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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变化评估与保护修复策略研究

汪庆随

濮阳黄河河务局台前黄河河务局 河南 濮阳 457000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较为敏感且脆弱，长期以来受气候变化以及大规模、高强度的人类开发建设活动影

响，流域整体性、系统性生态退化问题突出，生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为有效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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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现状及变化

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结构及变化

2000~2020年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类型主要以草地、农

田、森林等类型为主。其中，草地、农田以及森林生态面

积占比多点，其他生态系统类型的面积占比相对较小。

2000~2020年黄河流域的部分生态系统类型来看，黄

河流域的城镇显著扩张，面积也增加了，主要来自对农

田、草地的净占用；森林、草地、湿地类型的面积都增

加了，其中湿地主要来自草地的净转入；农田、荒漠、

裸地类型的面积均减少了，其中荒漠类型面积的减少主

要来自向草地、裸地的净转出。

黄河流域生态质量现状及变化情况

根据黄河流域植被覆盖度数据，对流域生态质量情

况分析后发现：2000~2019年，流域生态质量总体呈明

显改善趋势，植被覆盖度明显增加。其中，植被覆盖度

低、较低、中等区域的面积比例均分别下降了，植被覆

盖度较高、高区域的面积比例均分别提升了。黄河全流

域植被改善区域占比最大[1]。

2 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工作，近年来

通过实施水土保持、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三北防护

林建设、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

京津风沙源治理等一系列重大工程，流域水土保持、防

风固沙等生态功能明显提升。但由于流域生态本底敏感

脆弱，加上人类活动的持续干扰，目前黄河流域生态问

题仍较为突出。

流域生态脆弱且整体性、系统性退化问题突出

上游地区草原湿地生态系统退化，水源涵养功

能下降

但受人类活动影响，黄河上游尤其是河源区的天然

草地、湿地退化问题突出。过度放牧等引起草场退化、

荒漠化面积不断增加，致使黄河源区的高覆盖高寒草

原、高覆盖高寒草甸以及中覆盖高寒草原的面积大幅减

少，外加草地退化局面未根本扭转[2]。天然草原出现不

同程度退化，草地鼠害严重，黑土滩、沙化面积不断增

加，水土流失加剧、湖泊沼泽萎缩严重。受人为疏干改

造、过度放牧影响，若尔盖草原湿地面积大幅度减少，

草原退化、沙化加剧。

中游地区生态系统脆弱，水土流失依然严重

我国在黄土高原先后实施了梯田和淤地坝建设、小

流域综合治理、三北防护林建设、退耕还林、坡耕地整

治和治沟造地等一系列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水土流失范

围逐渐缩小、程度减轻，入黄泥沙量显著下降，取得了

显著的生态效益。但由于区域敏感脆弱的生态本底加上

人类活动的影响，目前区域水土流失问题依然严重，黄

土高原大部分地区土壤侵蚀模数高，其中丘陵沟壑区土

壤侵蚀十分剧烈。

当前，部分水土流失治理工程措施的后期经营维护

不足，部分梯田、淤地坝缺乏维修和管护，经济林普遍

低效粗放经营，部分人工林林分结构单一、生态稳定性

与服务功能低[9]，且黄土高原当前人工植被恢复已接近区

域水分承载力上限。

下游滩区问题复杂，河口三角洲湿地萎缩

黄河下游滩区既是行洪、滞洪和沉沙的重要区域，

也是滩区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受制于特殊的自然

地理条件和安全建设进度，长期以来滩区经济发展相对

落后，防洪、生态保护治理与滩区居民生产生活之间的

矛盾日益突出。

生态保护修复缺乏整体性、系统性

受体制和机制制约，黄河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分属

于不同行政区域管辖，过去较长时期，流域内重点生态

功能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重要生态

功能区域，森林、草地、湿地、河湖等重要生态系统的

保护修复分属于不同管理部门，呈现“条块分割”“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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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治水”的碎片化特征。例如，我国在黄河流域实施了

