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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湟水流域水生态现状和保护与修复措施，加强湟水流域水生态保护，维持黄河尤其是黄河上游流域及

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生态安全。湟水干流、大通河梯级开发集中，河流纵向连通性遭到严重破
坏，且大部分水电站是引水式小水电站，枯水期水电站下游河道脱流现象严重，河流水流连续性及横向连通性遭

到破坏，河流生态功能严重下降。根据国家及黄河流域对湟水流域生态保护定位及要求，在湟水流域水生态状况

评价及问题识别的基础上，明确各区域（河段）水生态保护目标，提出了湟水上中下游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总体布

局、重要断面生态需水指标及保障措施和重要湿地、重要鱼类栖息地等保护与修复措施体系。

关键词：湟水；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湿地；鱼类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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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湟水流域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生态过渡
带，位于我国“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青藏

高原和黄土高原－川滇两生态屏障及北方防沙带之
间，生境类型多样、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地位十分重

要。随着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水土、水电资源的

不合理开发利用，水生态保护问题日益严重。加强

湟水流域水生态保护，维护河流健康，保持水生态平

衡，对维持黄河尤其是黄河上游流域及青藏高原和

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１　湟水流域水生态现状调查与评价

１．１　河流生态状况
湟水流域范围见图１。湟水流域水能资源较为

丰富，湟水干流已建、在建水电站３１座，大通河已
建、在建水电站３３座。根据河流纵向连通性评价标
准（朱党生等，２０１０），湟水干流平均每 １００ｋｍ有
８３座水电站，河流纵向连通性评价为劣；大通河干
流平均每１００ｋｍ有５．９座水电站，河流连通性评价
为劣。湟水干流、大通河梯级开发集中，河流纵向连

通性遭到严重破坏，且大部分水电站是引水式小水

电站，电站在运行、管理中，没有充分考虑河流生态

流量，枯水期水电站下游河道脱流现象严重，河流水

流连续性及横向连通性遭到破坏，河流生态功能严

重下降。密集水电站群建设对河流生态系统及其相

邻河岸带生态系统产生了严重胁迫效应，河流水文、

地貌形态、生物栖息地等发生较大改变，河流廊道生

态功能严重退化，珍稀濒危鱼类栖息地严重萎缩，河

谷生态系统及沿岸景观遭到破坏。

１．２　河流水质状况
对湟水流域３６个水功能区进行水质达标评价，

评价河长１６４６．７ｋｍ。其中，达标水功能区２５个，
个数达标率６９．４％；不达标水功能区１１个，主要分
布在湟水新宁桥以下河段、北川河朝阳以下河段、南

川河西宁城区段、沙塘川沙塘川桥以下河段等。污

染最严重的是南川河六一桥至南川河口段及北川河

朝阳河段，其中，南川河六一桥至南川河口段水质为

劣Ⅴ类，ＢＯＤ５超标２．６５倍、氨氮超标４．６５倍；北川
河朝阳河段水质为劣Ⅴ类，ＢＯＤ５超标３．７５倍、氨氮
超标３．６２倍；其他超标河段如湟水干流西宁至民和
段、沙塘川桥附近河段的水质为Ⅳ类～劣Ⅴ类，超标
倍数小于 １。总体来看，湟水西宁以下河段，北川
河、南川河西宁河段是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的重点

区域。

１．３　重要保护鱼类及生境状况
１．３．１　重要保护鱼类及分布　根据以往调查及研
究成果，湟水水系共有鱼类２９种，其中湟水干流有
鱼类１９种，大通河有鱼类８种。在２９种鱼类中，土
著鱼类１４种，外来鱼类１５种。根据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
调查，湟水干流共捕获鱼类１０种，其中珍稀濒危鱼
类２种、地方保护鱼类５种，主要分布于源头至西宁
及民和至入湟口河段；大通河共捕获鱼类７种，其中



珍稀濒危鱼类３种、地方保护鱼类６种，主要分布于
源区和上中游河段。湟水干流、大通河重要鱼类及

分布详见表１。

图１　湟水流域范围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Ｈｕａｎｇｓｈｕｉ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表１　湟水干流、大通河重要保护鱼类及分布
Ｔａｂ．１　Ｌｉｓｔ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ＨｕａｎｇｓｈｕｉａｎｄＤａｔｏｎｇＲｉｖｅｒｓ

分布河段／

保护意义

黄河

雅罗鱼

刺

?

