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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指标评分细则 

（ 试 行 ） 

 

我国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但水生态环境保护不平衡、不协调

问题较为突出，部分河湖水生态系统严重失衡，蓝藻水华频发，生

物多样性显著下降，水生态保护修复任务艰巨。长江是中华民族的

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长江流域开展水生态考

核试点，引导地方加快补齐水生态保护短板，对推动长江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为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

保护法》第七十八条“国家实行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和考

核评价制度”规定，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加强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水生态修复，提升水生态系统健康水平，生态环境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制定了《长江流域水生

态考核指标评分细则（试行）》。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从生态系统整体

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聚焦长江流域水生态系统健康和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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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把“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有关要求落到实处，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 

（二）工作原则 

生态优先，系统保护。尊重自然规律，建立长江流域水生态考

核指标体系，以水生态系统健康为核心，统筹推进水生境、水环境

和水资源系统保护。 

分类评价，流域统筹。根据不同类型水体的水生态系统特征，

按河流、湖泊、水库进行分类评价，并体现长江生态系统整体性和

流域系统性。 

问题导向，体现差异。聚焦长江流域突出问题，兼顾长江源

头、上游、中游、下游及河口区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状

况，选择针对性指标，合理设定期望值，开展评价考核。 

可测可评，简便易行。以国内外较为成熟的监测评价方法为基

础，建立引导性强且易于推广的评价考核指标体系，确保操作层面

上实现可监测、可评价、可考核。 

工作统筹，政策协同。衔接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长江十

年禁渔等重点工作，做好部门间政策及标准规范协同，加强部门合

作，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进水生态考核机制建设。 

（三）评价考核周期 

长江流域 17 省（自治区、直辖市）水生态综合评价每年开展

一次，每五年考核两次。2022-2024 年开展水生态考核试点并确定

考核基数，2025 年开展第一次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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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考核水体 

将长江流域 17 省（自治区、直辖市）具有重要生态功能或社

会关注度高的长江干流、主要支流、重点湖泊和水库等 50 个水体

确定为评价考核对象。 

三、指标体系 

长江流域水生态考核指标包括水生态系统健康、水生境保护、

水环境保护和水资源保障等 4 个一级指标，细分为鱼类物种数等 14

个二级指标。 

按河流、湖泊、水库分类确定评价考核指标。其中，河流 10

个二级指标，包括鱼类物种数、重点保护水生生物数量、大型底栖

动物物种数、自然岸线率、水体连通性、水生生物栖息地人类活动

影响指数、水源涵养区生态系统质量、综合污染状况、汛期污染强

度、生态流量达标率。部分河流不评价重点保护水生生物数量或水

生生物栖息地人类活动影响指数、水源涵养区生态系统质量。湖泊

11 个二级指标，包括鱼类物种数、重点保护水生生物数量、大型底

栖动物物种数、水华面积比例、水生植被覆盖度、浮游动物群落结

构、自然岸线率、水生生物栖息地人类活动影响指数、水源涵养区

生态系统质量、综合营养状态、生态流量达标率。部分湖泊不评价

重点保护水生生物数量或水生生物栖息地人类活动影响指数、水源

涵养区生态系统质量。水库 6 个二级指标，包括鱼类物种数、重点

保护水生生物数量、水华面积比例、水生生物栖息地人类活动影响

指数、水源涵养区生态系统质量、综合营养状态。详见附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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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状评价 

（一）单个水体评价 

1.确定指标期望值 

期望值是水体相关指标曾经达到或者可能达到的较好状态值。

期望值按照以下方法确定：（1）依据相关标准、规范等确定；（2）

参照有权威记录的历史较好状态值确定；（3）运用统计学方法，参

照现状调查监测结果的较好状态值确定。 

2.确定指标现状值 

考虑各指标年际波动特征，现状值按照以下方式确定：（1）年

际波动较大的，采用三年（当年及上年、上上年）监测值的滑动平

均值或并集作为现状值；（2）年际波动较小的，采用当年监测值作

为现状值。 

3.计算水体现状评价得分 

在确定指标现状值的基础上，计算水体各指标现状评价得分。

将水体各指标现状评价得分与该指标权重加权求和，得到水体现状

评价得分。分值越高，表征水体水生态状况越好。 

（二）省域现状评价 

将各水体现状评价得分与该水体权重加权求和，得到省域现状

评价得分。分值越高，表征省域水生态综合状况越好。 

五、变化幅度评价 

（一）单个水体变化幅度 

将单个水体现状评价得分变化量与该水体考核基数年得分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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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水体变化幅度，并对其进行计分。 

（二）省域变化幅度 

将各水体变化幅度得分与该水体权重加权求和，得到省域变化

幅度得分。分值越高，表征省域水生态综合状况改善程度越大。 

六、等级划分 

省域水生态综合评价得分是省域现状评价得分与省域变化幅度

得分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加权求和所得。根据综合评价得分，省域水

生态综合评价等级分为 3级，依次为“优秀”“良好”“一般”。 

七、其他 

评价考核采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认定的相关监

测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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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河流水生态考核指标 

