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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河流健康评价是河湖管理的重要内容，是检验河长制湖长制“有名”、“有实”的

重要手段。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行河长

制的意见》《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要求，水利部河长办印发了《河流健

康指南（试行）的通知》（第 43号），明确了河流健康评价组织、评价单元、评价指标

和结果运用。2021年 1月 13日，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在全省开展河流（湖

库）健康评价工作的通知》（川河长制办函〔2021〕5号），决定在全省开展河流（湖

库）健康评级试点。2022年，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相继印发了《四川省河流（湖库）健

康评价指南的通知》（川河长制办函〔2022〕8号）《关于全面推进河流健康评价工作

的通知》（川河长制办函〔2022〕13号），督促各州市加快推进河流健康评价工作。2023

年 7月 5日，水利部河湖管理司发布了《水利部河湖管理司关于进一步明确河流健康评

价有关事项的通知》2023年全面启动、2025年底前完成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名录内河湖。

2023年 11月 16日，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印发了《四川省河流（湖库）健康评价指

南》（修订版），用于指导四川省河流（湖库）健康评价工作。

徐中河朝天区段河流健康评价工作共包括：基础资料收集及调查方案制定，开展健

康评价工作，编写健康评价报告，健康评价成果验收及成果报送。

我单位接受评价委托后，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开展徐中河朝天区段健康评价工作。我

单位积极与徐中河流经乡镇、村组进行详细沟通交流，贯彻落实河流健康的概念及要求，

并对评价河段进行基本情况调查，摸清评价河段健康状况，作为开展河流健康评价工作

的基础。

徐中河朝天区段河流健康评价工作按照《四川省河流（湖库）健康评价指南》（修

订版）从盆、水、生物、社会服务四个准则层方面对河流健康状态进行评价，帮助公众

了解河湖真实健康状况，为朝天区徐中河各级河长及相关主管部门履行河湖管理保护职

责提供参考。

一、基本信息

1、河流基本信息

徐中河基本信息表

河流名称
河流

类别
流经市（州） 流经县（区） 起止范围 河道长度

徐中河 自然河流 广元市 朝天区
曾家镇石烛村～麻柳

乡乔田村汇入南河
10.8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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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流分段

根据《四川省河流（湖库）健康评价指南》（修订版），河流健康评价原则上以完

整的一条河流为评价单元。当一个评价单元上下游自然条件、地形地貌、开发利用任务

等明显不同时，应根据河流不同的特点，拆分成多个河段评价，通过分段评价后，综合

得出评价单元的整体评价结果。

徐中河朝天区段河流全长为 10.8km,流域面积为 37.97km2,地上河段长度为 2.89km,

其余河段为地下暗河。根据河流纵向分段原则及现场调查，按照河道地貌变异点，将地

上河段分为二段开展健康评价工作。

徐中河朝天区段，开发利用程度低，地上河段两岸多为农田，河流类别为自然河流。

徐中河朝天区段流域面积为 37.97km2小于 200km2，河湖规模为 C类河流。

徐中河河流分段信息表

河流分段 河道中心线桩号 起点地理坐标 终点地理坐标 河道类型 河长（m）

评价河段 1 K10+760～K9+162
106°02′25"E； 106°02′35"E；

地上河段 1598
32°37′31"N 32°36′34"N

评价河段 2 K2+770～K1+479
106°03′40"E； 106°03′39"E；

地上河段 1291
32°33′28"N 32°32′52"N

二、评价指标与结果

评价指标及权重、评价结果见下表：

徐中河健康评价指标体系与权重信息表

准则层 准则层权重
河流

评价指标 指标权重

盆 0.2 岸线自然状况 0.2

水 0.3
生态流量满足程度 0.15

水质优劣程度 0.15

生物 0.2 鱼类保有指数 0.2

社会服务功能 0.3
防洪指标 0.15

公众满意度 0.15

徐中河河流健康评价成果表

评价河流

目标层 河流健康

准则层 “盆” “水” “生物” “社会服务功能”

指标层
岸线自然

状况

生态流量

满足程度

水质优劣

程度

鱼类保有

指数

公众满意

度
防洪指标

徐中河朝天区段

指标赋分 90 94 100 100 88 0

准则层赋

分
90 97 100 44

河流健康

综合赋分
8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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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结论与建议

评价结论：

徐中河朝天区段得分 80.30分，属“75≤HI≤90”，对应等级为健康，对应颜色为

绿。

1、盆准则层：河岸带基本稳定。

2、水准测层：水质优劣程度稳定，生态流量满足程度一般。

3、生物准则层：徐中河流域内鱼类保有数较高。

4、社会服务功能准则层：公众满意度较高，防洪指标较低。

徐中河在岸线自然状况、物理、化学、生物的完整性、社会服务功能可持续等方面

虽有一定程度受损，但仍处于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状态，应当采用一定的修复、调控以及

