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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中国长江三

峡集团公司中华鲟研究所、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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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主要内容、主要创新点及应用推广情况： 

针对三峡工程 175m 试验性蓄水影响，以三峡水库水域与库周（消

落区、次级支流和湿地）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三峡水库生态系

统优化完善研究，揭示了三峡水库生态系统的演变特征、对水文节律改

变的响应及生态扰动耐受机制，辨析了需优化完善的关键环节，研发了

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结构优化完善关键技术，取得了以下创新成果： 

（1）首次系统全面的揭示了三峡水库成库初期（175m 试验性蓄水

10 年）水域、消落区生态系统的演变趋势及影响机制，研发了适应我国

水域特点以藻类为指示生物的水环境生物早期预警技术。 

（2）创建了以优化食物网结构为目标的人工放流与辅助自然增殖

相结合的生物群落结构完善技术，以流水生境保护与人工鱼礁、人工鱼

巢构建相结合的全链条生境结构优化技术。系统构建了以提升系统完整



性和功能为目标的三峡水库水生态系统多组分、多层次的综合优化调控

技术体系。 

（3）首次建立了生态防护带适宜宽度的估算方法及生态补偿标准、

缓坡消落区不同高程的植物群落配置及构建模式，以及利用消落区时空

特异性改善水库水质的技术方法。 

（4）创建了适应库区山洪特点的次级支流生物—生态强化的面源

污染拦截和河岸河道生态化改造与水质提升技术，以及适应复杂水文条

件的“生境修复—湿地植物配置—湿地种子库定向萌发优化植物群落”

的库周湿地生态系统构建技术。 

项目获得专利 20 项（其中发明专利 10 项），编制技术规程 1 项，

建立示范区 5 处，出版专著 4 部，发表论文 102 篇（其中 SCI/EI 论文

35 篇）。成果评价（中国水利学会 2019 年）等级为“优秀”（94.2 分），

以张建云院士为组长的专家组认为，本成果具有原创性、技术难度大、

应用性强，对促进行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作用。 

项目成果有力支撑了国务院批复的《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及湖北

省、重庆市批复的三峡库区后续工作实施规划的编制，并在库区区县

实施的三峡后续工作规划 57 项建设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带动和促

进了库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环境效益。在重庆、

湖北、江苏、四川、江西等 5 省市 30 余座大中水库进行了推广应用，

相关水库水体及库周生态系统结构进一步优化完善，功能得到提升，

生态效益、社会经济效益巨大，得到了相关省市水利部门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