厚唇裸

重唇鱼

花斑

裸鲤

黄河裸

裂尻鱼

极边扁

咽齿鱼

拟硬刺

高原鳅

硬刺

高原鳅

斯氏

高原鳅

黄河

高原鳅

拟鲶

高原鳅

粗壮

高原鳅

东方

高原鳅

大通河
源区 ＋ ＋ ＋
中上游 ＋ ＋ ＋ △ ＋ ＋ △ △

湟

水

干

流

湟源 ＋ ＋ ＋ ＋ ＋ ＋ △
西宁 △ △ △ ＋ ＋ ＋ ＋ ＋ △
平安 △ △ △ ＋ ＋ △ △
乐都 △ △ △ ＋ ＋ △ △
民和 △ △ △ ＋ ＋ ＋ ＋ △

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 ★ ★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 ★ ★ ★
青海省重点保护鱼类 ★ ★ ★ ★ ★

甘肃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 ★ ★ ★ ★ ★ ★
黄河特有鱼类 ★ ★ ★ ★ ★ ★ ★

　　注：“＋”表示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期间捕获到；“△”表示未捕获到，为资料记录；“★”表示有保护意义。

Ｎｏｔ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ａｓｎｏ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２０１０ｂｕｔ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ｉｎｄａｔ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

１．３．２　鱼类栖息地状况　据调查，湟水源头至海晏
水质较好，无水电站建设，保留了原有鱼类栖息地；

海晏至西宁河段水电开发程度高，鱼类生境条件发

生了较大变化；西宁以下河段水质较差，再加上水电

梯级开发，鱼类生境条件受到严重破坏，其中民和以

下河段分布有土著鱼类栖息地。

大通河源头至武松塔拉，天然河道较长，保留了

原有鱼类栖息地；武松塔拉至仙米河段，鱼类生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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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因大坝阻隔、水文情势变化等发生了一定变化，土

著鱼类种类和数量减少；仙米至入湟口，梯级开发集

中，形成了多个长距离的减脱水河段，加上闸坝阻隔

等影响，土著保护鱼类生境遭到严重破坏，但其中仙

米至天堂寺河段还分布有土著鱼类及濒危鱼类栖息

地。

１．４　湿地状况及演变规律
湟水流域湿地是黄河流域湿地重要分布区之

一，具有重要水源涵养功能。２００９年湟水流域湿地
面积约２６８８．４４ｋｍ２，占流域总面积的８．１８％，在湿
地结构中，沼泽湿地占有较大比重，其次是河流湿

地，其他湿地类型所占比例较小。大通河是湟水流

域湿地的集中分布区，约占湟水流域总湿地面积的

８６．２４％，其中沼泽湿地占有绝对优势，主要分布于
河源至武松塔拉。

２００９年与１９９０年相比（表２），流域湿地面积总
体呈减少趋势，其中大通河区冰川积雪湿地萎缩最

为严重，减少比例高达 ７７．６２％，沼泽湿地减少
４０６％。流域湿地萎缩导致湿地水源涵养、生物多
样性保护等功能下降，直接影响流域水资源补给，威

胁流域生态安全特别是水生态安全。

表２　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湟水流域湿地面积及变化情况
Ｔａｂ．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ｗｅｔｌａｎｄａｒｅａｓｉｎｔｈｅＨｕａｎｇｓｈｕｉ

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１９９０－２００９）

分区 湿地类型
１９９０年／

ｋｍ２
２００９年／

ｋｍ２

湟

水

流

域

河流 ７３０．４０ ７１５．６５
湖泊 １４．５６ １５．１７

水库坑塘 ６．７６ １４．７８
冰川积雪 ３６．３８ ８．１４
沼泽地 ２０１６．１９ １９３４．７１
合计 ２８０４．２９ ２６８８．４４

大

通

河

河流 ５２７．５４ ５１５．６６
湖泊 １４．３６ １４．０８

水库坑塘 ０．０１ ０．３６
冰川积雪 ３６．３８ ８．１４
沼泽地 １８５５．８３ １７８０．４０
小计 ２４３４．１２ ２３１８．６４

湟

水

干

流

河流 ２０２．８６ １９９．９８
湖泊 ０．２０ １．０９

水库坑塘 ６．７５ １４．４２
冰川积雪 ０．００ ０．００
沼泽地 １６０．３６ １５４．３１
小计 ３７０．１７ ３６９．８１

１．５　存在的问题
湟水流域水资源分布不均，生态环境脆弱。随

着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加上气候变化等因素影

响，湟水流域水生态状况日趋恶化，水生态功能退

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５．１　水电站无序开发现象严重，河流生态系统遭
到严重破坏　湟水、大通河密集水电站群建设造成
了河流阻隔、河道脱流，河流连通性、水流连续性及