管理与保护相结合的措施，持续对河流健康提档升级。

存在问题：

1、徐中河朝天区段属山区河流，生态流量满足程度较低，河流主要靠天然降水和融

雪水形成补给，天然径流量丰水期与枯水期差距较大，枯水期生态流量满足程度较低。

2、徐中河评价河段无法达到《防洪标准》（GB50201—2014）与河道划界报告等文

件要求的十年一遇防洪标准。

保护对策：

1、针对枯水期生态流量满足程度较低的问题，在流域内新建囤蓄工程，如新建蓄水

池，对供水管网升级改造等，以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2、针对河段防洪标准不达标问题。建议积极推进开展徐中河流域防洪规划，采取必

要的工程措施（如建设护坡、护岸、堤防）提高防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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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情况

1.1.流域概况

1.1.1.自然地理

1.1.1.1.地理位置

广元市朝天区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广元市北部，嘉陵江上游，川陕甘三省交界的边

陲地带。地处东经 105°35′～106°17′，北纬 32°31′～32°51′；南北相距 43km，

东西相距 63km；北邻陕西宁强，西接青川，东毗旺苍，南壤广元利州区，幅员面积 1620km

²。

图 1.1-1 朝天区区位图

徐中河为南河中游右岸支流，嘉陵江二级支流，发源于朝天区曾家镇石烛村，起点

为曾家镇石烛村老屋头，起点地理坐标为 106°02′25"E，32°37′31"N；下止麻柳乡乔

田村，终点地理坐标 106°04′07"E，32°32′48"N。徐中河朝天区段河流全长为 10.8km,

其中地上河段长度 2.89km。

1.1.1.2.地形地貌

朝天区地处四川盆地北部边缘，地势东部高，北部次之，呈梯级向西南延伸，形成

东部高原区、北部大山区、西南浅丘、河谷、中山区交错的特殊地貌。境内山峰属秦岭

山脉南、米仓山脉西、龙门山脉尾。属典型的地台与地槽间的地质过度区。地形地貌复

杂多样，最高海拔为 1998.3米，最低海拔为 487米。

曾家镇全镇属于构造溶蚀中山地貌，海拔 1300m~1600m，最高峰切刀岭，海拔

1681m；最低点柳林子，海拔 1120m。平均海拔 1300m。岩溶地貌以岩溶漏斗、岩溶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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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水洞为主，全镇最出名的川洞庵集合了众多岩溶地貌为一体的综合景观，主景观是人

