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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河湖岸线是构成河流、湖泊自然生态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水

域和陆域生态系统之间物质循环、流量流动、信息传递的廊道和过滤

器，具有防洪、控制侵蚀、保护水质、生物栖息、景观等生态功能。

近年来随着河湖周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河湖岸线出现生境退化、生

物多样性下降、面源污染加剧等问题，亟需对受损河湖岸线开展生态

岸线和绿色廊道建设，但国内现有标准尚不能全面、系统地指导河湖

岸线修复工作，导致河湖岸线如何修复、修复到何种程度以及修复效

果如何衡量等存在盲区。编制《长江流域河湖岸线修复技术导则》是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强化河湖岸线保护与修复、

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的迫切要求，可为河湖岸线修复规划设计、技术论

证、实施方案编制等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2022年 9月，中国水利学会根据《中国水利学会标准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经过立项论证和公示后，以《关于批准<湖泊复合污染

底泥治理技术指南>等 22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水学〔2022〕145

号），批准本标准立项。

本标准的编制单位为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长江水利委员

会河湖保护与建设运行安全中心。

（二）主要工作过程

（1）组建标准编制组

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作为标准的主编单位，于 2022年 2月

初联合长江水利委员会河湖保护与建设运行安全中心，组建了标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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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组，制定标准编制方案，开展标准编制工作。

（2）文献和资料收集

标准编制组收集整理了与河湖岸线修复工作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

准，如《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水资源保护规划编制

规程》（SL 613）、《堤防工程安全评价导则》（SL/Z 679）、《河

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SL/T 793）、《河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

程技术导则》（SL/T 800）、《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HJ 623）

等。同时编制组收集整理了河湖水域岸线管控、河湖生态缓冲带保护

与修复等方面相关的政策文件、学术文献、项目报告等，为标准编制

打下了良好基础。

（3）初稿编制

编制组提出标准编制方案和技术路线，结合收集到的资料，开展

标准立项论证、标准初稿编制工作，通过多次沟通讨论和修改，形成

本标准的编制初稿。

（4）立项申请

2022年 5月，编制组依据《中国水利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相

关规定，编制了团体标准立项申请书，提出团体标准立项申请。2022

年 7月 26日，中国水利学会在湖北省武汉市组织召开立项专家论证

会议，开展了立项论证，指出制定长江流域河湖岸线修复技术标准，

可为科学评估长江流域河湖自然岸线比例、识别河湖岸线生态问题、

修复河湖岸线生态功能提供技术指导，对建立健全长江流域河湖岸线

管理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制定本标准十分必要，提交的标准申报

材料齐全，功能定位较清晰，已有工作基础较好，立项理由较充分，

会议同意了本标准立项，并提出两个方面的修改建议：1）进一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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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标准定位和名称；2）进一步梳理标准内容。

（5）大纲审查

2023年 10月 31日，中国水利学会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了《长江

流域河湖岸线修复技术导则》团体标准大纲审查会。会议指出导则定

位明确，适用范围合适，技术路线正确，与相关标准协调，导则框架

结构基本合理，指标体系基本可行。专家组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本

标准的大纲审查。同时提出 3点建议：1）优化完善岸线利用和排污

口评价指标；2）完善修复目标确定的内容；3）进一步完善术语、附

录等内容。

（6）征求意见稿编制

根据大纲审查会意见，编制组按照意见对河湖岸线生态功能评价

指标体系、修复目标确定的原则以及术语、附录等进行了修改完善，

形成《长江流域河湖岸线修复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

（三）各阶段意见处理情况

（1）立项论证阶段

立项论证审查意见中提出 2点修改建议，均同意采纳，具体处理

情况如下：

①针对论证会提出的进一步论证标准定位和名称的意见：结合长

江流域河湖岸线特点，完善了河湖岸线现状调查有关要求，将标准名

称由“长江流域河湖岸线修复技术规范”修改为“长江流域河湖岸线修

复技术导则”。

②针对论证会提出的进一步梳理标准内容的意见：对《导则》有

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删减了部分术语以及河湖岸线管控要求，重

点突出了评价单元划分与生态功能识别、河湖岸线生态功能评价与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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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诊断，强化了河湖岸线修复效果评估内容。

（2）大纲审查阶段

大纲审查意见中提出 3点修改建议，均同意采纳，具体处理情况

如下：

①针对大纲审查会提出的优化完善岸线利用和排污口评价指标

的意见：在景观舒适度指标补充完善了岸线利用以及河湖“四乱”现象

的相关内容，修改了排污口布局合理程度指标的判别条件和赋分标准。

②针对大纲审查会提出的完善修复目标确定的内容的意见：完善

了修复目标确定的有关要求，提出应围绕河湖岸线主导生态功能及其

评价指标，确定河湖岸线修复的具体目标。

③针对大纲审查会提出的进一步完善术语、附录等内容的意见：

完善了“自然岸线”“河湖生态缓冲带”等术语表述，删除了“评价单元”