河道景观破坏，河流水文、地貌形态、生物栖息地等

发生较大改变，河流廊道生态功能严重退化，同时加

剧了水污染、水土流失。

１．５．２　水污染现象严重，水环境恶劣　湟水干流入
河污染物相对集中，与干流纳污能力分布不匹配，局

部河段入河污染物严重超过其水域纳污能力。如湟

水干流、南川河、北川河等西宁城市河段以２５％左
右的纳污能力承载了全流域约８０％的入河污染负
荷。因此，造成了湟水西宁河段水质污染及西宁以

下河段跨界污染问题突出。

１．５．３　土著鱼类栖息地遭到破坏，鱼类物种资源严
重衰退　受梯级水电站开发、水污染等影响，湟水、
大通河土著鱼类显著减少，其中湟水干流西宁以下、

大通河仙米以下河段鱼类生境条件发生了较大改

变，土著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土著鱼类资源和物种

资源严重衰退，亟需采取有力补救措施进行保护与

修复。

１．５．４　流域天然林草湿地萎缩，水源涵养功能下降
　大通河沼泽草甸等重要湿地萎缩、退化及沙化，天
然森林带下限上移，天然森林退化严重，湿地、森林

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功能下降，威胁流域水资源水

生态安全。

２　湟水流域水生态保护目标

根据国家及区域相关规划、区划对流域生态保

护的要求，筛选与湟水、大通河有直接或者间接水力

联系、对维持流域水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态

单元，作为流域层面的重要生态保护对象，其中珍稀

濒危鱼类栖息地和重要湿地为敏感生态保护对象，

应给予严格保护。

２．１　重要湿地及重要水源涵养区
国家划定的“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

区”等是湟水流域重要湿地集中分布区，也是国家

及流域重要水源涵养区，应严格保护。

２．２　重要保护鱼类及栖息地
按照国家生物多样性和鱼类物种资源保护要

求，根据鱼类濒危程度、土著意义、保护级别等，确定

拟鲶高原鳅等为湟水、大通河重点保护鱼类，将它们

的主要栖息地划为珍稀濒危鱼类重要栖息地。湟水

流域主要保护鱼类及生态习性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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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湟水流域重要保护鱼类及生态习性
Ｔａｂ．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ｌｉｓｔ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ａｂｉｔ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ｆｉｓｈｉｎＨｕａｎｇｓｈｕｉ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保护鱼类 生态习性 主要栖息地

拟鲶高原鳅
高原冷水鱼类，栖息于有水草的缓流（岸边溪沟浅水处），也栖息于水深

湍急的砾石底质河段，常潜伏于底层，７、８月产卵，卵粘性

黄河高原鳅
高原冷水鱼类，生活于砾石底质急流河段，每年４－５月河道融冰时即逆
水上溯产卵繁殖

大通河纳子峡至甘禅口河段，湟水西宁

以上河段、民和河段

极边扁咽齿鱼

高原冷水性鱼类，栖息缓流河流和静水湖泊，水底多砾石、水质清澈，繁

殖期为５－６月，溯河产卵，沉性卵，产卵场位于缓流处，水深１ｍ以内，
水质清澈，沙砾底质

大通河源区河段及湖泊

厚唇裸重唇鱼
高原冷水鱼类，生活在宽谷河道中，每年河水开冰后即逆河产卵，水温

１５℃左右，在基底质为砂砾石、流速缓慢河段产卵，卵沉性，具粘性
大通河纳子峡至甘禅口河段、湟水湟源

河段

花斑裸鲤

高原鱼类冷水鱼类，栖息在宽谷河道中，每年解冰后，５月下旬水温１０℃
开始繁殖，溯河产卵，沉性卵。产卵场多卵石、沙砾为底，水深１ｍ左右缓
流浅水区。仔鱼孵出后，随流水进入干流湾叉、岸边浅水处育肥