称“亚洲第一”的天坑，天坑高约 40m，坑内面积 3000m2左右，可容万人驻足参观。坑顶

一个圆形天洞，直径约 50m，阳光可从天洞直射到天坑之内，坑内天生桥、溶洞、暗河

和竖井均有发育。

麻柳乡境属岩溶浸蚀块状中山，喀斯特地貌,地质内部主要是溶岩、灰岩与砂岩的接

触界，故境内漏斗、洼地、落水洞、暗河十分发达。境内主要河流为南河，源于地下暗

河，余者多为为洞泉、暗河。麻柳乡地势由东向西倾斜。境内最高点位于吴儿包，海拔

1492m；最低点位于麻柳峡，海拔 680m。

临溪乡全乡大部分属于构造溶蚀中山地貌，只有西南部局部地区属于构造侵蚀中山

地貌。山形为条形背岭，并行排列向西绵延，多漏斗溶洞，洞泉暗河发达。最高峰天池

梁，海拔 1512m，最低点鸣水洞，海拔 660m。平均海拔 1300m。

1.1.1.3.植被

朝天区植被水平分布为：南部低山区以柏木、马尾松为主；中部嘉陵江及其支流地

带以青冈、马尾松为主；西北部中山地带主要是栎类和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东北岩

溶台地主要以华山松、油松和落叶阔叶混交林为主。植被垂直分布为：海拔 450-1000m

之间，主要乔木树种有柏木、马尾松、青冈、桤木、杨树，灌木树种主要以马桑、黄荆、

盐肤木、火棘为主；海拔 1000m以上主要乔木树种以油松、华山松、栎类、落叶常绿混

交林为主，灌木树种以马桑、盐肤木为主，岭脊有少量的箭竹、杜鹃等。

徐中河流域内植被以油松（铁甲松）为主，华山松（青松）次之。

1.1.1.4.土壤分布

朝天区由于地质、地貌的不同，加之气候、水文、植被的影响，使境内土壤复杂多

样，根据土壤属性。朝天区土壤大概可以分为暗紫色土、黄壤、黄棕壤、石灰土、暗棕

壤、冲击土、水稻土、棕壤、山地黄壤等 10个土类。朝天区区内土壤分布如下：

区境西北部：即嘉陵江以西地区及小安乡境内一带，具体包括蒲家、西北、羊木、

花石、云雾山、陈家及朝天、小安、鱼洞沙河部分区域。海拔 800m以下地带属于黄壤，

海拔 1300m以上属于黄棕壤。

区境东北部：包括柏杨、大滩、马家坝、青林一带主要为山地黄壤、暗紫色土，江

河，溪沟两岸有黄色冲积土、水稻土；朝天区中部，包括沙河、朝天、文安、宣河、中

子和转斗等乡镇，土壤类型主要为山地黄壤；

区境东部，包括曾家、平溪、两河口、李家、麻柳、临溪等乡镇，主要为山地黄棕



广元市朝天区徐中河河流健康评价报告

6

壤。河谷平坝区，包括广坪河、陈家河、潜溪河、马家河、元吉河流域，主要为紫色土

和水稻土。

徐中河流域内主要土壤为山地黄棕壤。

1.1.1.5.蒸发

朝天区多年年均蒸发量为 1480.2mm，枯水期(1～2 月和 11～2 月)蒸发量最小为

220.6mm，占全年蒸发量的 15%，1月份最小为 75mm，占全年的 5.2%，3～5月，蒸发

量 455.6mm，占全年的 31%，6月份蒸发量最大为 183.6mm，占全年的 12%，余下月份

蒸发量占全年的 40%。

干旱指数是衡量一个地区降水量的多少，同时也是反映该地区气候干湿程度的一个

重要指标。干旱指数是年蒸发能力与年降水量的比值。蒸发能力是指充分供水条件下的

陆面蒸发量，可近似用 E601型蒸发器观测的水面蒸发量代替。当干旱指数大于 1，说明

蒸发能力大于降水量，气候偏于干旱，大得越多气候越干燥。反之，当干旱指数小于 1，

说明降水量超过蒸发能力，气候偏于湿润。

按中国科学院对全国划分干旱和湿润地区的标准：r＜1.00为湿润区；r=1.00～1.49

为半湿润区；r=1.50～3.49为半干旱区；r≥3.5为干旱区。

以该标准划分，经查《朝天区水资源综合规划》（四川九 0九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

司），徐中河流域属于湿润区。

1.1.1.6.水文气象

流域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具有气候温和，光照适宜，四季分明的特点。年均

气温 15.1℃，南部地区年均气温略有增高。境内地形不同，降水量分布不均，南部略少

于北部，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956mm。夏、秋季节(6至 9月份)集中了年降水总量的 70％

以上。降水年际变化较大，少水年降水量不足丰水年的三分之一，造成少水年大旱，丰

水年洪水。

1.1.1.7.风向风力

区内多年平均风速 1.7m/s，最大风速 28.7m/s，有时山口河谷达 8～10 级以上。每

年 3 月至 5 月和 10 至 11 月，大风日数最多，持续时间一般 16 至 18 小时，最长时间 3

天。每年盛夏，雷雨常伴阵性大风，但持续时间较短。

1.1.2.水文水资源

1.1.2.1.河湖水系

广元市朝天区境内河流主要河流为嘉陵江与其支流：清边河、广坪河、潜溪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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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渔洞河等。

(1)嘉陵江

嘉陵江是长江水系中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流域地跨北纬 29°18′~34°30′，东