术语；将河湖岸线修复技术路线作为附录 A，附录 B主要保留了指标

名称和指标说明，其他内容纳入正文。

（四）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编制工作由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长江水利委员会

河湖保护与建设运行安全中心等单位人员完成，主要起草人为：王中

敏、惠军、张登成、王孟、樊皓、周晖、刘扬扬、李亚俊、阮娅、陈

蕾、邓瑞、王雪、於金浩、徐会显等。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王中敏、惠军、王孟、周晖等，主要负责标准的进度控制、阶段

性成果及最终成果的审核；

张登成、樊皓、刘扬扬、阮娅、陈蕾等，主要负责标准的框架制

定、修改与审核；

李亚俊、邓瑞、王雪等，主要负责标准的技术分析、文稿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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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金浩、徐会显等，主要负责标准资料的收集与整理等。

二、主要内容说明及来源依据

（一）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分为 8章和 3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

范围—规定了本标准适用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了本标准参照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术语和定义—对本标准中一些关键词语的含义进行解释说明；

基本规定—对本标准中河湖岸线修复原则、技术路线、现状调查

方法以及评价指标计算引用的数据来源进行了说明；

河湖岸线生态功能评价指标体系—提出河湖岸线生态功能指标

体系、各项评价指标的计算方法和赋分标准，以及指标体系的使用场

景；

河湖岸线现状调查与评价—给出河湖岸线评价单元划分与生态

功能识别的方法，提出河湖岸线利用情况、生态环境状况、自然景观

状况等的调查内容，提出河湖岸线生态功能评价与问题诊断的方法；

河湖岸线修复目标与技术—提出了河湖岸线修复目标确定的方

法，提出了提出河湖岸线修复的技术要求；

河湖岸线修复效果评估—提出河湖岸线修复效果评估方法、评估

内容、评价指标等技术要求；

附录 A—给出了河湖岸线修复技术流程图；

附录 B—给出了河湖岸线生态功能评价指标；

附录 C—给出了河湖岸线生态功能指标计算方法。

（二）来源依据

1）关于河湖岸线生态功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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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岸线作为水域和陆域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带，在结构上与其

他生态系统具有显著区别，河湖岸线生境的特殊性、复杂性与空间高

度异质性决定了其生态功能多样性。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技

术规范，本导则将河湖岸线生态功能归纳为防洪、控制侵蚀、保护水

质、生物栖息、景观功能 5项。

2）关于评价单元划分的说明

考虑到河湖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等不同岸线所具备的生态功

能差异显著，本导则提出应采用资料收集、遥感解译等方法掌握河湖

岸线堤防建设以及岸线土地利用情况，结合河湖长制管理情况，将河

湖岸线沿岸线纵向划分为若干评价单元。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土空间

规划、流域综合规划、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等相关区划成果和管控要

求，综合确定评价单元的主导生态功能。

3）关于河湖岸线生态功能评价与问题诊断的说明

河湖自然岸线的概念较为明确，是指天然未开发或通过生态修复

可恢复岸线生态功能的河湖岸线，但自然岸线如何准确判定在实际工

作中存在困难。本导则提出针对评价单元的主导生态功能，选择相应

的指标进行评价，将各主导生态功能评价等级均为“良”及以上的评价

单元作为自然岸线，据此计算评价区域内自然岸线的长度和比例。在

此基础上，结合国家、流域、地方对河湖岸线管理与保护要求，分析

现状自然岸线比例与修复目标的差距，确定河湖岸线修复的对象和范

围。

4）关于修复目标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河湖岸线

修复的目标是保障河湖自然岸线比例，恢复河湖岸线生态功能。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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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长江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岸线生态现状以及保护要求差异

较大，因此本导则提出具体目标可由长江流域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拟定，

并与地方河湖岸线保护规划的相关要求协调。为保障河湖岸线修复目

标的实现，本导则提出应该在总体目标的框架下拟定河湖岸线修复的

具体目标要求，确保河湖岸线修复在经济技术上可行。

5）关于河湖岸线修复效果评估的说明

为保障岸线修复工作取得实效，有必要在修复工程结束后，开展

岸线修复效果评估工作，以此对岸线修复工程进行优化改进。本导则

提出效果评估可采用调查、观测、监测、模拟等方法，对比分析河湖

岸线修复前后生态功能恢复情况、自然岸线比例变化情况，并且明确

要求效果评估指标应选用生态功能现状评价指标，以有效指导河湖岸

线后续修复工作。

三、专利情况说明

无。

四、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1.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

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针对河湖岸线保护修复，国外围绕着岸线修复、缓冲带修复已经

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西方国家在经历 100多年河流大规模开发利

用之后，逐步转向河流岸线保护与生态修复，并从以水质改善为重点

拓展到河流生态系统恢复；在生态修复尺度上，从溪流和小型河流向

流域尺度的整体生态系统修复转变。如德国在 19世纪 30年代提出了

“亲河川整治”概念，创立了近自然河道治理工程学，19世纪 80年代

开始尝试河流重新自然化；20世纪 90年代初，日本河道整治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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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化向拟自然转变的过程，提出多自然型河川工法，颁布《推进多自

