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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健康监测与评估方法研讨会 

2012 年 1 月 13 日，由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主办的河湖健康监

测与评估方法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董哲仁常务副主席、郑如刚秘书长

出席了会议。会议

邀请了水利部水

资源司、黄河水利

委员会、长江水利

委员会、中国水利

水电科学研究院、

中国-欧盟流域管

理项目的数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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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就我国正在开展的河湖健康评估试点技术方法进行交流、讨论并提

出咨询建议。 

会上，首先由中国-欧盟流域管理项目专家马丁先生介绍《欧盟

水框架指令》的内容以及指令在中国的运用情况。 

董哲仁常务副主席根据中国与欧盟在河湖健康方面的工作进展

和现实情况进行了对比和分析，运用水利、生物和生态等多种角度分

析了，中国与欧盟在河湖健康方面的不同与相同点。而后，根据会议

的讨论议题，董哲仁常务副主席主持会议并提出以下咨询意见： 

1）明确河湖健康评估工作的法律地位和体制机制； 

2）借鉴欧洲和日本的经验，按照流域和河流分级，开展河湖生

物本底值调查，作为基础科学数据，建立生态数据库； 

3）重视历史状况的调查，明确人类大规模经济活动前的生态状

况为理想参照系统； 

4）建立压力－影响分析模型，识别关键胁迫因子； 

5)尽快建立生物调查，监测技术标准，因为生物监测非常复杂，

涉及生物学和统计学，以确保数据的置信水平； 

6)除河流连续性外，建议补充河流和河湖连通性，河流蜿蜒性及

生境多样性评估； 

7)水利部应组织跨学科的科学家制定生物监测技术标准，比如荷

兰组织了 40 名跨学科的专家花了三年时间制定生物监测技术标准； 

8)建议水利部列出几个专项来支持健康评估工作，尽快启动，支

持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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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全球水伙伴总部的通讯官员培训会 

2011 年 12 月 5 日～9 日，全球水伙伴 2011 年度通讯官员培训

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来自全球水伙伴 9 个地区的 9 名通讯官

员代表参加了本次培训，

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

项目官员马依琳参加了

此次活动。 

本次培训活动主要

是围绕如何建立全球水

伙伴地区委员会官方网

站、全球水伙伴的工具箱

内容与进程、电子出版物模版的介绍与应用以及工作报告的撰写方法

等方面展开。 

培训会使各位通讯员互通经验，交流心得，也增进了彼此间的沟

通与了解，加深了友情，更拓展了对通讯工作的认识，达到了参加培

训会的预期目的。 

通过这次会议，各地区水伙伴通讯官之间的交流，加深了对网站、

网页宣传作用、沟通共享的重要性以及互动互助等方面的认识，为今

后更好推动地区间合作，实现水资源综合管理理念与项目的推广和宣

传的工作打下基础。 

 

通讯员培训会议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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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第六届世界水论坛 

2012 年 3 月 12 日~3 月 17 日，第六届世界水论坛在法国马赛召

开。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以董哲仁常务副主席为团长的 4 人代表团

出席了会议。 

本届世界水论坛的主题为“治水良策、时不我待”(Time for 

Solutions)，旨在总结往届水论坛和其他国际会议成果，并在水资源

的关键领域制定和实施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主题充分体现了国

际社会对水资源问题的高度重视，热切期盼着即时采取行动措施。 

此次论坛设有 3个战略方向、12 个重点行动、103 个具体目标，

共计 400 多场

分 会 和 辩 论

会，以寻求水

问题解决方案

为宗旨，针对

前几届论坛和

国际会议中所

提出的疑点、

问题和建议进

行深入讨论，以期真正落实具体行动。 

作为中国-欧盟流域综合管理项目咨询专家小组中方主席的董哲

仁教授特别应邀出席了于 3月 14 日上午 10 时举行的《中欧水资源管

理对话会》。咨询专家小组从项目实施以来一直对该项目起着重要的

董哲仁常务副主席在对话会举办期间与参会专家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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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导作用。董教授最先引用《欧盟水框架指令》，并结合中国的