经 102°33′~109°00′。嘉陵江发源于秦岭山脉和岷山，流经陕西、甘肃、四川及重

庆。

嘉陵江从朝天区北边的大滩镇茅坪村入广元市境，河床宽 65m左右，由北而南，过

大滩、朝天、沙河 3个乡镇，汇流清边河、广坪河、潜溪河、东沟河等主要河流，流经

朝天区主城区，城区段河床宽度 200m左右，由沙河镇元西村出境流入利州区，嘉陵江

流域涉及广元市朝天区的 3个镇 24个行政村（社区），是斜贯朝天区的一条大江。嘉陵

江朝天境内现有跨江桥梁 8座，索桥 2座，跨江铁路大桥 2座，渡口 3个，码头 1个。

嘉陵江（朝天段）水系发育，自上而下的主要有五条支流汇入，主要支流为清边河、

安乐河、潜溪河、广坪河、东沟河。此外，另有南河、西北河等从朝天境外汇入嘉陵江。

嘉陵江朝天区境内长度 50.65km，流域面积 1613km²，境内落差 56.5m，平均比降

1.13‰。实测的年最大流量为 12800m³/s（广元站 1990 年），年最小流量仅为 663m³/s

（1997 年广元站），多年平均流量 4210m³/s（广元站）。实测年最大输沙量为 12330

万 t（广元站 1984 年），年最小输沙量为 128 万 t（广元站 1997 年），多年平均输沙量

为 1600 万 t，多年平均输沙模数为 639t/km²，多年平均含沙量 2.68kg/m³。境内水能蕴

藏量 7.064 万 kw，年径流总量为 60 亿 m³。

(2)南河

徐中河为南河右岸一级支流。

南河为嘉陵江水系支流，发源于广元市朝天区两河口镇大尖山村，流经朝天、利州

两区，在利州区注入嘉陵江，全长 76.5km，总流域面积 1075km2。又名吊滩河、汉寿河、

张坝河。

南河上起朝天区两河口镇大尖山村，流经两河口、曾家、麻柳三个乡镇，由麻柳乡

麻柳社区进入利州区。境内全长 28.66km，流域面积 391km2，其中曾家山片区多为地下

暗河（南河地上河长度为 17.86km，中游有两段暗河），河流在上流两河口镇吉庆村进

入地下暗河，在两河口镇黄柏村乔皮洞流出，在黄柏村、曾家社区段形成明流—吊滩河，

河流在曾家镇白鹰村再次进入地下暗河，在下游麻柳乡乔田村三股水处流出，再次形成

明流。南河流域降雨量 27995.02 万 m³，平均产水 13830.16 万 m³，95%保证率产水量

6238.51万 m³，需水量 359.1万 m³。区内南河流域水能资源蕴藏量丰富，已建麻柳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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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装机 2000kw。

(3)徐中河

徐中河为南河中游右岸支流，嘉陵江二级支流，发源于朝天区曾家镇石烛村，起点

经纬度为 106°02′25"E，32°37′31"N；终点为麻柳乡乔田村，经纬度为 106°04′07"E、

32°32′48"N；河流长度约为 10.8km，其中地上河段长度为 2.89km，其余为地下河段。

其中地上河段流经曾家镇石烛村和临溪乡四新村，在临溪乡四新村进入地下河后最终在

麻柳乡汇入南河，河流上游平均海拔高程 1323m，下游平均海拔高程 1004m，河道平均

比降为 29.63‰，流域面积为 37.97km2。

徐中河流域水系图如下：

图 1.1-2 徐中河朝天区段水系图

1.1.2.2.水文测站及分布情况

广元市境内有广元水文站（新店子水文站）、白龙江上设有三磊坝水文站，白龙江

右岸一级支流乔庄河上设有青川水文站。嘉陵江一级支流闻溪河上设有剑阁水文站；嘉

陵江支流东河的支流雍河上设有三川水文站。

朝天区附近（嘉陵江）流域水文站网基本情况见下图：

朝天区附近流域水文站网基本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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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评价河段水文测站情况表

站名 河流
集水面积

（km²)

设站时间

（年、月）

观测资料项目及年限

水位 流量 泥沙

新店子 嘉陵江 25367 1952

1952～1956

1964～1968

1968～1996

1955～1956

1964～1967

1969～1995

1965～1967

1969～1995

广元 嘉陵江 25647 1997 1996～今 1997～今 1997～今

三磊坝 白龙江 29247 1953.9
1939～1947

1953～今
1954～今

1957～1958

1960～1961

1963～1992

青川 乔庄河 79.8 1981.1 1981～今 1981～今 ——

剑阁 闻溪河 230 1959
1960～1967

1972～今

1960～1967

1972～今
——

三川 雍河 299 1969 1969～今 1969～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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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嘉陵江朝天段水系与水文站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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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降雨

流域位于四川盆地北部，北邻秦岭山系、南连四川盆地，总体地势北西高南东低，

山顶海拔 1000～2000m 左右，嘉陵江河床海拔 500m 左右，相对高差 500～1500m。地形

多为岭谷相间平行分布，地貌类型属构造剥蚀中低山。全区河流均属嘉陵江流域，暴雨

洪水量大而集中，持续时间短，枯期及干旱期各支流水量极小，甚至断流。

流域径流主要来源为降水，其次是地下水，也有少量的冰雪融水补给。全区多年平

均年降雨量为 956mm，雨量较为充沛，但年际变化大，且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浅丘、缓

丘区降水较少，低山区降水较多。

1.1.2.4.暴雨洪水

嘉陵江上游暴雨主要受大巴山暴雨区的影响，每当夏季来临，挟带大量水汽的东南

季风侵入四川盆地，由于秦岭大巴山受阻，在迎风坡面常造成“强暴雨天气”，天气系

统以低槽为主，切变线次之。暴雨在地区分布上不均匀，暴雨中心多出现在上寺、新平、

雁门一带。多年平均最大 24 小时降雨量，新平、雁门一带为 140～150mm、三堆 130mm，

广元 121.7mm，新店子 118.9mm，大滩区 101mm，阳平关以北为 60mm。暴雨在地区分布上

的差异，主要是暴雨特性和地形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暴雨的成因主要取决于天气系统。

