的相关情况，分组
赴各地进行调研座谈。”王文林告诉记者，“重
点调研 3 方面的内容，一是哪里是水生生物
的重要栖息生境？二是一些突出的生态环境

破坏的问题有哪些？三是如果让地方政府保
护 修 复 水 生 态 环 境 ，政 府 工 作 的 引 导 性 如
何？”王文林举例说，通过在长江上游的调研，
发现上游建有很多梯级水电站，“这涉及河流
连通性问题，会严重影响洄游鱼类的繁殖。
还有下游的一些岸线是非常重要的生态功能
区，通过调研，我们发现长江下游城市的一些
港口、工业园区的开发影响了岸线的生态环
境。在青海省调研时，我们发现草场退化问
题严重，影响了水源涵养区的生态环境，进而
影响到长江水生态环境质量。”

在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指标制定过程
中，生态环保铁军用脚步丈量出真实数据，用
双手测量出准确数据，用汗水换来对长江流
域水生态环境现状的清晰了解。

◆本报通讯员邹佳伶 记者张林霞

深秋时节，走进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
区的寰宇万象湿地公园，记者看到垂柳、
水杉等绿植遍布两岸，金鱼在清澈的河水
中嬉戏，还有几只白鹭不时飞来，众多游
客在园内游玩。“公园就建在家门口，只要
天气好，我就常和家人一起去散步。”青山
湖区京东镇月坊村村民胡慧云说。

难以想象，几年前，这里污水横流、蚊
虫密集、臭气熏天，市民每次路过都要掩
鼻而行。

它是如何从“臭水沟”变为“城市绿
肺”的？

总投资21.2亿元，实施幸
福渠水系综合整治工程

寰宇万象湿地公园的“华丽转身”与
幸福渠水系的治理密不可分。

幸福渠水系是鄱阳湖水体系统的上游
水系之一，主要位于青山湖区，部分涉及高
新区和青云谱区，由 8条河道组成，分别为
连通河、义坊河、艾溪湖等，水系总长约
23.4公里。湿地公园就在艾溪湖附近。

作为南昌市城东地区内河，幸福渠承

担着湖坊镇、京东镇、罗家镇和昌东工业
区约 35 平方公里范围的供水任务。曾
经 ，幸 福 渠 附 近 的 村 民 在 这 里 洗 衣 、用
水。后来，随着城市发展，幸福渠流域周
边渐渐建起众多小型工厂，生活污水、生
产废水增多，水系污染严重，水质一度达
到劣Ⅴ类。除了工业污染以外，许多养猪
场、养鸡场等导致的污染让污染“雪上加
霜”，幸福渠成了“龙须沟”。

为彻底解决幸福渠水系的污染问题，
2012 年，南昌市正式成立幸福渠流域综
合整治工程领导小组，将水系的整治与区
域整体开发结合起来，做到水系整治与土
地利用、城市规划、城郊地带功能完善相
结合。2015 年，幸福渠水系综合整治工
程正式启动。

“幸福渠水系综合整治工程总投资
21.2 亿元，主要建设内容为 8 条河道的控
源截污、河道整治及绿化工程，截污管总
长 34 公里。”青山湖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
记、局长吴选沅说。

治水治岸并重，6年完成
幸福渠水系8条河道综合治理

幸福渠水系河道长、遍布区域广，治

理 工 程 应 选 择 哪 里 作 为 切
入口？

“当时，艾溪湖的污染问
题 特 别 严 重 ，如 何 治 理 艾 溪
湖上游污染水源成为首要问
题，所以，我们把重点工作放
在邻近艾溪湖的寰宇万象湿
地公园建设上。”幸福渠水系
整治项目副总工程师王世华
表示。

水 体 污 染 的 根 源 在 岸
上。幸福渠水系污染主要来
自畜禽污染、工业污染、生活
污 染 。 针 对 这 一 情 况 ，青 山
湖 区 采 取 一 系 列 措 施 进 行

治理：
将限养区调整为禁养区，累计退出养

殖场 588 家，实现全域范围内畜禽禁养；
采取截污纳管及打击偷排相结合的方式，
整治水系沿线“散乱污”企业 400 余家，关
停 200 余家；全面铺开农村生活污水分散
式处理站建设，先后建成 15 个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站，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分散式处
理全覆盖……

不 仅 是 湿 地 公 园 建 设 ，其 他 河 道
的 治 理 工 作 也 陆 续 推 进 ，取 得 显 著
成效。

2016 年 ，连 通 河 全 面 整 治 完 成 ，引
活水入艾溪湖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17
年 ，幸 福 二 支 河 被 列 入 住 建 部 黑 臭 水
体整治督办项目，青山湖区根据项目实
际 情 况 ，制 定 了“控 源 截 污、清 淤 疏 浚、
生 态 修 复 、引 水 活 化 ”四 大 治 理 措 施 引
来活水，并于当年 12 月 通 过 验收。经过
整 治 ，2020 年 底 ，幸 福 渠 水 系 的 8 条 河
道全部完成综合治理。