大通河源区河段、纳子峡至甘禅口河段

和湟水西宁以上河段

黄河裸裂尻鱼

高原冷水鱼，栖息于流水多砾石河床，尤以被水流冲刷而上覆草皮的潜

流为多。每年５－６月为主要产卵季节，有溯河产卵习性，沉性卵，产于
石缝

大通河源区纳子峡至甘禅口河段及湟

水湟源、西宁、平安、乐都、民和河段

２．３　自然保护区
国家相关部门在湟水流域建立了青海祁连山省

级自然保护区等４处自然保护区，与湟水干流、大通
河有直接水力联系的是青海祁连山、甘肃祁连山、甘

肃连城等自然保护区，是湟水流域重要水生态保护

目标。

３　湟水流域重要断面生态需水量研究

３．１　敏感生态对象需水分析
参考相关研究理论（倪晋仁等，２００１；孙涛和杨

志峰，２００５），分析水生态保护目标与湟水、大通河
水力联系及补给关系，湟水、大通河生态需水要求包

括鱼类需水、河谷植被需水、河流基本生态环境功能

维持需水。根据鱼类生态习性、生存空间要素（李

梅等，２００７；徐志侠等，２００５），湟水、大通河保护鱼类
繁殖期集中于５－７月，繁殖期需要一定水流刺激和
一定水深及水面宽；河谷植被发芽期为４－５月，应
有淹及岸边的流量过程以保持土壤水分，生长期６
－９月有一定量级洪水过程发生。湟水、大通河各
河段需水对象需水规律详见表４。

表４　湟水、大通河各河段需水对象及需水规律分析
Ｔａｂ．４　Ｗａｔｅｒ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ｗａｔｅ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ＨｕａｎｇｓｈｕｉａｎｄＤａｔｏｎｇＲｉｖｅｒｓ

河流及河段 需水对象 需水规律

湟

水

源头至海晏 土著鱼类、河岸植被

５－６月：一定水面宽度、水流连续、有水深１ｍ左右缓流水域（０３～
０．８ｍ／ｓ）
７－９月：一定水面宽度、较为缓流型水体（０．３～１．０ｍ／ｓ）

海晏至西宁 土著鱼类、河谷植被自净需水

５－６月：有一定水面宽度、水流连续、有水深１ｍ左右缓流水域（０３～
０．８ｍ／ｓ），有淹没岸边流量过程
７－９月：一定水面宽度、水流连续、较为缓流型水体（０．３～１．０ｍ／ｓ）、
水深０．５～１．５ｍ，有一定量级的洪水发生

西宁庄至入黄口 土著鱼类河流基本生态功能
西宁至民和：自净需水

民和以下：有一定水面宽度、水流连续、水深１～２ｍ等

大

通

河

源头至武松塔拉 土著鱼类、河岸植被
５－６月：有一定水面宽度、水流连续、水深１ｍ左右缓流水域（０３～
０．８ｍ／ｓ），有淹没岸边的流量过程

武松塔拉至尕大滩 土著鱼类、河谷植被
７－９月：一定水面宽度、水流连续、较为缓流型水体（０．３～１．０ｍ／ｓ）、
水深１～２ｍ，有一定量级的洪水发生

尕大滩至天堂寺 土著鱼类河谷植被

４－６月：有一定水面宽度、水流连续、水深１ｍ左右缓流水域（０３～
０．８ｍ／ｓ），有淹没岸边的流量过程
７－９月：一定水面宽度、水流连续、较为缓流型水体（０．３～１．０ｍ／ｓ）、
水深１～２ｍ，有一定量级的洪水发生

天堂寺至入湟口 河岸植被
４－６月：水流连续，有淹没岸边的流量过程
７－９月：有一定流量级别的洪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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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保护对象需水规律，考虑河流年内径流变
化规律，划分为４－６月、７－１０月、１１－次年３月３
个水期进行生态需水分析（黄强等，２００７）。鉴于大
通河径流年内变化较大，来水量主要集中于 ５－９
月，为使河流生态流量尽可能反映河流年内天然丰