造成一次中量级以上洪水的降雨量一般系全流域普降暴雨或大雨，且雨量一般均在 80mm

以上。区内洪水出现时间与暴雨同步，多出现在 5～9月。最大流量多集中发生在 7、8

两月。其特点：涨率大，退率小，峰高量大，多为复式峰型，一次洪水过程一般历时 3～

5天。洪水年际变化也较大，广元（新店子）水文站实测的年最大流量为 12800m³/s（1990

年 7 月 6 日），最小值仅为 663m³/s（1997 年广元站），相差 19.3 倍，年最高水位变幅

达 18m 以上。

1.2.河流规划及建设情况

1.2.1.河流规划

1.2.1.1.流域规划

徐中河朝天区段属朝天区区管河流，为南河右岸一级支流，嘉陵江二级支流，流域

内均无单独流域规划。

1.2.1.2.防洪规划

徐中河朝天区段无相关防洪规划。

1.2.1.3.水功能区划

根据广元市人民政府批复的《广元市水功能区划》，徐中河朝天区段内无一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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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水功能区。

1.2.1.4.《四川省广元市徐中河朝天区段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报告》

根据《防洪标准》（GB50201—2014）、《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

L252-2017）及《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的相关规定、结合《四川省河道

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等。

徐中河朝天区段划界防洪标准按城镇和相关规划对河道分段确定（即按城市、集镇、

农村河段确定不同的标准），城区、场镇、防洪堤工程河段防洪标准按 20 年一遇（P=5.

0%），农村段防洪标准按 10 年一遇（P=10%）确定。

表 1.2-1 徐中河朝天区段防洪标准统计表

河道中心线桩号 起点地理坐标 终点地理坐标 河道类型 防洪标准

K10+760～K9+162
106°02′25"E； 106°02′35"E；

地上河段 10 年一遇
32°37′31"N 32°36′34"N

K9+162～K2+770
106°02′35"E； 106°03′40"E；

地下河段 /
32°36′34"N 32°33′28"N

K2+770～K1+479
106°03′40"E； 106°03′39"E；

地上河段 10 年一遇
32°33′28"N 32°32′52"N

K1+479～K0+000
106°03′39"E； 106°04′07"E；

地下河段 /
32°32′52"N 32°32′48"N

1.2.1.5.一河一策管理保护方案

2021 年广元市朝天区总河段长办公室组织编制了《潜溪河等 12 条河流一河一策管

理保护方案（2021-2025 年）》。方案围绕实现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污

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和涉河湖执法监管六大目标，根据调查现状水资源、

水环境和水生态方面存在的主要状况，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按照

河流现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提出管理保护的总体目标和具体指标，形成“目标清单”；

以问题为导向，研究各部门的主要任务，制定相应的管理保护河流切实可行的措施方案，

建立“任务清单”；在明确工作任务和措施方案的前提下，进一步落实政府、社会、企

业所有参与者的职责，根据责任情况监督各相关责任主体和参与部门履行职责落实情况，

建立“责任清单”。

根据四川省总河长办公室《关于开展编制一河（湖）一策管理保护方案（2021-2025

年）的通知》，徐中河河湖基础情况及现状以 2020 年为基准年，以 2025 年为编制水平

年，实施周期为 2021 年—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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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资源保护

①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实施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到 2025年万元国内生

产总值用水量较 2020年下降 20%。

②加强水质监测，徐中河所涉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③加强入河排污设置监管，强化执法检查，严格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严格控制排

放总量。

（2）水域岸线管理

2025年前基本完成已划定功能区的岸线非法违规侵占清理工作，制定岸线利用报审

批准程序。

（3）水污染防治

①加强入河排污口监测，实施排污口规范化建设。

②提升乡镇污水收集处理水平。

（4）水环境治理

①加强乡镇垃圾无害化处理。

②加强饮用水源地管理，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③加强河道保洁，明确打捞流域漂浮物责任主体，加大打捞力度。

④到 2025年徐中河河长制监测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Ⅱ类水体的比例维持在 100%。

