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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生态目标的确定为基础 通过建立目标参数与径流间的关系计算得到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 其中生态目标由关键期

生态目标和时间变化目标 部分组成 考虑不同功能生态环境需水量间的兼容性 以最高等级为标准确定关键期生态目标 采

用河道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年内时间变化率作为生态环境需水量时间变化目标 海河流域永定河官厅水库下游河道计算中 

以生态 !生产需水矛盾最突出的 月生物繁殖初始时期对流速的要求作为关键期生态目标 根据河道断面实测资料确定目标

参数与径流间的关系 计算结果表明 最小 !适宜以及理想等级年度生态环境需水量分别为 1 ≅   1 ≅   和

1 ≅   分别占河道天然径流量的 1  1 和 1  年内汛期 月及春季生物繁殖期月 ∗ 月需水量需

分别达到年度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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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道是河流生态系统的主体 其基本特点是其

中水体的流动性及相应的时空差异性 从而实现流

域内物质输运以及生物的生存和迁徙 河道生态环

境需水量计算通过分析河道生态系统对径流质 !量

及其时空变化规律的要求 为生态环境保护及科学

配置水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目前关于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的研究已取得较

大进展≈ ∗  其中应用广泛的是水文学和水力学方

法 水文学方法基于河道径流对生态系统重要的基

础性作用 根据简单的水文学指标对河道流量进行

设定 假定恢复 !保持河道内一定规模的来流即可实

现生态系统对径流的需求 ×方法即是一种

典型的水文学方法≈ 方法采用一定经验百分比的

秋 !冬季及春 !夏季年均流量作为相应的生态环境需

水量 水文学方法中流量经验百分比的确定是关键 

在对径流与生物种群分布关系缺乏足够认识的情况

下 参数的确定具有较大的经验性 方法的应用需经

过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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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学方法根据生物栖息地对水力学参数如

宽度 !深度 !流速和湿周等的要求确定相应所需流

量 湿周法及  ≤法等均为典型的水力学方法 

相关方法在澳大利亚 南非等国已得到快速发

展≈ ∗  水文学及水力学方法计算过程简单 目前

多用于流域生态环境需水量初期估算 

近些年来 基于模拟生态系统内物质 !能量循环

的生态模型方法在河流生态系统管理和恢复工作中

得到较广泛地应用 等建立了生态模型模拟

水文学参数与生态系统物质循环间的联系 研究不

同输入参数对生态系统影响 进而分析河道下游湿

地恢复对磷输入的需求 确定恢复湿地生态健康需

保证的输入水量≈ ×等建立了营养物质

初级生产及消耗平衡生态模型≈ 通过引入与流量

相关的水体滞留时间参数 建立了输入流量与生态

系统间的关系 由于目前生态学资料的欠缺及方法

应用的复杂性 生态模型方法在我国的应用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 

本文以确定随时空变化的生态目标为基础 通

过建立生态目标与河道径流间的关系计算得到河道

生态环境需水量 针对目前河道生态系统生态学资

料缺乏 特别是与水文物理过程相对应的生态学资

料非常匮乏的状况 将河道生态系统不同功能随时

间变化的生态目标划分为关键期生态目标和需水量

时间变化目标 部分 计算方法在海河流域永定河

生态环境需水量计算中得到应用 

1  计算方法

生态环境需水量研究考虑生态系统状况与径流

变化间的关系 计算过程包括体现生态系统状况的

生态目标选择 以及目标参数2径流关系确定 个主

要部分 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研究首先确定关键控

制点生态 !环境目标 其后通过建立生态环境目标参

数与径流水质 !水量及相应时空差异间的关系 得到

不同功能生态环境需水量 考虑不同功能及不同空

间生态环境需水量间兼容性 整合得到河道系统整

体生态环境需水量 

111  生态目标

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计算通过保持河道生态系

统水体的流动性及其时空变化 实现河道物质输运 !