枯变化，结合生态保护关键期，将以上水期适当细分

进行大通河生态需水量计算。

３．２　重要断面生态水量研究
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刘晓燕，２００９；黄锦辉等，

２０１５），以 Ｔｅｎｎａｎｔ法为基础，以栖息地模拟法为参
考（张文鸽等，２００８），选择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相对尚未

大规模开发时期的水文系列资料为基准，根据各河

段保护目标分布，选择４－６月平均流量的３０％ ～
５０％作为该期生态流量初值、７－１０月平均流量的
４０％～６０％作为该期生态流量初值、多年平均流量
的１０％～２０％作为 １１月 －次年 ３月生态流量初
值。在此基础上，分析流量与水深、水面宽、流速等

之间关系，以需水对象生长繁殖对径流条件要求

（表４），选择满足保护目标生境需求的流量范围，结
合河流自净需水，考虑水资源配置实现的可能性，综

合提出湟水干流、大通河重要控制断面生态流量见

表５。
表５　湟水与大通河重要断面生态需水量计算结果

Ｔａｂ．５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ａｔｅｒ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ｉｖ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ＨｕａｎｇｓｈｕｉａｎｄＤａｔｏｎｇＲｉｖｅｒｓ

河流 河段 重要断面 月份

生态需水量

流量／

ｍ３·ｓ－１
需水量／

亿ｍ３
流量过程湟水干流

湟

水

干

流

源头至海晏 海晏 １－１２月 特殊保护河段，禁止开发，保持天然流量及过程

海晏至西宁 石崖庄

４－６月 ４．１ 保证鱼类栖息生境要求

７－１０月 ６．９ １．４０ 有一定流量级别的洪水发生

１１－３月 ２．６５ －

西宁

至

入黄口

西宁

４－６月 １３．０ 保证鱼类栖息生境要求

７－１０月 ３０．０ ５．３５ －
１１－３月 ８．７ －

民和

４－６月 １８．５ －
７－１０月 ５０．４ ８．６０ －
１１－３月 １３．７ －

大

通

河

源头至武松塔拉 武松塔拉 １－１２月 特殊保护河段，禁止开发，保持天然流量及过程

武松塔拉

至

尕大滩

尕大滩

４月 １０ 保证鱼类栖息生境要求

５－６月 ２０ 保证鱼类栖息生境要求

７－９月 ４９ ６．３９ 有一定流量级别的洪水发生

１０月 ２０ －
１１－３月 ５．０ －

尕大滩

至

天堂寺

天堂寺

４月 １７ 保证鱼类栖息生境要求

５－６月 ３４ 保证鱼类栖息生境要求

７－９月 ８１ １０．２８ 有一定流量级别的洪水发生

１０月 ２１ －
１１－３月 ８．０ －

享堂

４月 ２２ －
５－６月 ３ －
７－９月 ９５ １２．２３ 有一定流量级别的洪水发生

１０月 ２８ －
１１－３月 １０ －

４　湟水流域水生态保护总体布局

根据国家生态保护要求，从维持黄河、湟水流域

及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川滇两生态屏障生态安全
高度，以“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及点

状分布的国家禁止开发区为重点、以河流源头区及

河流廊道为主线，构建湟水流域水生态保护格局，在

流域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协调资源开发与生态修复，

制定流域不同区域的开发与保护格局。

湟水干流区大部分位于国家重点开发区域，分

布有中国濒危、地方保护鱼类重要栖息地，水资源供

需矛盾突出，水污染严重。水生态应以濒危鱼类栖

息地保护和河流基本生态功能维持为重点，保证生

态流量，改善水质，修复鱼类栖息生境条件。湟水上

游及源头区以水源涵养功能和河流廊道生态功能修

复为重点，加强草甸湿地和珍稀濒危鱼类栖息地保

护，禁止或限制开发；中游以河流基本生态功能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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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点，协调开发与保护关系，保证河道生态环境流

