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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全国性流域立法、已于 2021 年 3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长江保护法规定：国家鼓励和

支持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等方面的

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生态环境部

等 17 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的《深入打好长江

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方案》明确，开展科技专

项攻关，实施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水资源与

水环境综合治理等重点专项和长江生态环境

保护修复联合研究项目。

2018 年 4 月，生态环境部组建国家长江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以下简称

国家长江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牵头联

合 269 家产学研共建单位，组织 5000 余名专

家驻点长江干流沿线和重要节点 58 个城市进

行跟踪研究。近年来，这些联合研究有哪些

新突破、新发现，推动长江保护修复取得了哪

些成效？

提出 300余项解决办法，
推动 600余项技术成果应用

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长江支流洋水河

从山上蜿蜒而下。就在前些年，洋水河污染

问题严重：流域磷矿资源丰富，因沿线磷矿石

开采企业外排废水和磷化工企业跑冒滴漏，

洋水河水体常年呈乳白色，总磷严重超标。

当地政府曾花大力气开展治理，但治理的综

合性和精准性欠缺。

2018 年 11 月，借着国家长江中心驻点工

作组入驻贵阳的契机，开阳请专家提供技术

指导。4 个多月时间，工作组对洋水河流域进

行详细踏勘，根据污染源解析结果，提出针对

性整改措施。“县里相关部门和乡镇跟着专家

一起实地调研，走遍洋水河沿途，寻找污染

源。”贵阳市第五片区环境监测站站长钟丽

娟说。

贵阳驻点工作组负责人、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研究员关潇介绍，工作组提出“掌握需

求—解析问题—分解任务—集成成果—落地

应用”五步法，在全面调查基础上，甄别总磷

超标成因，找准关键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举

措。“在专家指导下，我们对沙坝土污水处理

站 进 行 提 标 改 造 ，提 高 设 备 自 动 化 控 制 水

平。”贵州开磷有限责任公司安环部环保工程

师缪秋芸介绍。

如今，洋水河出境断面总磷浓度稳定在

0.3 毫克/升以下，水质由劣Ⅴ类提升至达到

水功能要求。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

邹首民表示，建设国家长江中心，以联合研究

支撑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是精准、科学、依

法治污的有力举措，“专家团队下沉一线，驻

点跟踪研究和技术帮扶，真正把论文写在了

祖国大地上。”