实际情况进行借鉴。这次对话会前，他还专门接受项目组的邀请，为

项目的圆满结束录制了一段视频，就项目对河流生态的促进作用进行

了总结。会议开幕式中，为代表播放了包含这段视频的项目宣传片。 

此次对话会上，中国-欧盟签署了《中国—欧洲水资源交流平台

联合声明》，这是继中国-欧盟流域综合管理项目几近尾声后的衍生，

《声明》将延续此次合作的成果，并进一步建立成系统规范的机制。

此项联合声明的签署标志着双方长期合作平台的建立，有利于拓展中

欧水资源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也可以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论坛期间，董哲仁教授和郑如刚秘书长与来自全球水伙伴总部的

网络官员主任约翰·麦兹格先生(John Metzger)和通讯部主任史蒂

夫·唐尼先生(Steven Downey)在会议期间进行了交流，双方就四月

份即将举办的高级圆桌会议的筹备、主题和参与形式进行了讨论。此

全球水伙伴(中国)代表团在世界水论坛期间与总部麦兹格先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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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深入探讨了地区水伙伴的组织模式、资金筹集模式和工作方法

等内容；双方还就咨询伙伴会议和参加今年的世界水周的活动等话题

交换了意见，为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 8 月参加全球水伙伴总部的咨

询伙伴会议（全球水伙伴的工作年会）和斯德哥尔摩世界水周做好准

备工作。 

此外，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积极参加了各相关专题

研讨会，并向其他组织的代表介绍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的情况和近

期的工作动态。 

通过和与会者共同交流经验，增进了友谊，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达到了参加会议的预期目的。 

通过参加这次世界水论坛，进一步加强了与各界专家和代表的交

流，加深了对世界水资源形势和面临的新挑战的认识，了解到学习到

新的理念和工作方法，为今后如何更好地推动水资源综合管理的理念

和实际工作打下基础。 

	

全球水伙伴工作动态 

1．全球水伙伴加勒比海地区委员会组织《水资源综合管理实施

专题会》 

2012 年 2 月 15 日，《第八届综合水资源管理利益相关者专题会》

召开，来自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的代表到会，围绕水资

源管理、污水管理以及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水进程等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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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水资源管理利益相关者专题会》于 2009 年 11 月起动，会

议的主题一直围绕‘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实施’，‘可持续性供水’以及

‘迎接水利挑战，解决水利难题’等内容展开。 

2. 全球水伙伴与其他组织共同发布《跨界河流湖泊流域和含水

层的水资源综合管理新手册》 

2012 年 3 月 12 日~3 月 17 日，第六届世界水论坛在法国马赛召

开期间，由全球水伙伴（GWP）、流域组织国际网络(INBO)、联合国欧

洲经济委员会（UNEC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以及全球环

境基金（GEF）等多家单

位共同编写的《跨界河

流湖泊流域和含水层的

水资源综合管理新手

册》正式发布。 

书中介绍到，世界

上超过一半的人口每天

的生活与水紧密相连，

涉及到 276 条跨界河流

湖泊流域以及近 300 个

含水层。因此，流域区

的国家需要协作，更好 《跨界河流湖泊流域和含水层的水资源综合管理新手册》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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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管理水资源和水环境。随着整个世界的不断变化，水资源的压力日

益加剧，对于流域区的所有用水户和所有相关利益者的当务之急加强

流域的水资源综合管理。 

当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水资源综合管理的方法纳入国家政策，以改

善跨界河流流域的管理 

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全球水伙伴与其他兄弟组织共同出版此书。

本书历时一年，邀请到各界专家学者共同撰写，新增了 60 多个不同

流域地区的成功案例，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提出改善水资源管理的意

见。本书使用英法两种语言撰写，有纸介和光盘两种媒体形式。 

3.全球水伙伴受邀参加“我们需要的未来”倡议活动 

2012 年 4 月 1 日，全球水伙伴总部代表受邀参加《我们需要的

未来倡议》倡议活动，旨在为在巴西举办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Rio+20)提供会议内容和素材。这次活动围绕如何解决全球性问题提

出有益的构想，为整个世界构建繁荣、平等和人类高质生活的未来提

出构想和计划。 

全球水伙伴具备高效水管理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强调“一个国家

如果不改善水资源管理的方法，永远无法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