量及下泄生态流量，改善水环境质量；下游以河口生

态功能和鱼类栖息生境条件保护为重点，加强保护

与修复，确保河道水流连续性和入黄生态流量过程。

大通河区大部分位于国家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

发区，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地位特殊。水生态保护应

以维持河流廊道生态功能和水源涵养功能及濒危鱼

类栖息地功能为重点，以保护为主，禁止和限制开

发，保持重点河段河流连通性，加强各类水源涵养区

保护，严格控制调水规模，确保大通河自身生态环境

流量及过程。其中上游及源头区以湿地水源涵养功

能和珍稀濒危鱼类栖息地保护为重点，以自然保护

为主，严格禁止小水电开发及水资源不合理调度和

矿产资源不合理开发，加强监测、监督和管理；中游

以维持河流廊道生态功能、保护珍稀濒危鱼类栖息

地为重点，维持河流廊道连通性，确保河流生态流量

和水流连续性；下游在维持入湟口河段生态功能和

河流自净功能的前提下，规范人为开发活动，禁止不

合理开发和开垦，保证河道生态环境流量及下泄生

态流量，改善水环境质量。

５　湟水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措施

５．１　水电开发的生态保护要求及措施
根据国家对湟水流域生态保护定位及要求，湟

水流域尤其是大通河应以生态保护为主，落实国家

关于水电开发的生态保护原则，在坚持“生态优先”

前提下，统筹考虑水电开发与生态保护关系，适度有

序开发湟水、大通河水电资源，对自然保护区、源头

水保护区、濒危鱼类栖息地等法律法规明确保护的

区域，禁止开发小水电，确保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的底

线，维护河流生态系统功能的基本完整和稳定。湟

水干流、大通河水电开发生态保护要求详见表６。
表６　湟水、大通河水电站开发的生态保护要求

Ｔａｂ．６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ＨｕａｎｇｓｈｕｉａｎｄＤａｔｏｎｇＲｉｖｅｒｓ

河流 河段 生态保护对象 生态保护定位 生态保护要求 水电开发保护要求

湟

水

源头至海晏

源头水保护区；中国易危

及地方重点保护鱼类栖

息地

自然河流保留河段

以水源涵养功能和天然

流量过程及河流自然连

通性保护为主

　　严格禁止水电开发

海晏至西宁
中国濒危、地方重点保

护、特有鱼类栖息地

濒危及地方保护鱼类栖

息地重点保护和修复河

段

以鱼类栖息地规模及功

能保护和河流廊道连通

性及水流连续性修复为

主

西宁至民和
特有鱼类及土著鱼类栖

息地

协调开发与河流基本生

态功能保护关系

确保生态环境流量，保障

鱼类栖息基本生境条件

民和至入黄口
中国易危、地方重点保

护、特有鱼类栖息地

濒危及地方保护鱼类栖

息地保护河段

以鱼类生境条件和河口

段生态功能保护为主

违法水电站列入省级政

府清理整改范围；其他水

电站对其环境合理性和

功能相符性进行论证；实

施生态修复措施，保障下

泄生态流量

大

通

河

源头至仙米
濒危鱼类栖息地、祁连山

自然保护区
自然河流保护河段

以湿地水源涵养功能和

濒危鱼类栖息地保护为

主

禁止建设小水电站和规

划新的水电开发

仙米至杜家湾
濒危鱼类栖息地、祁连山

自然保护区

河流廊道生态功能和濒

危鱼类栖息地重点保护

及修复河段

以濒危鱼类栖息地和河

谷林灌生态系统保护为

重点，修复河流廊道连通

性，保障河流生态流量过

程和水流连续性

禁止规划和新建小水电

站；违法水电站列入省级

政府清理整改范围；其他

水电站开展环境合理性

和功能相符性论证

杜家湾至入湟口
大部分位于祁连山冰川

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

协调开发与河流基本生

态功能保护关系

保证河道生态环境流量，

保障河流基本生态功能

发挥

在上游鱼类栖息地得到

基本保护和修复前提下，

适度开发水电资源

５．２　生态水量保障对策
５．２．１　重要断面生态水量保障对策　加强湟水流
域水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将河道内生态用水纳入

水资源配置指标，实行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科学

划定大通河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合理确定大

通河调水规模及调水过程，确保大通河自身生态用

水；对已实施的调水工程，严格遵守批复的水量分配

指标，禁止超指标调水；优化调水方案及过程，实际

年、月调水量根据大通河实际来水量执行丰增枯减

调度原则适时调整，当尕大滩、天堂寺断面天然来水

量低于河流生态需水量（表５）时应停止调水；优化
石头峡、纳子峡水库运用方式，确保尕大滩、天堂寺

等断面及其下游４－５月生态流量。
５．２．２　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保障措施　制定基于
生态环境保护的水电站运行调度方案，将水电站下

