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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江流域：

淡水生态系统健康评估

东江是中国南方4000多万居民的主要水源。虽然该流域的面积相对较

小，但它面临的淡水需求却多样且问题众多。上世纪50年代末，当地

修建了大坝，用于防洪和水力发电，但目前，水资源分配和水质问题

已成为最主要的议题。珠三角的上游农村地区和下游城镇地区之间存

在巨大的社会经济差异，后者的人均GDP要高出至少10倍。这促使产

业进一步向上游转移，同时将土地的利用率最大化，然而二者虽能带

来短期的经济发展，却对水资源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如下游水资源

的水量和水质）构成威胁。

为帮助决策者评估权衡取舍，并确认东江未来的优先发展领域，由

保护国际基金会（简称CI）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简称IUCN)领导的

工作组运用“淡水健康指数（简称FHI）”开展研究。淡水健康指

数综合三个要素（生态系统、淡水生态系统服务和治理）评估流域

的健康状况。通过与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珠江水利委员会的

研究人员合作，专家组对11个主指标和25个子指标进行评估，并赋

予0-100的得分进行衡量与阐释。中央、各省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相关

方，以及工业界、学术界和公民社会为研究 供了相关数据，并协

助确定了优先领域。这是对东江流域的淡水健康状况进行的首次全

面调查，为深入分析或采取政策行动 供了许多有益的见解。

主要成果

• 应将得分最低(56)的“治理与利益相关方”要素作为流域内的优

先领域。决策者需满足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改善水质和适应气

候变化的影响，因此关注基本需求的治理问题是关键的第一步。

• “生态系统活力”的得分为60分，说明该流域的土地、水道和水

生生物的健康状况处于中等水平。由于该流域已高度城市化，而

且经过改造（如修建大坝和水库），所以此分数的 高空间有

限。相反，工作的重点应采取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的模式，确保

分数不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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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系统服务”是三个要素中总分最高(82)的要素，说明该流域目前能充分满足利

益相关方的需求。作为利益相关方最重视的要素，“供水”的得分最高，但减少灾害

（如洪水）和保持水质的服务得分中等。

• 该流域生态系统面临的压力包括流量改变和河道改造，会对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产生

不利影响。本地水质下降，特别是城市污水和城市径流的水质下降，也对水生生物和

供水构成威胁。下游的博罗水文监测站记录的“水质调控”分数最低。

• 土地覆盖目前处于中等健康状态(75)，但枫树坝水库南部上游地区的得分较低，这体

现了农业径流产生的额外压力。同样，“泥沙调控”的得分是73分，虽然利益相关方

并未将它视为主要问题，但新丰江和白盆珠水库上游地区的得分更低，说明水质和库

容面临威胁。

• “执行与遵规”在“治理与利益相关方”要素中的得分最高(60)，但“与水有关的矛

盾”得分(48)抵消了这种优势，因此该子指标为区域内的主要问题。“激励与监管”

的得分也较低(47)，可以通过引入辅助工具（如水文服务的生态补偿）加以改善，相

关方正在考虑进行此项工作。

总结和下一步行动

总之，“生态系统服务”的高分表明，东江流域目前能满足依赖其生存的城乡人口的需

求。“生态系统活力”的低分表明，人们需求的满足是以当地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这种

利弊的平衡目前仍可接受，但该地区的居民未来很可能将要求改善这种情况。鉴于目前

的治理体系，响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气候变化将充满挑战。例如，人们对城市取水点附

近水质的日益关注，体现出流域内的水量和水质监测应更加全面。应确保利益相关方能

更容易地获取这类信息，同时鼓励举办地方和跨省参与的论坛。

为优先解决这些问题，并监测进展情况，我们建议在三年内对流域淡水健康情况进行重

新评估。目前，包括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在内的本地合作伙

伴已掌握计算方法，有能力领导未来的评估。通过研讨会参与首次评估的利益相关方团

体应继续参与评估进程，并 供反馈，同时要扩大这一团体的范围，让地方政府和相关

行业积极加入。

评估过程中发现了了一些在进行后续评估前应填补的数据缺口。虽然地下水不是该流域

的主要水源，但没有关于地下水可用量、使用情况和水质的可靠数据，总体评估就不完

整。虽然东江流域的生物种群不像珠江其他区域那样丰富，但本地生物多样性的监测将

有助于防止更多物种的丧失。改善流域的水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所以资源管理部门的建

议预算与实际拨款之间的差距，对确定财政需求十分有益。

东江流域的利益相关方对探索不同情形影响下的未来变化十分关注。这些情形包括未来

经济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产业向惠州和河源上游地区的转移）和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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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会在该流域产生更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如洪水和干旱）。因此，下一步工作

应该是同利益相关方 绘详细的变量，并为这些情形建模，以评估特定的“生态系统活

力”和“生态系统服务”指标的变化。这有助于利益相关方识别不必要的权衡取舍，以

及可能的协同作用，同时帮助它们开始制定保护东江环境健康的量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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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诚感谢利益相关方论坛的所有参与者就淡水健康指数的试验性应用贡献的宝贵时间和

珍贵意见。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学者为许多指标的计算和结

果的确认 供了专业技术和数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华南项目办事处积极协调这些机

构，并召集了许多优秀的志愿者协助组织两场论坛。

我们还要感谢科学工作组的科学家们的卓越贡献，他们 供了制定淡水健康指数所需的初步概

念和技术指导。

最后，特别感谢专业金融资助机构，没有这些机构的支持，我们无法取得淡水健康指数项目的

成功。感谢冯氏经纶慈善基金有限公司、博雷戈基金会、弗洛拉家族基金会、戈登-贝蒂·摩

尔基金会和喜达屋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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