“为实现长效管理，我们还将密切关
注水质变化，定期进行水质监测，深入开
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及时查漏补
缺。”青山湖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胡
峻表示。

河长齐抓共管，闭环治理
守好幸福渠水系水质

“之前，我们测出河道水质氨氮数值
还比较高，而新近测出的数值是3.54mg/L，
已经达到正常水体的标准。”一大早，在幸
福渠流域的罗家河附近，民间河长刘浦生
拿着垃圾钳、塑料袋和笔记本一边巡查河
道状况，一边对水质进行抽检。

刘浦生是南昌青赣环境交流中心的
水质监测员，从去年起，他便担任幸福渠
水系流域的“河管家”，对其进行常态化监
督巡查。平日里，他主要对点源和面源污
染以及入河排污口进行排查，每月给青山
湖区河长办提供巡河专报、问题汇总表以
及问题详情表，区河长办根据他提供的问
题线索，再督促属地责任部门进行整改。

“水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
引入多方治水力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
的综合治理格局。我们以河湖长制为抓
手，将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城市管
理和综合执法局等与水环境治理相关的
单位全部纳入河长制湖长制责任体系，
以推进辖区水环境治理工作有效开展。”
青山湖区河湖长制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李
梦蝶说。

去年，青山湖区专门聘请志愿者团队
南昌青赣环境交流中心为辖区民间河长，
形成了民间河长巡查、区河长办整理、行
政河长下令、属地政府整改、区河长办复
查、民间河长验收的闭环式治理模式。

“以前，幸福渠有污染不知向谁反映
问题，现在，每条河道都立了公示牌，标明
河流名称和河长的姓名、监督电话，有了
问题，大家都习惯了找河长。”在罗家河畔
生活了 30多年的陈文萍说。

实施水环境整治项目和“双河湖长制”
以来，幸福渠水系水质稳定保持在地表Ⅳ
类标准，清水潺潺流淌重现，幸福渠名副
其实，给住在这里的人带来了幸福。

图为青山湖区寰宇万象湿地公园。

让幸福渠还幸福于民让幸福渠还幸福于民
南昌对幸福渠水系系统治理南昌对幸福渠水系系统治理、、标本兼治标本兼治

本报讯 近年来，浙江省台州
市生态环境部门以入海排污口监
管为重点，不断强化海洋环境监
管。今年以来，台州市对入海排
污口进行核查，全面查清全市近
岸海域入海排污口底数及分布情
况，建立全市入海排污口名录，形
成权责清晰、监控到位、管理规范
的入海污染物排放监管体系。

根据《全省入海污染源排口
专项排查工作方案》和《台州市入
海污染源排口专项排查工作方
案》，2020 年，台州市就已开展入
海排污口排查工作，初步形成七
大类入海污染源（排口）清单。

台州市生态环境局海洋处副
处长陈旭露表示，去年，台州市生
态环境局按照“有口皆查、应查尽
查”要求，采用卫星遥感、无人机
航测、热红外航测等现代技术，结
合人工现场排查，对全市入海排
污口进行地毯式摸排，基本涵盖
所有常见排污口，在浙江省实现
入海排污口监测溯源全覆盖。

为确保监测工作的准确性和
全面性，台州市生态环境局委托有
经验的第三方技术单位进行入海
排污口的全面监测，运用多种手段，
如人工检查、技术排查和资料核查
等，以及引入无人船等设备，摸清各
类入海排污口污水的排放去向。

“这些技术设备可以获取实
时图像和数据，进行分析和记录，
以便更好地了解污水的源头、排
放情况。”陈旭露介绍，通过溯源
全面摸清各类入海排污口污水排
放去向，形成“一口一档”。

陈旭露表示，为建立健全入
海排污口监管机制，台州市出台

《生态环境局关于入海排污口设
置的备案程序（试行）》，规定适用
范围、分类监管、备案流程等程
序，并深化长效监管，印发实施

《入 海 排 污 口 生 态 环 境 监 管 方
案》，明确核查、监测、整治等监督
管理方式方法。

不仅如此，台州市还开展城
镇集中式排口、修造船企业雨水
口、洗砂厂排口等规范化整治。
推进农污终端达标排放，规范化
整治排口，树立“一口一码”标识
牌，实现“扫一扫”信息可视。

根据排查及核查结果，去年，
台州市保留正常使用排污口 800
个，基本形成科学规范、权责清晰
的入海排污口监管体系。

陈旭露表示，目前，台州市还
存在围海养殖排污口，这类污水
氮磷含量较高，一直没有排放标
准，浙江省正在制定相关标准，接
下来会依据标准进行治理。

谷尚辉 王嘉伊钱慧慧

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报道
山西省太原市日前启动地下水环
境状况调查评估项目。