一级 

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内          容 

1 鱼类物种数 
指自然恢复的土著鱼类物种数。针对鱼类多样性下降等问

题，引导地方开展土著鱼类保护，做好长江十年禁渔工作

2 
重点保护水生生物

数量 

指自然恢复的重点保护水生生物物种数和长江江豚等旗舰

物种的个体数。引导地方开展珍稀濒危水生生物保护 

水生态 

系统 

健康 

3 大型底栖动物物种数 
指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的分类单元数。引导地方保护河湖底

质环境 

4 自然岸线率 

指天然未开发岸线或通过生态修复基本达到岸线生态功能

的岸线长度占岸线总长度的比值。引导地方合理利用岸线

资源，保障自然岸线比例，恢复岸线生态功能 

5 水体连通性 
指单位河长闸坝数量（具备有效生态保护措施的闸坝可不

计入）。引导地方努力维护水体连通性 

6 
水生生物栖息地人

类活动影响指数 

指长江流域涉水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面积占保护地总面积

的比值。引导地方依法有序退出水生生物栖息地内的人类

活动，转变发展方式 

水生境 

保护 

7 
水源涵养区生态系

统质量 

指根据水源涵养区的植被覆盖度等指标计算的综合指数。

针对陆域生态破坏问题，引导地方控制过度放牧，因地制

宜提高水源涵养能力 

8 综合污染状况 

指根据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氮（仅入湖河流和沿海地

区河流参加评价）、总磷计算的综合指数。引导地方加强

河流污染治理 水环境 

保护 

9 汛期污染强度 
指某断面汛期首要污染物浓度与该断面考核目标限值的比

值。引导地方加强城乡面源污染防治，遏制汛期污染问题

水资源 

保障 
10 生态流量达标率 

指纳入生态流量保障重要河湖名录的河湖控制断面生态基

流、最低生态水位、基本生态水量、敏感生态流量等保障

目标实现比例。引导地方保障生态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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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湖泊水生态考核指标 

一级 

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内          容 

1 鱼类物种数 
指自然恢复的土著鱼类物种数。针对鱼类多样性下降等问

题，引导地方开展土著鱼类保护，做好长江十年禁渔工作 

2 
重点保护水生生

物数量 

指自然恢复的重点保护水生生物物种数和长江江豚等旗舰物

种的个体数。引导地方开展珍稀濒危水生生物保护 

3 
大型底栖动物物

种数 

指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的分类单元数。引导地方保护河湖底

质环境 

4 水华面积比例 
指年度内单次水华发生的最大面积占监测水体总面积的比

值。引导地方开展水华治理 

5 水生植被覆盖度 
指水生植被在湖泊中分布的面积占湖泊总面积的比值。引导

地方因地制宜开展水生植被恢复 

水生态 

系统 

健康 

6 
浮游动物群落 

结构 

指小型枝角类密度占浮游甲壳动物密度的百分比。针对湖泊

生态系统严重失衡，浮游动物生物链条薄弱甚至断裂问题，

引导地方开展生态系统恢复 

7 自然岸线率 

指天然未开发岸线或通过生态修复基本达到岸线生态功能的

岸线长度占岸线总长度的比值。引导地方合理利用岸线资

源，保障自然岸线比例，恢复岸线生态功能 

8 
水生生物栖息地人

类活动影响指数 

指长江流域涉水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面积占保护地总面积的

比值。引导地方依法有序退出水生生物栖息地内的人类活

动，转变发展方式 

水生境 

保护 

9 
水源涵养区生态

系统质量 

指根据水源涵养区的植被覆盖度等指标计算的综合指数。针

对陆域生态破坏问题，引导地方控制过度放牧，因地制宜提

高水源涵养能力 

水环境 

保护 
10 综合营养状态 

指根据总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叶绿素 a、透明度计算

的综合指数。引导地方开展湖泊富营养化治理 

水资源 

保障 
11 生态流量达标率 

指纳入生态流量保障重要河湖名录的河湖控制断面生态基

流、最低生态水位、基本生态水量、敏感生态流量等保障目

标实现比例。引导地方保障生态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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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水库水生态考核指标 

一级 

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内          容 

1 鱼类物种数 
指自然恢复的土著鱼类物种数。针对鱼类多样性下降等问

题，引导地方开展土著鱼类保护，做好长江十年禁渔工作 

2 
重点保护水生生物

数量 

指自然恢复的重点保护水生生物物种数和长江江豚等旗舰

物种的个体数。引导地方开展珍稀濒危水生生物保护 

水生态 

系统 

健康 

3 水华面积比例 
指年度内单次水华发生的最大面积占监测水体总面积的比

值。引导地方开展水华治理 

4 
水生生物栖息地人

类活动影响指数 

指长江流域涉水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面积占保护地总面积

的比值。引导地方依法有序退出水生生物栖息地内的人类

活动，转变发展方式 
水生境 

保护 

5 
水源涵养区生态系

统质量 

指根据水源涵养区的植被覆盖度等指标计算的综合指数。

针对陆域生态破坏问题，引导地方控制过度放牧，因地制

宜提高水源涵养能力 

水环境 

保护 
6 综合营养状态 

指根据总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叶绿素 a、透明度计

算的综合指数。引导地方开展水库富营养化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