生物栖息和迁徙通道的生态功能 计算生态目标主

要体现在 ≠保持河道生态系统基本型态 实现河道

泥沙平衡的泥沙输运水流速度目标 不同时期 !不

同类型水生生物生存水深及水面面积等目标 ≈ 河

道水生生物繁殖水流速度目标 …不同时期河道栖

息地水体温度 !透明度及营养物等水质目标 不同

时期河道下游生态系统的水量及水质目标等 河道

生态系统对径流的要求一方面体现生态系统自身健

康对水位 !水面 !水质等参数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体

现在流域生态系统对河道物质输运和生物迁徙通道

功能的要求 

生态环境需水量生态目标具有功能 !空间及时

间的差异性 其中功能和空间差异性体现在不同结

构的河道内不同类型生物种群对相应物理环境的要

求不同 要求针对不同类型河道提出不同功能的需

水量计算目标 生态目标时间差异性体现在河道水

生生物随年内季节变化对物理环境要求的差异 不

同时期生态环境需水计算目标亦有所不同 

考虑系统化生态学资料的欠缺 目前难于针对

不同功能需水量提出随时间变化的生态目标 本文

将生态目标划分为关键期生态目标和时间变化目标

部分 

11111  关键期生态目标

不同类型生态环境需水量生态目标间存在显著

的兼容性 以最高等级为标准确定河道生态环境需

水量计算目标 可以同时满足不同功能生态环境需

水量要求 

目前流域中下游平原河道 特别是水库下游河

段受到流域水资源开发的影响较大 是生态环境需

水量研究的重点区域 针对河道生态系统水体流动

性基本特征的要求 选择水流流速作为生态环境需

水量计算的目标参数 对实现维持河道生态系统的

基本结构和功能至关重要 

11112  时间变化目标

河道生态系统需水量生态目标的时间差异性显

著 生态系统冬季对水量要求相对较少 相应为水生

生物提供稳定的栖息地 随着季节变化 温度不断升

高 径流量和生物种群分布相应均不断增加 自然状

况下 河道天然径流量变化与生物种群分布间具有

密切的对应关系 目前广泛应用的水文学方法即利

用径流与生态系统间密切的相关关系作为研究基

础 本文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生态目标的时间变化

以保持生态系统自然状况为基础 根据河段典型断

面天然径流量多年平均时间变化确定 时间变化目

标采用各月水量占年度总量的比例表示 

Ρι = Ε
ν

ϕ= 

Ωϕι Ε
ν

ϕ= 

Ωϕ ()

式中 Ρι 表示各月水量比例 下标 ι为月份 . Ω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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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不同 ϕ年度天然径流总量 , Ωϕι表示第 ϕ年 ι月河

道天然径流量 , ν为天然径流量统计年数 

112  生态目标与径流量

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生态目标一般主要体现在

流速或水深 方面 对于断面相对规则的河道可采

用曼宁公式建立流速 !水深与河道径流量间的关系 

进而确定相应关键期生态环境需水量 计算公式如

式 

ϖ =


ν
Ρ/  ι ()

式中 ϖ为河道流速 , Ρ 为水力半径 , ν 为曼宁底床

糙率系数 , ι为河道纵向坡度 对于宽浅型河道 水

力半径可采用平均水深近似计算得到 由此根据河

道流速目标参数可计算得到水深 Η为 

Η =
νϖ

ι

/ 

()

或根据河道水深目标参数可计算得到流速 

ϖ =


ν
Η/  ι ()

假定河道平均水面宽为 Β 可计算得到一定生态目

标条件下的生态环境需水量 Ω为 

Ω = Θ # τ = ϖτ( Η # Β) ()

式中 Θ为流量#  τ为时间 计算关键期以

月份为单位 

生态环境需水量计算 特别是考虑生态目标阈

值情况时 河道断面多为不规则形状 采用简单的曼

宁公式时 其计算优势不存在 并可能会产生较大的

误差 采用河道断面实测目标参数与流量关系或相

对复杂的水动力学模型方法可成为确定关键期生态

环境需水量的主要手段 

113  年内各月生态环境需水量

在计算得到多年平均各月天然径流量比例及关

键期生态环境需水量后 由式可得到生态环境需

水年度总量 

Ω∏ = Ω/ Ρ ()

式中 Ω∏为生态环境需水年度总量  Ω和 Ρ

分别为关键期生态环境需水量和相应占年度总量的

比例 各月生态环境需水量可采用下式计算 

Ωι = Ω∏ # Ρι ()