泄生态水量纳入水电站日常运行管理，优化水电站

６１ 第３８卷第６期　 　　　　　　　　　　水 生 态 学 杂 志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的运行方式，确保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清理整顿生

态保护重点河段引水式小水电站，保持重点保护河

段河道水流自然连续性；对于其他河段，采取引水口

建立基流墩、挡水建筑物设置泄水装置、建设基流管

道、安装下泄生态流量在线监控和远程传输装置等

措施，确保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枯水年份，当实际

来水量小于下泄生态流量时，电调服从水调，禁止水

电站引水发电，来水全部下泄。

５．３　重要湿地保护与修复
从维持大通河及湟水流域水资源水生态安全角

度，严格保护大通河源头区及上游高寒沼泽草甸、天

然林灌、冰川积雪、冻土等资源，对天然植被实施围

栏封育保护，对冰川积雪实施封禁保护，对各类开发

活动进行严格管制，对因人类不合理活动造成的受

损湿地实施封育、退牧禁牧、封沙育草、植被恢复、生

态移民等综合措施，修复湿地生态系统及水源涵养

功能，建立湿地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生态补偿机制，

全面保护大通河源头区及上游湿地资源，有效遏制

沼泽草甸湿地萎缩和冰川积雪退缩。

根据“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主

体功能保护要求，严格遵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关于限制、禁止开发区的管制原则，严格按照《木里

煤田矿区总体规划》规定的开发范围、规模、布局及

开采方式，从严控制大通河源头区及上游矿产资源

开发强度，规范默勒等其他矿区开采秩序，严格禁止

占压和破坏沼泽草甸、湖泊及泉群、冻土、森林灌木、

冰川积雪等湿地资源及其地表水和地下水系统，严

格防止采矿造成的地表沉陷对沼泽草甸湿地、冻土

资源、地表地下水系统的影响和破坏；禁止煤矿露天

和无序开采，对因矿产资源露天和无序开采遭到破

坏的沼泽草甸、天然林灌、冻土等实施生态恢复，制

定切实可行的生态修复方案；建立大通河源头区及

上游矿区开发生态影响跟踪评价体系和生态风险评

价体系。

５．４　重要鱼类栖息地保护与修复
湟水、大通河珍稀濒危鱼类物种及种群保护对

维系黄河上游鱼类物种资源至关重要，应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对大通河、湟水珍稀濒危鱼类及栖息

地实施严格保护，划定特殊保护河段和重点保护河

段，禁止和限制开发。同时，对受损严重栖息地进行

适当修复，确保其生态用水和生境连通需求。

湟水海晏以上河段为中国濒危鱼类及地方重点

保护鱼类栖息地的特殊保留河段，禁止开发；湟水干

流海晏至西宁河段，为中国濒危鱼类及地方重点保

护鱼类栖息地的重点保护河段，保障鱼类栖息所需

水流条件和河流廊道条件，严格限制小水电站开发；

湟水西宁以下河段，改善栖息地水环境质量，保证生

态水量，禁止河道挖沙采石和河滩地洗沙加工，其中

民和以下河段采取增殖放流、过鱼设施建设等措施

修复因水电站建设破坏的鱼类栖息地。

大通河仙米以上干支流河段为中国濒危鱼类及

地方重点保护鱼类栖息地的特殊保留河段，基本保

障自然河流廊道连通性，原则上禁止新的水电开发。

同时，调整、优化石头峡水库、纳子峡水库开发运用

方式，在确保调水工程下游及水库下泄生态流量的

前提下，保证鱼类繁殖期尕大滩及下游断面生态流

量及过程，满足鱼类繁殖所需水流和径流条件；仙米

至杜家湾寺河段，为中国濒危鱼类及地方重点保护

鱼类栖息地的重点保护河段，确保鱼类繁殖栖息所

需水流条件及河流连通性，严格限制水电开发，禁止

河道采砂挖石；杜家湾至入湟口河段，改善栖息地水

环境质量，采取生态流量下泄、过鱼设施建设、增殖

放流等措施修复因小水电站建设破坏的鱼类栖息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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