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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基金“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水利行动” 

项目简报（总第 8期） 

 

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   2020年 5月

 项目中期远程评估顺利举行 

受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委托，

国际评估专家组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28 日和 29 日，分别与水利部项

目办、云南省项目办和重庆市项目办

召开视频会议，对项目中期进展情况

进行了远程评估。 

评估专家组组长由英国专家沃

伦·奥尔丁（Warren Olding）担任，

中国专家于秀波任成员。水利部国际

交流中心主任石秋池女士，云南省水

文局局长李伯根，重庆市项目办主任

陈敏分别出席相关视频会议。 

评估专家组分别听取了国家层面

和省级层面关于项目进展情况的报

告，包括水利行业推动生物多样性保

护有关政策法规制定/修订、试点河

流实施水生态保护与河流健康评估、

能力建设与公共宣传等方面成效，以

及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计划；并就项目

实施与设计目标的相关性、执行效

率、有效性、可持续性，以及影响因

素等问题（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同 

 

图 1 评估专家组与水利部项目办视

频会议（2020.4.23 北京） 

 

图 2 评估专家组与云南省项目办视

频会议（2020.4.28 云南昆明） 

 

图 3 评估专家组与重庆市项目办视

频会议（2020.4.29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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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人员进行了交流探讨。 

结合项目办自评估报告和视频访

谈，沃伦·奥尔丁和于秀波肯定了项

目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尤其是对建立

河流健康评估技术标准、发挥河（湖）

长制的跨部门协同作用、实施小水电

生态改造，以及开展试点河流生态治

理和湿地修复等亮点举措给予了高

度评价，建议继续加强项目管理、提

升水生生物多样性监测能力、加大培

训和宣传力度，将项目打造成 GEF

的项目样板。评估工作也是双方交流

和分享经验的机会。会前，项目办向

FAO 和评估专家组分别提交了《项

目中期自评估报告》和汇报材料。 

 

图 4 项目中期自评估报告（封面） 

会后，评估专家对地方项目技术

咨询单位、区县项目办人员进行了电

话访谈。通过进一步了解项目实施细

节和效果，评估专家对社会组织、企

业、民众等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少数

民族和妇女广泛参与生物多样性培

训、宣传、监督和保护活动表示赞赏。 

另外，评估专家组还与 FAO、TNC

及有关国内专家举行了视频会议。 

 

图 5 云南省项目试点进展宣传册 

 水利部项目办召开 GEF 项目

2020 年工作计划讨论会 

3 月 7 日，GEF 项目 2020 年度工

作计划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水利部国

际交流中心主任石秋池女士主持，中

心副主任/项目经理朱绛、项目技术

顾问唐克旺、技术咨询单位专家渠晓

东、以及项目办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讨论了项目 2020 年度拟开

展的重点工作任务，包括：试点河流

水资源核算标准、技术方法与应用研

究、河流生态流量管控、水生生物多

样性监测系统培训等。 

会议明确，中国水科院（IWHR）

将为试点河流水生生物多样性监测

系统建设、以及地方编制《河湖健康

评估实施细则》提供技术支持；TNC

将进一步梳理和总结国外关于小水

电调度运行的规程/规范，以及生态

工程设计的最新理念，包括生态护

坝、人工湿地、护坡、护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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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水利部项目办召开 2020 年工作

计划讨论会（2020.3.17 北京） 

 云南省项目办召开 2020 年工作

计划会议和工作推进视频会 

1 月 14 日，云南省项目办召开

2020 年工作计划会议，听取了省级

技术咨询单位（云南省水利设计院和

云南大学）关于项目进展情况的汇

报，研究讨论了云南省项目中期自评

估报告的修改意见、试点市县 2020

年项目工作要点等，并就做好下一步

工作，提出了压实河长责任、加强基

础工作、推进专项整治、强化研讨培

训、加强宣传引导等具体措施。 

3 月 18 日，云南省项目办召开项

目工作推进视频会议，省水文水资源

局局长李伯根主持。会议听取了关于

试点工作成效及 2020 年工作进展的

报告，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

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遇到的困难，布置

了修订年度计划、筹备项目评估、推

进成果总结和宣传推广、开展能力建

设等下一步工作。 

 

图 7 云南省项目办召开 2020 年度工

作视频会议（2020.3.18 云南昆明） 

 重庆市项目办召开 2020 年第一

次项目工作会议 

2 月 18 日，重庆市项目办召开了

2020 年 GEF 项目第一次工作视频会

议。重庆市项目办主任陈敏主持会

议，巴南区、江津区项目办及技术咨

询单位（重庆市水利设计院、西南大

学）等项目人员参加。 

会议针对巴南区五布河 2 座废弃

水电站的拆除方案、江津区塘河 1

座拦河坝的鱼道修建方案、塘河鱼类

保护及渔业管理措施、以及试点河流

栖息地改善与修复面积目标进行了

研究。 

会议认为，五布河水电站于 2019

年修建了生态流量泄放和监控设施，

对下游废弃水坝处理已取得较好效

果；考虑到塘河肖家滩拦水坝具有百

年历史，是当地重要的文化象征，且

当地洄游鱼类的种类和数量较少，建

议保留拦水坝，对鱼道建设进行论

证；塘河将实施为期 10 年的禁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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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 2035 年实现重要水域生态环境