2  海河流域永定河生态环境需水量

自上世纪 年代以来 在自然因素降水减少

等和人为因素水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利用等的双

重作用下 海河流域内许多河流出现了季节性断流

甚至全年断流 海河流域内湿地由于缺乏水体补充 

面积不断萎缩 流域入海水量锐减 渤海湾的大黄鱼

等优良鱼种已基本消失 生存于河口并在咸淡水混

合区产卵的蟹类生物已经绝迹 河口区生态遭到根

本性破坏 同时由于污染物的过度排放 多数河流水

质问题严重 水量及水质问题已成为目前国内大量

河流生态系统面临的共同威胁 

本文以海河北系永定河官厅水库下游河段为

例 研究相应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 图 给出了永定

河水系主要河道分布状况 永定河上游有桑干河 !洋

河 大支流 两河在河北省怀来县朱官屯汇合后称

永定河 官厅到三家店为官厅山峡 三家店以下为中

下游地区 永定河泛区出口屈家店以下大部分洪水

由永定新河入海 小部分洪水经北运河入海河干流 

图 1  海河流域永定河水系河流分布

ƒ  ⁄∏ √ ≠ √

  √

永定河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为 1 ≅   图

给出了永定河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年内时间分布 

个峰值分别在 月和 月 图 纵坐标表示多年平

均各月径流量占多年平均年径流总量的百分比 

图 2  永定河天然径流量年内变化

ƒ1  √  ∏∏ 

 ≠ √

选择代表性水生生物繁殖期需求作为生态环境

需水量生态目标 我国北方地区河道内淡水鱼类以

鲤 Χψπρι µσ χαρπισ) ,鲫鱼( Χαροσσιυσ αυρατυσ) ,鲢

( Ηψποπητηαι µιχητηψσ µολιτρεξ ) , 草 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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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Χτενοπηαρψνγοδον ιδελλυσ ) , 青 鱼

( Μψλιπηαρψνγοδον πιχευσ)等家鱼为主 繁殖期为 

月到 月间 一方面 繁殖期生物对河道内水温 !流

速 !水深等参数均有相对严格的要求 同时这一时期

也是农业灌溉的关键时期 用水矛盾突出 

本文选择生态系统需水矛盾最突出的 月生物

繁殖初始时期对环境的要求作为关键期生态目标 

同时以河道天然径流时间变化为时间变化目标 可

以综合满足河道生态系统不同功能生态环境需水量

的要求 家鱼繁殖期主要生态目标见表 所示≈ 

表 1  家鱼繁殖期主要生态目标

×  ×  √

 

流速#  水深 温度 ε 水质

1 ∗ 1 1 ∗ 1  ∗  渔业水质标准

  目前海河流域多数河流多处于蓄水断流的状

态 河道内水体流动性对其中淡水鱼类的性腺发育

成熟及产卵特别重要 家鱼卵均为半浮性卵 在静水

条件下会逐渐下沉 落底堆积 导致溶氧不足 而在

水流的作用下受精卵漂浮在水中 流水可提供充足

的溶氧 及时带走胚胎排出的废物 保持水质清新 

达到孵化的目的 以保护河道生态系统水体流动性

的基本特征为目的 考虑生物繁殖对物理环境的要

求 选定流速作为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生态目标计

算参数 目前淡水人工养殖根据产卵场物理环境的

不同对水流流速的要求一般从 1 # 到 1

#  以鱼卵能均匀随水流分布漂浮为原则 生物

对水体流速的要求具有显著的阈值性 计算中目标

参数选定为 1 ∗ 1 #  

永定河生态环境需水量计算以三家店附近河道

为研究区 河道流速与过流断面及水深间相关关系

见图 所示 

图 3  永定河三家店站断面平均流速与平均水深及过水断面

ƒ1  √√   ≥  ≠ √

  三家店断面实测断面流速与过流断面面积及水

深间的关系相对稳定 永定河关键期河道生态环境

需水量计算如表 所示 

表 2  永定河关键期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计算

×  ≤∏ √ ∏

 ≠ √

等级
流速目标

# 

断面面积



流量

# 

月生态环境

需水量 ≅ 

最小 1 1 1 1

适宜 1 1 1 1

理想 1 1 1 1

  根据表 计算得到关键期生态环境需水量及图

给出的河道天然径流量年内时间变化目标 计算

得到永定河各月及全年生态环境需水量表  

3  分析讨论

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主要由天然径流量补充 

其计算结果将为流域水资源科学配置提供依据 表

比较了不同等级生态环境需水量占河道天然径流

量的比例 

永定河河道生态系统最低等级生态环境需水量

表 3  永定河官厅水库以下河段各月不同等级生态环境需水量 ≅ 108

×  ∞√ ∏   ∏√ ≠ √≅ 

等级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总量

最小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适宜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理想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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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河道天然径流量的 1  维持河道生态系统优