（5）水生态修复

①通过推进坡改梯，营造水保林，小流域综合治理，实施生态修复、保土 耕作等措

施使得重点治理区水土流失得到基本控制。新建生产项目全面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

②到 2025年底，优化完善流域生态流量保障目标和实施方案，生态流量管理措施全

面落实，生态流量监测预警体系全面建立，河湖生态流量得到有力保障。

③按照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原则开展水生态修复，推进生态功能受损河流的

生态修复。继续开展徐中河重点水域禁捕工作，建立健全水生态环境保护监测管理机制，

加强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资源养护。

1.2.1.6.《朝天区水资源综合规划》

规划范围为朝天区区域范围，根据朝天区水系及水利工程基本情况，为合理进行全

区水资源评价和规划工作，将朝天区划分为川北盆地嘉陵江左岸区、川北盆地嘉陵江右

岸区、川北盆地南河边缘区。

规划的基准年为 2020年，近期规划水平年为 2025年，中期规划水平年为 2030年，



广元市朝天区徐中河河流健康评价报告

14

远期规划水平年为 2035年。朝天区川北盆地嘉陵江左岸区各规划水平年分区水源配置成

果见下表。

表 1.2-2 朝天区川北盆地南河盆地边缘区分区可利用水资源配置表

单位：万 m3

年份 分片区

规划年可供水量

多年平均 P=75% P=95%

地表
水

地
下
水

其
他

小计
地表
水

地
下
水

其
他

小计
地表
水

地
下
水

其
他

小计

2020 年
川北盆地南河
盆地边缘区

670 11 9 690 750 13 8 771 810 13 7 830

2025 年
川北盆地南河
盆地边缘区

830 61 9 900 905 65 8 979 976 67 7 1051

2030 年
川北盆地南河
盆地边缘区

924 61 9 994 1004 65 8 1077 1082 67 7 1156

2035 年
川北盆地南河
盆地边缘区

1152 61 9 1222 1253 65 8 1327 1343 67 7 1418

1.2.1.7.朝天区山区河道四个责任人公示

按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河湖名录梳理复核的通知》（办河湖〔2023〕66号）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山区河道管理的通知》（办河湖〔2023〕140号）《四川省河

长制办公室关于印发〈四川省河湖名录梳理核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川河长制办发〔2023〕

20号）《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加强山区河道管理的通知》（川水函〔2023〕795号）等文

件要求。朝天区区内山区河道需设置“四个责任人”的有：西北河、潜溪河、广坪河、二

岔河、清边河、瓦子河、明水沟、东沟河、徐中河。朝天区山区河道“四个责任人”名单

如下：

表 1.2-3 朝天区徐中河“四个责任人”名单

责任人类型
责任人所在

行政区名称

责任人所在

行政区层级

责任人

姓名
责任人单位 责任人职务 联系方式

河长责任人 朝天区 县级 吴 卿
广元市曾家山管委

会
副主任 0839-8675129

河长责任人 曾家镇 乡镇级 李小林
朝天区曾家镇人民

政府

镇党委委员、人

武部长、副镇长
13981298759

河长责任人 临溪乡 乡镇级 毛富民
朝天区临溪乡人民

政府

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
18113706466

河长责任人 麻柳乡 乡镇级 郭 晶
朝天区麻柳乡人民

政府

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
18783457006

河长责任人 曾家镇石烛村 村级 孙会平
曾家镇石烛村村民

委员会
村支部书记 13908120521

河长责任人 临溪乡桃树村 村级 李 勇
临溪乡桃树村村民

委员会
村支部书记 15282073659

河长责任人 临溪乡四新村 村级 马俊豪
临溪乡四新村村民

委员会
村支部书记 18384589721

河长责任人 麻柳乡乔田村 村级 刘泽勇
麻柳乡乔田村村民

委员会
村支部书记 15397729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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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类型
责任人所在

行政区名称

责任人所在

行政区层级

责任人

姓名
责任人单位 责任人职务 联系方式

河长责任人 麻柳乡复兴社区 村级 李其林
麻柳乡复兴社区委

员会
社区党委书记 13568370863

防汛抗洪人

民政府行政

首长责任人

朝天区 县级 杨金军
广元市朝天区人民

政府

区委常委、副区

长
13908125470

主管部门责

任人
朝天区 县级 蒋雪梅

广元市朝天区水利

局

党组成员、副局

长
13981264929

巡查管护责

任人
曾家镇石烛村 村级 孙会平

曾家镇石烛村村民

委员会
村支部书记 13908120521

巡查管护责

任人
临溪乡桃树村 村级 李 勇

临溪乡桃树村村民

委员会
村支部书记 15282073659

巡查管护责

任人
临溪乡四新村 村级 马俊豪

临溪乡四新村村民

委员会
村支部书记 18384589721

巡查管护责

任人
麻柳乡乔田村 村级 刘泽勇

麻柳乡乔田村村民

委员会
村支部书记 15397729262

巡查管护责

任人
麻柳乡复兴社区 村级 李其林

麻柳乡复兴社区委

员会
社区党委书记 13568370863

1.2.1.8.朝天区饮用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

1、规划目标

（1）总体目标

全面取缔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排污口，削减进入饮用水水源地的污染负荷，

健全监测与环境管理措施，水源地各级保护区水质满足国家相关要求，保障水源安全。

（2）水质目标

地表水型水源地各级保护区水质基本项目限值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3838）Ⅱ类标准。地下水型水源地各级保护区水质基本项目限值不得低于