2022 年 4 月，太原市已编制
完成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项
目实施方案并通过专家评审。按
照工作部署，太原市在 2023 年—
2024 年需完成“太原市地下水环
境状况调查评估”项目，主要包括

“两场”调查项目和“两源”调查项
目两方面工作。

“两场”调查项目指危险废物
处置场和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环境
状况调查评估项目，涉及垃圾填
埋场 4 家，危险废物填埋场 1 家，
计划 2023 年 10 月底完成。调查
单位负责根据方案开展监测井建
设、采样与分析、成果编制等全部
调查工作；市级质控单位负责制
定“两场”市级质控工作方案，构
建质控体系，明确市级质控要求，
对任务承担单位全过程、各环节
开展市级质量控制检查。

“双源”调查项目指污染源和
地下水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调查
评估项目。涉及“千吨万人”以上
集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以及
重点污染源（工业污染源、矿山开
采区、加油站、高尔夫球场、农业
污染源等）的调查工作，覆盖整个

太原市，包含 40 个集中式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地和 229 个污染源，
计划 2024 年 10 月底完成。项目
牵头与成果集成单位对地下水调
查评估过程、质量和结果负总责，
包括实施方案编制、调查报告编
制及全过程内部质量保障与质量
控制，协调其余参与单位工作；钻
探建井单位按照规范进行地下水
监测井钻探、建井工作，编制水文
地质勘察报告；分析测试实验室
根据国家或行业标准方法对地下
水、土壤等样品开展检测工作；市
级质控单位负责“双源”地下水调
查评估工作的市级质量保证与质
量控制工作的组织、指导、监督检
查和评估考核等。制定市级质控
工作方案，构建质控体系，明确市
级质控要求，对任务承担单位全
部环节开展市级质量控制检查，
组织开展密码平行样的实验室比
对工作。

太原市生态监测和科学研究
中心主任冯煜表示，通过地下水
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有利于摸清
地下水环境状况，研判地下水污
染趋势，建立健全地下水污染防
治管理体系，加强地下水污染源
头预防，有效保障地下水饮用水
水源环境安全。

台州全面查清入海排污口底数
形成科学规范权责清晰的监管体系

太原启动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
研判地下水污染趋势，建立健全污染防治管理体系

本报讯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市生态环境局近日发布新修订的
储油库、油罐车和加油站油气排
放控制和限值三项油气地方标
准，这些标准将于 2024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

这三项油气地方标准为《储
油 库 油 气 排 放 控 制 和 限 值 》

（DB11/206—2023）《油罐车油气
排 放 控 制 和 限 值》（DB11/207—
2023）《加油站油气排放控制和限
值》（DB11/208—2023）。北京市
于 2003 年率先在全国发布实施
三项油气地方标准，自标准实施
以来，有效推动了油品储运销行
业 VOCs 全过程管理，油气回收
效率超过 80%，发挥了巨大的减
排效益，本次修订将有助于进一
步削减油气 VOCs排放。

三项油气地方标准主要有以
下变化：

储油库方面：适用范围上，增
加航空煤油管控；控制要求上，增
加油罐车、管道收油密闭控制要
求，调整优化油品储存方式、浮顶
罐运行管理要求，完善管道发油控
制要求；排放限值上，增加企业边
界排放限值、油气处理装置处理效
率；泄漏控制要求上，增加设备与
管线泄漏检测与修复、红外检测等
要求；泄漏检测上，优化 FID 泄漏

检测方法。在全国率先增加储油
库罐顶通气孔排放限值。

油罐车方面：适用范围上，增
加航空煤油管控。油品运输工具
涵盖汽车罐车、铁路罐车，对接储
油库油品装载、运输至加油站销
售全链条 VOCs 管控；控制要求
上，增加铁路罐车油气排放控制
要求；排放限值上，增加油罐车油
气密封点泄漏检测值，促进油罐
车减排及日常监管；泄漏检测上，
增加红外检测、优化 FID 泄漏检
测方法。

加油站方面：控制要求上，完
善加油、储油油气排放控制要求，
调整油气处理装置安装范围和启
动 运 行 压 力 ；排 放 限 值上，调整
A/L、油气处理装置排放和在线监
控系统准确性限值，增加企业边界
排放限值；检测方法上，优化密闭
性、A/L、油气处理装置以及泄漏
检测方法，优化在线监控系统压力
和 A/L 准确性检测方法。泄漏检
测上，增加红外检测、优化 FID 泄
漏检测方法。在全国率先增加加
油枪与胶管残油限值、加油站油气
回收系统兼容性升级等要求。

新修订三项油气地方标准实
施后，北京市生态环境部门将加
强对全市储油库、油罐车、加油站
监管，推动标准有效执行。 夏莉

北京新修订三项油气排放地方标准
明年4月1日实施，进一步削减油气VOCs排放

图为工作人员在湖北荆州开展长江流域采样监测。本报记者邓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