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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11》发布

2012-01-07 【大 中 小】【打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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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中国科学院、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国家开发银行在京联合发布《长江保护与发展2011》报告。该

报告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和国家开发银行发展规划局三方共同

组织来自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所30余位在长江保护与发展研究方面具有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专家合作完成。中国科

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白春礼，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分别为报告作序。 

首发式由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副局长冯仁国研究员主持，WWF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关德辉博士、国

家开发银行规划局蒋志刚局长等出席并致辞；报告主编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杨桂山研究员介绍了报告框架

和主要内容；报告高层顾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陈宜瑜院士对报告进行了述评。特邀专家、

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代表、报告发起组织单位、出版单位负责人和媒体记者等共50余人出席了首发式。 

《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被称为长江的体检报告，今年是第三次发布。这份体检报告显示，近两年来，长江流域在

成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经济社会继续呈现快速发展态势的同时，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也日益加

大，受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产业结构和布局与资源条件不匹配等因素影响，流域灾害频发、资源紧缺与环境恶化问

题依然严重，统筹保护与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而流域相继实施的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以及上游大规模的水电开发

等重大工程，对长江生态与环境的累积影响也日益显现，这些影响因缺乏长序列的跟踪监测资料和深入研究以及影响本

身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等，持续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报告显示，目前制约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土地资源紧缺、水旱灾害频发发生、水污染加

重和生态不断退化等。其中，2009年长江流域废污水排放总量为333.2亿吨，较2003增长21.9％。 

同时，长江三峡工程蓄水运行的累积影响倍受关注，水库运行，导致库区富营养化进程加快和支流、库湾藻类水华

频发，清水下泄引起长江干流河道剧烈冲刷，坝下河道水文情势变化造成中游通江湖泊江湖关系改变和湖泊水情与湿地

生态明显调整，长江特有鱼类繁育和四大家鱼鱼类产卵场以及珍稀水生动物生存等受到严重影响。作为我国湖泊分布最

密集的区域，长江流域湖泊生态的变化集中体现了长江流域所面临的威胁与压力。据统计，全国1平方公里以上的自然

湖泊77%分布在长江流域。由于受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全球气候变化、流域重大开发工程等的影响，长江流域的湖

泊正面临着物种丧失、生态系统退化、水体富营养化、洪水调蓄能力降低和供水能力不足等问题，少数湖泊甚至面临萎

缩消亡的威胁。 

报告指出，受气候变暖的影响，长江源头和上游区冰川融水增多，多数湖泊面积短期内呈扩大趋势，而随着时间推

移，随着冰川面积的大幅度减少，冰川融水将逐步减少，可能导致以冰川融水为主要补给源的湖泊萎缩甚至消亡。中游

地区湖泊因不合理围垦，面积急剧减少，宜昌至大通区段2/3以上的湖泊因围垦而消失，湖泊蓄水容积随之大幅减少，

1950s初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因围垦减少湖泊容积相当于淮河多年平均年径流量的1.1倍，五大淡水湖泊蓄水总量的

1.3倍，在相当程度上引发了江湖洪水位的不断升高，最高洪水位被不断突破，导致小水大灾现象频发。中下游地区湖



泊因流域和周边地区人口增长与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湖泊过度围网和围堤养殖等，导致湖泊中TN、TP和CODMn等污

染物不断增加，水质普遍为Ⅳ－劣V类，湖泊水污染和富营养化程度加重，导致湖泊蓝藻水华发生时间延长、影响范围

扩大和藻类浓度增加，引起生态灾害频发和饮用水危机时有发生。据2007－2010年长江中下游湖泊水质监测资料，中

下游77个大于10平方公里的湖泊中，77%的湖泊水质劣于III类水质，符合或优于III类标准的湖泊仅占23%，而劣于V类

水质标准的湖泊占32%；处于富营养状态的湖泊占调查湖泊总数的88.3%，其中处于重度富营养状态的湖泊占23.4%，

尤以下游苏南湖群富营养化程度最为严重。 

中国科学院陈宜瑜院士在发布会上说：“长江源区和上游湖泊水量剧烈波动，中游通江湖泊受三峡工程蓄水的深刻

影响，下游湖泊普遍水体富营养化。湖泊的演变及未来趋势与效应，成为长江保护与发展领域广泛关注和热议的话题。

这本书正是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为有效解决长江流域湖泊所面临的问题和威胁，报告提出应明确湖泊功能定位，分类型、分层次保护；实施湖泊—

流域综合管理，采取必要的退渔还湖、退田还湖措施，保障湖泊可持续利用；控制入湖污染物总量和湖泊内源污染，切

实改善湖泊水环境与水生态；优化河湖格局和功能，实施河湖连通，恢复湖泊多样化的生态服务功能。 

WWF（中国）首席执行官关德辉表示：“长江与流域湖泊群构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型河湖系统， WWF希望

这本报告能够为长江流域的湖泊利用与管理保护提供一些参考，并引起社会各界对长江流域湖泊保护与利用问题的关

注。” 

此外，本次报告还再次对长江沿江地区包括上海、重庆2市在内的39个地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资源与环境发展

成本以及综合发展态势进行了系统评估和排序。 

从2006年起，WWF联合中国科学院、国家开发银行以及长江论坛秘书处等机构，组织长江保护与发展研究领域具

有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科研与管理专家合作编撰并定期发布《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每两年发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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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主编杨桂山研究员介绍报告框架和主要内容 

 

报告高层顾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陈宜瑜院士对报告进行述评 



 

报告高层顾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陈宜瑜院士、WWF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关德辉博

士、国家开发银行规划局蒋志刚局长共同为报告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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