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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永定河是京津冀晋地区重
要的水源涵养区、生态屏障和
生态廊道，更是北京的母亲河。

日前，永定河2023年春季
生态补水全面启动。近年来，
北京在永定河相关河段探索大
流量脉冲泄水试验、科学实施
生态补水，打通萎缩河道，力争
逐步将永定河恢复成“流动的
河、绿色的河、清洁的河、安全
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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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 2月 13日电 （记者朱磊）近日，江西省出台

《江西省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方案》，提出将深入开展新污染

物治理，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工作方案》提出了“筛、评、控、禁、减、治”的总体工

作思路，化工、农药、医药等重点行业将率先开展治理试

点工程。从分类治理方面，江西省提出了全面加强对新

化学物质、抗生素类药品、农药等实施严格管理的任务要

求；从全过程环境风险管控方面，提出了源头淘汰或限用

以及严控产品质量、过程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末端协同

治理和加强含特定新污染物废物的收集利用处置等方面

的具体措施要求。

江西深入开展新污染物治理

2 月 10 日，永定河上游的山西大同册田

水库开闸放水，标志着永定河 2023 年春季生

态补水全面启动。根据水利部 2023 年度永

定河水量调度计划，今年将分春秋两季向永

定河生态补水 7.35 亿立方米，力争实现永定

河全年全线有水。

时光回溯到去年底，卢沟桥上游 980 米

处，卢沟桥拦河闸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结束向

永定河平原南段补水任务。自去年 4 月 15 日

起，卢沟桥拦河闸开始向永定河平原南段补

水，年度补水持续 222 天，累计补水 2.57 亿立

方米，永定河流动时间达 7 个月，并首次实现

年度内两次贯通入海。

实施生态补水，探索
“以水开路、用水引路”新
模式

18 孔的卢沟桥拦河闸，犹如一条长龙横

跨在永定河之上。

去年 5 月 18 日，随着永定河管理处分洪

枢纽管理所所长白建华的指令，卢沟桥拦河

闸开启 8 孔闸门，流量从 40 立方米/秒提升至

380 立方米/秒，1 小时后再提升至 500 立方

米/秒，奔涌的河水泛起层层浪花，欢快地朝

下游奔去。“这是卢沟桥拦河闸建成至今第一

次迎来 500 立方米/秒的过水流量，这将对打

通下游已萎缩的河道、恢复河流功能发挥积

极作用。”白建华介绍。

1998 年，从河海大学水利专业毕业的白

建华，来到永定河管理处工作。但令人遗憾

的是，在他来之前，1996 年永定河三家店拦

河闸以下就全年断流了。这些年，作为一个

与永定河打了 20 多年交道的水务人，白建华

一直盼望着永定河早日恢复成为“流动的河、

绿色的河、清洁的河、安全的河”。

“永定河原来的流域面积比现在要大得

多。”白建华告诉记者。然而，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以来，永定河上游天然径流逐渐减少，下

游河段出现不同程度干涸断流，到 90 年代出

现全年断流，河床沙化。

2017 年以来，水利部不断强化永定河流

域水资源统一调度，实现当地水、引黄水、引

江水和再生水“四水统筹”，集中开展向永定

河生态补水。数据显示，通过生态水量调度，

永定河 2022 年实现全线通水 123 天，超额完

成全年通水 3 个月的年度调度目标，全年补

水量、全线通水时长，均达到近年之最。

探索大流量脉冲试验，
优化永定河河道形态

浩浩汤汤的来水从卢沟桥拦河闸倾泻而

下，无人机盘旋在上空，拍摄生态补水过程中

的流势。随着 500 立方米/秒大流量脉冲试

验开始，一大早，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工

作人员就兵分三路，分别前往卢沟桥拦河闸、

燕化管架桥和京良路，实时监测补水过程中

的水流流势和关键节点的冲刷情况。

重塑永定河河道，需要实现“以自然之势

重塑河流形态”。然而，历史上永定河迁徙无

常、摇摆不定，如何确定自然河道的参照对

象？如何选择合适的流量来塑造河流形态？

这些都是永定河生态修复亟待解决的问题。

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李其军告

诉记者：“我们对 1933 年的实测地形资料和

1967 年的遥感影像进行了详细分析。 1933
年 平 原 南 段 河 槽 呈 辫 状 河 道 ，河 槽 宽 度 64
米 —715 米 ；1967 年 河 槽 呈 微 弯 型 河 道 ，宽