国家规定的《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Ⅲ类标准。

徐中河朝天区段共涉及饮用水水源地一处。详见下表：

表 1.4-6 徐中河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统计表

序号 名称
位置 水源地

类型
水质类别 地区

X（经度） Y（纬度）

1 麻柳乡叠洞河河流型水源地 106°03′22″ 32°33′33″
河流型

地表水
Ⅱ类 麻柳乡

1.2.2.河流建设情况

朝天区已建立起完备的区、镇、村三级河长制度。据河长制信息平台统计，2020 年

朝天区河（湖）长 506 名，其中区级 28 名，乡级 50 名，村级 428 名。朝天区徐中河河

长组织体系不断完善，各地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调整完善区、乡、村河

（湖）长，建立了多部门、常态化的河（湖）管理保护联合执法体系。

经过河长制工作的推进，徐中河河长体系不断完善，建立了区、乡（镇）、村三级

河长组织体系。徐中河区级河段长由市曾家山管委会副主任担任，区级河段长是徐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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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一策治理保护方案实施的责任主体。徐中河区级联络员单位为市曾家山景区管委会，

在区级河段长领导下，按照总河段长办公室的工作部署，结合河流的实际情况，组织开

展河流管理和保护工作。

徐中河河长制工作在区级双总河长、区总河段长办公室、区级河段长、区河长制办

公室指导下，在区级联络员单位市曾家山景区管委会协助下，流域各乡镇在区级双总河

段长和区河长制办公室领导下负责贯彻落实境内相关河段及支流的河长制工作，建立区、

乡（镇）、村各级河长体系，为广元市朝天区段徐中河管理保护方案的实施提供了组织

保障。

表 1.2-4 徐中河河段长基本情况表

河段长 姓名 部门、职务

区级河段长 吴卿 市曾家山管委会副主任

乡、镇级河段长

向兴涛 向兴涛

毛富民 临溪乡乡长

郭晶 麻柳乡乡长

蒋虎 麻柳乡副乡长

村级河段长

孙会平 曾家镇石烛村村支部书记兼村主任

孙登国 曾家镇石烛村村村支部副书记

李勇 临溪乡桃树村村支部书记兼村主任

马俊豪 临溪乡四新村村支部书记兼村主任

刘泽云 麻柳乡乔田村村支部书记兼村主任

刘如坤 麻柳乡乔田村村支部副书记

1.3.社会经济概况

朝天区地处秦巴山南麓、川陕结合部，是千年古蜀道、千里嘉陵江的交汇地，是北

向入川的第一个县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唐天宝年间玄宗避“安史之乱”幸蜀百

官在此接驾朝拜天子而得名，素有“秦蜀锁钥”“川北门户”之称，享有“栈道之都、

养生天堂”之美誉。全区幅员面积 1613km
2
，辖 12 个乡镇 124 个行政村 15 个社区。朝天

区历史文化厚重，具有独具魅力的中子铺细石器文化、蜀道文化、民俗文化、养生文化

和红色文化，是先秦古栈道文化的集中 展现地和中国蜀道文化、三国蜀汉文化的核心走

廊。朝天，生态环境优美，是嘉陵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有中国

十大避暑名山曾家山、“中国交通历史博物馆”明月峡、地下仙宫龙门阁、神奇秘境水

磨沟 4个国家 AAAA 级旅游景。朝天区规划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生态

文化旅游业是重点发展对象。2023 年朝天区全区地区生产总产值实现 851948 万元，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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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66542 万元，同比增长 3.8%；

第二产业增加值 387137 万元，同比增长 7.6%；第三产业增加值 298269 万元，同比增长

7.1%。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11.6%、52.2%、36.2%，分别拉动经济增长 0.8%、

3.5%和 2.4%。

徐中河朝天区段流经曾家镇、临溪乡、麻柳乡境内河流。

曾家镇地处朝天区东部，东与两河口镇、李家镇接壤，南与麻柳乡毗邻，西与临溪

乡、朝天区为邻，北与中子镇相连。区域面积 89.3km
2
。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境内最高

点位于中柏村的吴二包山，海拔 1679m；最低点位于中柏村柳林子，海拔 1120m。曾家镇

属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其特点是冬冷夏凉，垂直气候显著，差异分明，多年平均气

温 11.9℃，1月平均气温 1.5℃。境内地质景观独特，享有“溶洞王国”、“石林洞乡”

之美是夏避暑，冬赏雪的旅游休闲胜地,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四川省地质公园，有中曾路、沙曾路直达，交通便利。曾家镇境内已探明地下矿藏有煤

炭、硫铁。煤炭地质储量 60 万吨，硫铁矿储量不明。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前卫村，已进

行多年开发。前卫村矿区约 5平方千米，年产量 2万吨。森林资源丰富，有天然林 56150

亩，以油松（铁甲松）为主，华山松（青松）次之。野生植物种类繁多，中药材资源丰

富。

麻柳乡，隶属于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地处朝天区南部，东壤李家镇，南、西毗邻

利州区，北邻曾家镇、临溪乡，区域面积 51.23km2，麻柳乡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其

特点是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均降雨量 1200mm，年均气温 13.4℃, 最高温 24℃,最低