然型河流建设法规》，将河流生态系统与河畔居民社区的关系等作为

一个整体考虑，建设河流环境，恢复水质，维护景观多样性和生物多

样性。20世纪 80年代，美国哈德逊河（Hudson River）国家河口研

究保护区成立，开展基于哈德逊河岸线生态与工程技术的研究，通过

自然与人工岸线对生态的影响比较研究，开展相关实践与评估工作。

2000年 10月，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签署颁布了《欧盟水框架指令》

（EU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很大篇幅阐述了水生态保护和修

复内容，明确了河床底质结构、河岸结构等形态条件在生态修复中的

作用。上述研究工作为本次河湖岸线修复技术导则编制提供了参考。

2.与国内相关标准协调性分析

目前，国内缺乏专门针对河湖岸线修复的技术规范。在我国水利、

生态环境等部门发布的标准规范中，与《长江流域河湖岸线修复技术

导则》相关的标准包括：《城市水系规划规范》（GB50513）、《堤

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河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技

术导则》（SL/T800）、《河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导则》（SL709）、

《堤防工程安全评价导则》（SL/Z 679）、《河湖健康评价指南》（试

行）（2020年 8月）、《河湖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技术指南》（2021

年 11月）、《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指南》（试行）、《湖

滨带生态修复工程技术指南》（试行）、《湖泊流域入湖河流河道生

态修复技术指南》（试行）、《湖泊生态安全调查与评估技术指南》

（试行）、《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HJ 623）等。本导则在编

制过程中参考了上述标准规范，与相关标准的关系界定合理，在与适

用范围、技术方法和内容上充分衔接的基础上进行了细化、扩充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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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同时，本导则与现行有效水利技术标准相协调，技术要求不低于

强制性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

本导则旨在指导长江流域河湖岸线修复和管理工作，是河湖修复

与健康评价等标准体系必要和有益的补充，与上述标准的关系为：

1）水利行业标准规范

《河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技术导则》（SL/T800）提出了

河湖生态系统调查与评价的内容、方法和河湖地貌形态保护与修复的

技术要求。本导则主要针对河湖滨水岸线区域提出调查技术要点，包

括岸线利用情况、生态环境状况、自然景观状况等，与《河湖生态系

统保护与修复工程技术导则》技术要求是协调的。

《河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导则》（SL709）提出了河湖地貌形

态修复、重要生物栖息地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域生态保护与修

复的方法和技术要求，是河湖保护与修复的总体要求。本导则主要针

对河湖岸线管理范围提出针对性、细化的保护与修复技术要求，与《河

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导则》技术要求是协调的。

《堤防工程安全评价导则》（SL/Z 679）规定了堤防工程质量、

防洪标准复核、渗流安全性复核、结构安全性复核等方法和指标。本

导则提出了河湖岸线生态功能包括防洪等，防洪功能指标评价体系与

岸线防洪安全建设符合《堤防工程安全评价导则》相关技术要求。

《河湖健康评价指南》（试行）（2020 年 8 月）提出了河湖健

康评价单元划分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对岸线自然状况指标层提出特

定技术方法。本导则中河湖岸线评价单元划分、河湖岸线控制侵蚀功

能指标层岸坡稳定性指标等符合《河湖健康评价指南》（试行）（2020

年 8月）相关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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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指南》（试行）（2019年 3月）

明确了河湖岸线边界范围和管控要求。本导则中河湖岸线修复范围的

确定符合《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指南》相关要求。

2）生态环境行业标准规范

《河湖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技术指南》（2021年 11月）提出了

河湖滨水生态空间规划、河湖水生态保护修复、降低面源污染负荷技

术指标与方法和维护与监测评价等要求。本导则针对河湖岸线水质保

护功能，提出生态缓冲带状况指标，生态缓冲带构建方法包括植被恢

复、下凹式绿地、生态截流沟、生态塘（前置库）和人工湿地等，缓

冲带状况评价与修复技术方法符合《河湖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技术指

南》相关技术要求。

《湖泊流域入湖河流河道生态修复技术指南》（试行）（环办

[2014]111号附件 5）明确了河流基底、生态等调查要求，并对河道形

态和岸坡等问题诊断提出技术要求。本导则中河湖岸线调查、生态功

能评价技术方法与问题诊断等符合《湖泊流域入湖河流河道生态修复

技术指南》相关规定。

《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HJ 623）规范了生物多样性评价

指标和方法，明确了各地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规定了生物多样性评

价的指标及其权重。本导则提出的河湖岸线生物栖息功能评价指标以

及生物栖息地修复技术等符合《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相关技术

要求。

五、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预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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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处于征求意见阶段，无。

七、其他说明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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