度 为 20 米 —323 米。上述两个典型年份的

河流形态特征，成为我们重塑永定河近自然

河道形态的重要历史参照。”

造床流量对塑造河流形态具有重要作

用，究竟采用多大流量来重塑河道，国内外并

没有统一标准，需要在实际中不断摸索。“我

们结合平原南段水沙模型，分析了一年、两

年、三年和五年一遇来水条件河流横向变形、

纵向冲淤积变化特征，确定了永定河平原南

段造床流量为三至五年一遇的洪峰流量，相

应河型即使在十年一遇洪水条件下也能保持

总体稳定，这个流量对于重塑河型是最合适

的。”李其军说。

2020 年，永定河首次采用三年一遇的洪

峰流量开展脉冲试验，监测显示，当卢沟桥拦

河闸流量增加至 380 立方米/秒时，下游砂质

河床段流量达 80 立方米/秒，起到明显的“拉

河槽”作用，河槽陡直塌岸形态初步显现。李

其军表示：“2022 年我们尝试加大流量，首次

实施 500 立方米/秒的流量开展脉冲试验，这

个流量大于三年一遇洪峰，但小于五年一遇

的洪峰，有助于进一步优化河道形态，稳定并

定型永定河河道。”

精准实施生态补水，
永定河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实施生态补水并开展脉冲试验，听起来

似乎并不是特别困难，事实上并非如此。

从官厅水库至三家店，流域内高山连绵

起伏，河水随山曲折回环，短短百余公里的山

峡段，落差高达 340 米。永定河经过三家店

后，地势平坦、流速骤降，大量泥沙淤积。“永

定河北京段长约 170 公里，沿河有三座水库、

两个水电站、四个大型拦河闸坝，跨河道桥、

穿河管线等涉河设施名目繁多，河流下垫面

条 件 异 常 复 杂 ，生 态 补 水 调 度 控 制 难 度 极

大。”北京市水资源调度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

王俊文介绍。

2019 年，北京市水务部门在开展永定河

生态补水时发现，平原段下垫面条件极差，纵

断面呈锯齿状，地下水严重超采，沿线分布着

大大小小 10 多处砂坑，水路不通和高渗漏往

往会导致在计算平原段水头行进时间和距离

时出现偏差。

“以脉冲泄水试验为例，我们既要精准算

水量账，保障有足够水量和强度完成试验，还

要精细算过程成本账，充分考虑沿河人员和

工程安全。”王俊文说，需要反复验算水头行

进时间，精确到分钟，中间要调度山峡段的珠

窝水库、落坡岭水库，还要通过不同通道错时

放流，保障全时段通水，避免山峡河道出现流

量叠加，淹没沿河村庄、跨河道桥，同时还要

为各级水务部门安排巡查力量精准布控提供

技术支撑。

经过多方努力，永定河地下水水位持续

回升、地表水水质明显改善、生态环境持续向

好。王俊文介绍，与生态补水前比，截至去年

7 月，陈家庄至卢沟桥河段沿线 3 公里内地下

水水位平均回升 1.94 米。另一方面，补水有

助于激发河道固有的功能、修复多年受损的

生态环境。

技术评估结果显示，2022 年春季全线通

水期间，永定河官厅水库至屈家店河段生态

水面面积约 26 平方公里，较全线通水前增幅

近 20%，部分河段增幅达 45%；干流水质总体

稳定，部分河段水质提升，通水末期官厅水库

以下水质类别为Ⅱ—Ⅲ类的监测断面占比

71.4%；生物种群和数量也不断增加。

“ 自 2020 年 永 定 河 开 展 补 水 和 脉 冲 试

验 以 来 ，我 们 就 着 手 进 行 生 态 效 益 调 查 分

析。从监测情况来看，有水河段生态状况持

续改善，陆续发现了麦穗鱼、翘嘴鲌及黄黝

鱼等多种鱼类；平原南段首次发现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鹳等鸟类，这说明永定

河补水产生的生态效益越来越显著。”李其

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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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永定河北京丰台段的湿地

