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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河流健康评价理论及在长江的应用》由陈进和黄薇统稿，第一章和第二章由陈进编写；第三章
由陈进、许继军、金小娟编写；第四章由黄薇、陈进、郭建威编写；第五章由王波编写；第六章由黄
茁编写；第七章由唐纯喜、霍军军编写；第八章由张琳、雷静、程卫帅编写；第九章由涂敏、刘成编
写；第十章由常福宣编写；第十一章由刘明典、刘绍平编写；第十二章由王家生编写；第十三章由黄
薇编写；第十四章由刘纪根编写。
　　该书成果属于探索性的，相当部分内容还不成熟，需要实践的检验和更深入的研究。
所以，《河流健康评价理论及在长江的应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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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生物评价的基本假设就是所选的生物群落要能够反映河流的健康状况。
当河流生物受到人类干扰时，耐受性较差的生物将会死亡，然后慢慢地被耐受性较强的生物所取代。
随着河流健康状况的下降，生物的多样性会逐渐降低。
参照系和期望值的确定通常有两种方式。
在历史数据较为充分的情况下，直接以历史数据为标准；当历史数据不全时，可根据评价目的选取某
一江段或该江段受人为干扰较少的采样点作为对照点。
在同一生态地区或者亚生态地区内，对一个好的生物指数来说，在受污染极少的水体内，其值比较稳
定，即在自然的情况下，自然条件的变化对指数的影响比较小，同受到人为干扰引起的指数变化相比
，差异显著。
IBI方法在各国发展很快，具体方法可以参见后面介绍的F-IBI。
F-IBI就是以鱼为主体的鱼类完整性指数，该指数越大，河流生物多样性越好，河流越健康。
即使对于F-IBI.需要的资料仍然很多，实际上IBI需要多达12个数据，是评价物种多样性的综合指标。
有时，为了简单起见，常常选择水生生物的顶层指标性物种，或者珍稀濒危物种的出现作为河流健康
的标志，如泰晤士河和莱茵河都将鲑鱼重现作为河流修复的重要标志和指标。
鱼类在水生生物中处于顶层，濒危鱼类重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河流生态系统向良好方面转变，是
河流健康的一种体现。
对于长江，如果白暨豚能够重现长江，就可以说，长江是处于健康状态，它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
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可以用水域标志性物种的生存状态表达水域修复的健康状态，而不一定都采
用IBI。
当然，标志性物种选择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条件：当地特有物种；②珍稀物种；③处于食物链顶层的物
种。
如一个森林，如果有老虎存在，则该森林一定有大量食草动物（如鹿、羊等）和大量树林或者灌木等
植被，森林系统一定比较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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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河流健康评价理论及在长江的应用》上长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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