针 对 地 方 政 府 和 企 业 在 深 入 打 好 污 染

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中遇到

的痛点、难点问题，58 个城市驻点工作组深

入 调 研 ，研 究 提 出 300 余 项 解 决 办 法 ，推 动

600 余项国家科技重大水专项技术成果在长

江大保护中应用。2022 年，长江流域水质优

良 断 面 比 例 达 到 98.1% ，同 比 上 升 1 个 百 分

点。2020 年以来，长江干流水质连续 3 年保

持Ⅱ类。

分类施策，“一市一策”
驻点跟踪研究，开展科技帮扶

长江绵延万里，横跨东中西部，不同区域

情况千差万别。

“从源头区青海到入海口上海，长江一

路上汇聚了无数河流，涉及面积广、生态环

境问题复杂多样，区域环境问题差异大，提

高治理的针对性和精准性是关键。”国家长

江中心主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海

生表示。

找准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分类施策，“一

市一策”驻点跟踪研究，开展科技帮扶。国家

长江中心副主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宋永会介绍，联合研究一期项目将长江干

支流划分为 15 个片区，既包括嘉陵江、乌江等

主要支流流域，也包括洞庭湖、鄱阳湖、太湖

等湖泊流域，58 个驻点城市分布其中，针对各

片区地理区位、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等特点，

研究提出片区和城市综合解决方案。

在四川省德阳市，驻点工作组与磷化工

企业紧密合作，针对磷石膏堆存污染环境、磷

石膏综合利用率低等问题，从磷石膏产生、过

程污染控制到综合利用进行全过程考虑，形

成磷石膏渣场污染控制、快速稳定化等全过

程成套关键技术；在安徽省安庆市，驻点工作

组为地方“量身定做”黑臭水体治理、石塘湖

水源地综合治理、浅水湖泊生态系统恢复重

建等方案，为地方节约几千万元治理经费，有

效改善了石塘湖、黄湖、大官湖水环境质量；

在浙江省嘉兴市，驻点工作组对南湖生态系

统进行全面调查诊断，深入南湖周边上百条

河流与沟渠采样监测，助力南湖重现秀水泱

泱……

“联合研究聚焦长江流域‘三磷’污染综

合治理、黑臭水体整治、饮用水源保护等专项

行动，围绕国家决策、地方管理、工程实施等

不同层面科技需求，对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

难点问题进行科技帮扶，科研成果得到广泛

应用。”李海生说。

“以科技创新支撑长江大保护，推动高质

量发展，成为越来越多的长江流域相关方的

共识和实践。”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生

态环保部主任徐长义表示，作为国家长江中

心主要共建单位，三峡集团努力发挥长江大

保护骨干主力作用，积极推动科学研究、治理

方案和工程实施有机结合，服务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

联合研究、跟踪研究，帮助
地方解决实际问题

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实现长江流

域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仍然面临着大量科学

问题和技术难题。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在

科学精准识别问题和症结方面仍有差距，部

分区域和领域生态环境问题和治理短板依

然突出，与精准、科学、依法治污要求还有一

定差距。”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长江中心学

术委员会主任曲久辉说。此外，各地区发展

水平和生态环境科技能力差别较大，流域治

理机制创新与制度建设不足，也制约着治理

成效。

曲久辉表示，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长

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科技需求和长江流域

“十四五”水生态考核等重点任务，进一步提

高联合研究的创新性、前瞻性、战略性，强化

水生态完整性评估、水环境风险防控和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等技术研发，大力推进研究成

果转化应用，为长江保护修复提供高水平科

技支撑。

据介绍，目前，联合研究二期项目已经全

面启动，重点包括水生态保护、水风险防控、

水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及绿色发展策略等

方面。

“生态环境领域作为以解决实际问题为

导向、以应用研究为主体的领域，面临着区域

协同治理不够、科学研究与实际需求脱节、成

果转化慢等问题。”李海生说。

李海生介绍，“一市一策”驻点跟踪研究

破解了科学研究、行政管理、污染治理等各自

为战的“孤岛现象”，为解决这些问题起到了

示范作用。

“未来，我们将陆续在其他流域、海域、领

域推广联合研究、‘一市一策’驻点跟踪研究，

组织动员全国生态环境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

基层一线，进一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帮

助地方解决实际问题，以生态环境科技创新

支撑高水平保护，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

发展。”邹首民表示。

5000余名专家驻点58个城市，研究推动长江保护修复

科技护航一江碧水
本报记者 寇江泽

核心阅读

精准、科学、依法治污，离
不 开 有 力 的 科 技 支 撑 。 自
2018年国家长江生态环境保
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组建以
来，5000余名专家驻点长江干
流沿线和重要节点58个城市，
各地各部门联合攻关，一起通
过科技力量护航长江流域生态
环境保护。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本报北京 2月 28日电 （记者张天培）记者从公安部获

悉：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有力保护长江流域生态

环境，公安部组织长江流域 11 省（市）和长江航运公安机关

深入开展打击长江非法采砂犯罪专项行动，向涉砂犯罪活

动持续发起凌厉攻势，2022 年侦破此类案件 270 余起，有效

遏制了长江水域规模性非法采砂犯罪活动。

按照公安部部署要求，沿江各地和长航公安机关紧盯

“改、采、驳、运、销、用”等涉砂重点环节，聚焦组织化、团伙

化、黑恶化非法采砂的重点案件，以及部分重点区域，深挖

隐案积案，依法严惩非法采砂犯罪人员。在 2022 年开展的

专项行动中，公安机关打掉犯罪团伙 90 余个，查扣非法采

砂、运砂船舶 190 余艘，查实涉案江砂 220 余万吨，涉案金额

3.2 亿元，有力震慑了此类犯罪活动，2022 年月均刑事发案

数同比下降 36%。

公安机关严厉打击长江非法采砂犯罪
去年侦破此类案件270余起

本报北京 2月 28日电 （记者李晓晴）记者从水利部获

悉：自《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行动方案》2019 年 1
月印发实施以来，通过实施河湖生态补水和地下水回补，治

理区河湖生态环境加快复苏，2022 年补水河湖有水河长增

至 2284 公里，形成水面面积 736 平方公里，分别为 2018 年

的 2.5 倍和 2.1 倍。2022 年治理区地下水开采量较 2018 年

减少约 40 亿立方米，压减地下水超采量 26.2 亿立方米。

河湖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永定河、潮白河、大清河、南

运河等主要水系先后实现水流全线贯通，永定河连续两年

实现全线通水，白洋淀生态水位保证率达到 100%，京杭大

运河实现百年来首次全线水流贯通，与永定河实现百年

交汇。

调水补水力度加大。2018 年以来，通过引江、引黄等

外流域调水向治理区供水 330 亿立方米，其中 253 亿立方米

用于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水源置换；77 亿立方米用于河湖

生态补水。在永定河、潮白河、白洋淀等 48 条河湖，持续开

展常态化补水和夏季集中补水，累计补水 240 亿立方米。

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根据治理区 3665 眼地下水监测

站点监测数据分析，通过近 5 年治理，与 2018 年相比，京津冀

治理区浅层地下水回升和稳定面积占比达 92%，水位平均回

升 2.25米；深层承压水回升和稳定面积占比达 97%，水位平均

回升 6.72米。治理区约 90%区域初步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节水控水压采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强化重点领域节水

方面，推进农业节水增效，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837 万

亩，加强工业节水减排和城镇节水降损。在严格地下水开

采管控方面，加大地表水置换地下水力度，形成置换能力

23.7 亿立方米，累计关停 27.9 万眼机井。

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成效显著
去年压减地下水超采量26.2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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