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但大多是针对森林、草地、湿

地、荒漠等单一生态要素，分别由林业草原、水利、农

业等主管部门各自规划实施，且多侧重于提高流域水土

保持、防风固沙等功能，对流域生态系统质量与功能整

体提升考虑不足，生态保护修复总体也呈现分散化、破

碎化与低效化，生态系统“局部好转、整体退化”的趋

势尚未根本扭转[3]。

生态保护修复的投入力度不足，生态价值难

此外，现有生态工程资金来源较为单一，仍以国家

投入为主，缺乏长期稳定的投入机制和投资渠道。同

时，黄河上、中、下游不同区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

态保护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十分突出。不仅绿水青山

的生态价值未能得到有效转化，因保护绿水青山所产生

的大量生态效益也未得到有效补偿，“生态致贫”问题

突出。

生态工程实施成效不稳，缺乏系统性评估

当前，已有研究通过对黄河流域的生态工程实施成

效进行评价，如我国生态保护与建设、水土保持、三北

防护林、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风沙

源治理等，林业部门制定发布部分工程评估的国家标准

并发布工程效益评价国家报告等，均得出的流域生态系

统退化趋势为初步遏制、但局部生态退化态势尚未根本

扭转的结论，生态工程实施成效仍不稳固。

3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总体策略

系统评估生态工程实施成效

建立生态保护修复综合决策机制

建议由财政部牵头，会同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

部、农业农村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有关部

门，建立生态保护修复综合决策机制，以省为单位，对

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防护林建设、退牧还草、

草原保护建设利用、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自然保护区生

态保护和建设、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等重大工程以

及“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的实施成效

进行系统评估，重点评估各类工程实施的生态效益，总

结突出问题和制约因素[4]。

建立生态工程实施成效评估办法与标准体系

建议依托生态保护修复综合决策机制，研究提出生

态工程实施成效评估办法与标准体系，重点建立以生态

系统面积、质量、功能为主要框架的成效评估指标体系

和技术标准。

因地制宜推进生态保护修复

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以黄河

源区、草原湿地、黄河生态等重要生态为重点，加强退

化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加强封禁保育力度，全面落实禁

牧、休牧、轮牧和草蓄平衡制度，降低草原载畜量，恢

复草地生态功能。加强退化草原鼠害、虫害及毒害草的

生物防治，采取人工草地改建、半人工草地补播、封禁

保育等多种措施相结合，推进黑土滩治理。完善和提高

草原生态保护补偿标准，引导牧民参与草原生态管护，

在生态功能极重要、极脆弱区实施生态移民与搬迁。

加强高原区风沙荒漠治理

总结沙地荒漠化治理成功经验和典型模式，有序推

进荒漠化治理、三北防护林建设、退耕还林等重点工程，

采取生物固沙与工程固沙相结合的方式，有效遏制沙漠扩

张，不断巩固和提升荒漠化治理成效，减少泥沙流入黄

河。积极探索和推广沙地治理与资源化利用、绿色产业

发展等新模式，促进沙区生态治理与经济协同发展[1]。

实施河套灌区修复治理

加强城镇生活及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严格控制化肥

农药使用，降低排干污染物。开展排干沟治理、人工湿

地、生态补水等工程措施，优化河套灌区给排水网络和

调水供水模式，减少水资源浪费。继续推进湖泊水生态

修复，在加大外源调水力度的同时，结合生物措施、工

程措施，重点做好灌区退水控污和湖体内源减污，恢复

湖体生物多样性和湖泊健康。

4. 因地制宜推进中下游地区生态保护修复，维持生

态系统稳定性

重点加强中游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治理

因地制宜开展梁、塬、坡、沟、川的综合治理，继

续推进坡耕地综合整治、黄土高原塬面保护、病险淤地

坝除险加固、贫困地区小流域综合治理等国家水土保持

重点工程，重点加强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加强森林资源

管护，实施低质低效林改造，提升森林生态系统水土保

持功能；遵循地带性规律和区域水资源承载力条件，科

学设定未来退耕还林等植被恢复工程的规模和布局，平

衡区域水源涵养与水资源供给功能。

有序推进下游滩区生态治理

科学研究、合理划定滩区功能分区，实施滩区分区

治理，积极探索和实施滩内移民、集中居住、集约种

植、政策补偿的滩区治理方案，实现人水分离。将滩区

保护利用纳入各省国土空间规划，规范国土空间开发与

保护布局[2]。

实施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根据河口生态需水情况，科学制定生态水量调度方

案，落实河口生态流量指标与过程管理，稳定河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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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开展河口湿地演变趋势评估，科学分析上游来沙量

降低造成的生态影响，提出有效应对措施。推进退耕还

湿、退养还滩，加强河岸带和滩涂岸线生态保护与修

复，防控外来有害入侵物种，有效恢复河口三角洲湿地

生态系统功能。

结语

研究基于黄河流域生态系统宏观状况评估以及区域

问题诊断识别，提出全流域生态保护修复综合策略，可

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考虑到

流域生态系统的敏感脆弱性及上、中、下游的显著差异

性，在未来研究中，如何确定人为活动干扰下的生态系

统关键阈值，以便做好早期生态安全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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