良水平的年度需水量占河道天然径流量 1  

图 比较了不同等级生态环境需水年度总量与河道

多年实测年径流量 

表 4  生态环境需水量与天然径流量

×  ∏√√ ∏

年均天然径流量

≅ 

生态环境需水量占径流量的比例 

最小 适宜 理想

1 1 1 1

图 4  永定河年均径流量与年度生态环境需水量

ƒ  ∏√∏√

∏ ≠ √

  不考虑水质影响的条件下 年前河道实际

径流量基本可以满足不同等级生态环境需水量年度

总量的要求 近些年来河道实际径流量明显减少 但

尚可满足最低等级生态环境需水年度总量的要求 

时间变化目标是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生态目标

中的重要部分 图 比较了生态环境需水量年内时

间变化目标与河道不同时期实测径流的年内分配 

图 中纵坐标为各月径流量占年度总量的比例 

世纪  ∗ 年代永定河官厅水库以下河道

径流年内时间变化基本符合生态环境需水量时间变

化目标要求 自 年代以来 径流量年内时间变

化改变明显 表 比较了 年代及 年代河

道关键期径流分布与相应的生态目标 年代河

道  ∗ 月径流量占全年总量的比例达到 1  

结果满足农业灌溉及其他水生生物繁殖的需求 但

汛期  月径流量比例仅为 1  远小于目标

1 的要求 汛期河道泥沙输运的需求无法得到

实现 年代以来径流集中期转移至汛期 月径

流量占全年径流量的 1  结果虽然满足了汛

期对泥沙输运的要求 却无法满足春季河道生态系

    

图 5  永定河径流量年内时间变化与生态环境需水目标

ƒ1  ×√ √∏  ≠ √√

统鱼类等水生生物繁殖栖息地的需求 

表 5  河道关键期径流分布与生态目标 

×  ×√√

√ 

关键期 汛期月 春季生物繁殖期 ∗ 月

生态目标 1 1

 ∗  1 1

 ∗  1 1

  自然条件下 河道天然径流量时间变化与相应

河道生态状况密切相关 在保证生态环境需水年度

总量要求的条件下 径流量年内时间变化自然状态

的改变会造成顾此失彼的状况 保证不同等级生态

环境需水年度总量及其年内随时间的合理分配是实

现不同类型生态目标的基本要求 

本文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计算中 个关键步骤

是生态目标的确定以及生态目标与河道径流量关系

的确定 由于目前相关生态资料的普遍欠缺 采用关

键期生态目标和需水量时间变化目标 部分代替河

道生态系统不同功能随时间变化的生态目标 采用

断面实测目标参数与断面流量关系的方法确定满足

一定条件生态目标的生态环境需水量 研究方法适

用于目前生态资料欠缺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的计

算 对于断面相对规则的河道可采用曼宁公式确定

相应流速 !水深等目标参数与生态环境需水量间的

关系 

研究方法采用单一断面实测资料确定一定范围

期 环   境   科   学



内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 其结果对于断面空间差异

大 断面形状复杂河道的应用有一定的局限性 相应

研究可利用相对复杂的水动力学或生态学模型确定

目标参数与河道径流量的关系 同时对于距离上游

水库较远的河段水量配置尚需考虑河道蒸发及渗漏

需水量的要求 

4  结论

基于生态目标的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计算由生

态目标和目标参数2径流量关系 部分组成 其中生

态目标划分为关键期生态目标和时间变化目标 部

分 关键期生态目标以不同类型生态目标中最高等

级为标准确定 河道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年内时间

变化率作为生态环境需水量时间变化目标 

海河流域永定河官厅水库下游河道最小 !适宜

以及理想等级生态环境需水量分别为 1 ≅ 

 1 ≅   和 1 ≅   分别占河道天

然径流量的 1  1 和 1  年内汛期

月份及生物繁殖期月 ∗ 月需水量需分别达

到年度总量的   

计算方法适用于目前生态资料欠缺河道生态环

境需水量的计算 同时可随着河道生态学资料的不

断积累开展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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