生态系统（摄于 2022 年 7 月）。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其中提出加大草原保护修

复力度。草原是我国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发挥着防

风固沙、涵养水源、固碳释氧、调节气候等重要生态

功能。

呼伦贝尔草原、鄂尔多斯草原、伊犁草原……我国

有草原约 60 亿亩，面积大、分布广、类型多。放眼各

地，我国草原类型足有 18 个大类，除由水热条件决定

的干热稀树草原、热性灌草丛、热性草丛、暖性灌草丛

等地带性草原外，局部山地还分布有山地草甸，低洼地

区或海岸带附近分布着低地草甸、沼泽草甸等非地带

性草原。草原类型不同，气候特点、降水量、蒸发量、常

见动植物有明显差异，共同塑造了我国草原的独特多

样性。

你知道吗？我国的草原植物达 1.5 万多种，比森林

植物和湿地植物种类的总和还要多。草原动物的种类

与湿地动物相近，多于森林动物。这些草原动植物物

种组成了巨大的种质资源库，为粮食作物、蔬菜、药用

植物、家畜等培育改良提供了优良的种质资源。同时，

草原微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据不完全统计，1 平方

米的土壤中，可能有几十万个微生物在生长，这些微生

物为动植物的生长塑造了良好的环境。

有句歌词“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侧面唱出了草原多

样性的作用。我们的衣食住行、生活质量，都与草原密

不可分。草原生态系统通过生物多样性，发挥着支持、

供给、调节等服务功能：土壤形成、水文、生物代谢化学

循环以及其他生态学过程，都是由草原生物多样性参与

和支撑的；草原持续为我们供应大量动物产品（畜产品）

和植物产品（食品、药品等），河流和湖泊的淡水也有赖

于草原涵养水源的功能；草原上的植物通过蒸腾作用、

光合作用，降温、调节气候，还可以配合土壤发挥调蓄

作用。

尽管我国草原生物多样性丰富，但部分地区仍会

面临过度开发、严重过牧等问题。曾经，面积萎缩、草

原退化、家畜超载等，让草原不堪重负。为了扭转这一

局面，我国开展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让草原生态持续

恢复，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

草原区本身就是生态脆弱区，草原生态保护需要

持续推进。让我们付出更大努力，一起为草原生物多

样性保护贡献力量。

（作者为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本报

记者常钦采访整理）

下图：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摄于 2022 年 6 月）。

李 飞摄（影像中国）

草原多样性
“多”在哪里

董世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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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动植物物种组成了巨
大的种质资源库，为粮食作物、
蔬菜等培育改良提供了优良的
种质资源

本报昆明 2月 13日电 （记者李茂颖）云南省水利厅日

前印发《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入 湖 河 道 综 合 治 理 规 划》，

拟 实 施 工 程 项 目 152 个 ，投 资 82.91 亿 元 ，对 九 大 高 原 湖

泊的 124 条主要入湖河道、6 条主要出湖河道采取工程治

理措施。

《规划》以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为目标，从明确

入湖河道管理范围、完善防洪薄弱环节、保障入湖清水量、

提升入湖水质、改善水环境面貌、修复水生态系统等方面进

行全面系统规划，分湖泊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理目标任务，并

从水域岸线管理保护、防洪治理、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保护

与修复、水环境监测等方面提出工程治理措施。

云南规划九大高原湖泊入湖河道治理

永定河流域示意图。

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供图

数据来源：水利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