和水生生物栖息地生境的全面保护；

对项目文件中关于河流栖息地改善

与修复面积的目标，建议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调整。 

 水利部项目办完成 2020 年技术

顾问和项目管理专家招聘及续聘

工作 

2020 年 3 月，经 FAO 同意，水

利部项目办完成了 2020 年国家层级

技术顾问续聘工作；在云南、重庆项

目办协助下，完成了重庆市项目管理

专家续聘和云南省项目管理专家选

聘工作。 

 向财政部报送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2020 年 3 月，水利部项目办向财

政部报送了项目绩效评价报告，按照

相关性、效率、效果和可持续性等 4

项准则对项目实施进展情况进行了

评估，评价等级为“实施比较顺利”。 

 GEF 项目 2019 年度课题取得丰

硕成果 

（1）国家层面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完成了《生

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水资源管理政策

分析报告》和《河湖长制背景下生物

多样性保护政策框架与典型案例研

究报告》，梳理了国家及地方水资源

管理政策法规中生物多样性保护主

要内容，分析了我国水利领域生物多

样性主流化差距，评估了河（湖）长

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框架、相

关规定及实施效果，总结了涉水法规

中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编制专项规

划、保障河湖生态流量、强化生态监

管等方面，提出了实现水利领域生物

多样性主流化目标的优先事项及相

关对策建议。 

中国水科院完成了《环境流量背

景研究》《“绿线打分卡”研究》《河

流健康评价的标准、方法与应用》《河

流生态区基线调查》《试点河流水资

源核算的标准、方法与应用》《建立

稳健的水生生物多样性为导向的生

态区管理体系研究》等报告，系统梳

理了国内外环境流量研究的背景，分

析了我国在环境流量方面的进展和

差距，提出了河流健康评价指标、标

准与方法；提出了河流生态基线调查

的技术方法，对试点地区的生态基线

划定提供了参考；梳理了国内外水资

源核算研究的背景，分析和评估了我

国现阶段水资源核算体系存在的问

题，对建立稳健的水生生物多样性为

导向的生态区管理体系提出了建议。 

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开发了“项

目监测评估系统”，可协助各级项目

办更加高效地开展项目进展跟踪、检

查、监督和评估，进一步提高项目实

施的质量和效果，促进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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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C 完成了《国际水资源管理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解析》《淡水生

态保护优先区评估的方法与案例》

《美国河流健康评估方法与应用》

《基于 GIS 的水生生物多样性信息

系统建设建议》等报告，介绍了欧美

国家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及国

内外有关案例经验，对项目实施具有

一定参考价值。 

（2）云南省试点层面 

云南水利设计院完成了《生物多

样性保护云南水资源管理政策分析

初步报告》《云南省河（湖）长制背

景下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框架研究

初步报告》《生物多样性保护云南省

环境流量分析初步报告》《李仙江川

河段莲花塘溢流坝、川河大沟溢流坝

——鱼道初步方案》等报告，梳理了

云南省水资源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24 件，政策、条例 31 件，以及河（湖）

长制试点活动，分析了省市实施环境

流量管理的成效，并设计了川河段莲

花塘溢流坝、川河大沟溢流坝的鱼道

初步设计方案。 

云南大学完成了《川河流域水生

态调查研究初步报告》和《川河流域

河流生态健康评价初步报告》，对试

点河流进行了水生态调查和河流生

态健康评价。调查发现，川河流域生

物多样性水平总体较高，共有植物

60 种、鱼类 39 种、底栖动物 23 种。

评价结果是：川河、恩乐河和补麻河

三个河段公众对河流健康的满意度

值均高于 80 分，公众对河流健康整

体呈现比较满意的状态。同时，调查

分析也发现，川河部分河段水域岸线

被侵占，具有潜在的污染风险，河岸

带面临外来植物入侵，河流生境片段

化导致鱼类优势物种组成发生变化。 

 

图 8 云南试点河流健康评价结果 

（3）重庆市试点层面 

重庆市水利设计院完成了《河湖

长制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框

架》《重庆市环境流量现状分析报告》

《重庆市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水

资源管理政策分析报告》等报告，梳

理了重庆市水资源管理相关法律、法

规 11 件，规划 4 份，政策、条例 9

件，以嘉陵江、濑溪河为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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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河长制框架下市、区（县）等

不同层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及

环境流量管理的成效，从河湖生境保

护、生态环境流量保障、促进水生态

修复与保护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关于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体政策建议。 

西南大学完成了《五布河、塘河

水生态调查研究报告》《五布河、塘

河健河流康评估报告》《五布河、塘

河试点监测系统建设情况报告》等报

告，对巴南区五布河和江津区塘河开

展了水生态调查研究及河流健康评

估。调查发现，五布河和塘河流域的

生物多样性水平总体较高。五布河共

有植物 63 种、底栖动物 44 种、鱼类

47 种；塘河共有植物 76 种、底栖动

物 35 种、鱼类 35 种。评价结果是：

五布河和塘河的河流健康评估等级

分别为“健康”和“非常健康”。调

查研究还提出了生态流量下泄、河流

连通性及鱼类生境修复、河岸带生态

管控、水污染防控与治理、河流生态

保育、河流生态监测、河流生态保护

宣教与管理等措施建议，对试点河流

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提交第五次项目进展报告 

2020 年 4 月，水利部项目办向

FAO 驻华代表处提交了第五次项目

进展报告（PPR），对 2019 年 7 月至

2019年 12月期间项目实施进展和财

务情况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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