温-5℃, 无霜期 215天。主要矿产资源有硫铁矿、石灰石。明清至民国时期，为川北著

名的火药之乡。麻柳乡有农业耕地面积 8804亩，全部为旱地。2011年，农业总产值 8230

万元。粮食作物以玉米、小麦为主。2011年，生产粮食 54110吨，其中小麦 9240吨，

玉米 30150吨。畜牧业以饲养生猪、家禽为主。2011年，生猪饲养量 11000头，年末存

栏 5854头；家禽饲养量 8万羽，年末存栏 4万羽。麻柳乡境内有中大路、赵麻路等公路

干线交会于境内；乡道路总长 30.2千米，村道路总长 94.8千米。西南距宝成铁路 28千

米，距广元机场 42千米。

临溪乡，隶属于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地处朝天区东南部，东接曾家镇，南依麻柳

乡，西壤沙河镇，北邻朝天镇，区域面积 51.7km2。临溪乡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其

特点是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临溪乡境内已探明地下矿藏主要为煤炭、硫铁

矿，主要集中在望坪、桃树村。境内森林覆盖率达 80%以上。临溪乡有农业耕地面积 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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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2011年，农业总产值 1326万元；粮食作物以玉米、小麦为主。2011年，生产粮食

1362吨。主要经济作物为蔬菜，品种有海椒、油菜、萝卜、甘蓝等。畜牧业以饲养生猪、

牛、家禽为主。2011年，生猪饲养量 6725头，年末存栏 4814头；家禽饲养量 51600羽，

年末存栏 39689羽。

1.4.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1.4.1.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1.4.1.1.水资源量

⑴降水

据《朝天区水资源综合规划》统计显示：朝天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侯，干雨季分

明，雨季为 5～9月，约占全年雨量的 80%。全区按片区统计，多年平均降水深最大的

是川北盆地南河盆地边缘区 993mm，最小的是川北盆地嘉陵江右岸区 966mm。

⑵地表水资源量

根据《朝天区水资源综合规划》，朝天区区流域内多年平均径流深 506.6mm，地表

水资源量 8.17亿 m3。

⑶地下水资源量

根据《朝天区水资源综合规划》，朝天区流域内地下水资源量为 0.19亿 m3。

⑷水资源总量

由于朝天区地下径流完全出露为地表径流，地下水潜水蒸发量很小，因此地表水资源

量完全包括了地下水资源量，水资源总量即为地表水资源量，水资源重复计算量即为地下

水资源量。

表 1.4-1 朝天区分区多年平均水资源量统计表

分区

面积 多年平均资源量（单位：亿 m
3
）

（km
2
) 降水量

地表水

资源量

地下水

资源量

地表水与地下

水重复计算量

水资源

总量

川北盆地

嘉陵江左岸区
551 5.36 2.78 0.07 0.07 2.78

川北盆地

嘉陵江右岸区
566 5.46 2.83 0.07 0.07 2.83

川北盆地

南河盆地边缘区
496 4.93 2.56 0.06 0.06 2.56

合计 1613 15.43 8.17 0.19 0.19 8.17

1.4.1.2.现状涉河工程

⑴取水口

徐中河朝天区段有取水口一处，为麻柳乡叠洞河饮用水源地取水口，该取水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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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下表：

表 1.4-2 朝天区分区多年平均水资源量统计表

水源地名称 服务人口 取水量（m
3
) 水源地类型 取水口地理坐标

叠洞河饮用水源地取水口 3000 500 地表水
东经 106°03′22″
北纬 32°33′33″

⑵入河排污口

徐中河朝天区段内未设置入河排污口。

⑶拦河闸坝

徐中河朝天区段内无拦河闸坝。

⑷堤防工程

徐中河地上河段无堤防工程。

⑸跨河桥梁

徐中河无跨河桥梁。

⑹饮用水源地

徐中河朝天区段共涉及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一处。水源地概况如下：

表 1.4-3 徐中河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统计表

名称
位置 水源地类

型
地区

X（经度） Y（纬度）

叠洞河河流型水源地 106°03′22″ 32°33′33″
河流型地

表水
麻柳乡

1.4.1.3.水环境现状

⑴水功能区划

徐中河朝天区段内无一级、二级水功能区。

⑵河流水质

徐中河设有 3个河长制水质监测断面。根据广元市朝天生态环境局提供的 2021~2023

年区级河长河流断面水质监测资料，徐中河水质类别按Ⅱ类水质限制监测，监测断面全

部达标，优良水质比例达 100%。

表 1.4-4 徐中河区级河长河流断面水质监测信息表

断面编号 断面位置
断面经纬度 监测

成果经度 纬度

G210712W-01-04W-1 徐中河起点（曾家镇张家村一组） 106°2′28″ 32°37′09″ Ⅱ类

G210712W-01-05W-1 徐中河上游（曾家镇张家村七组） 106°2′24″ 32°36′45″ Ⅱ类

G210712W-01-08W-1 徐中河下游（麻柳乡四新村六组） 106°3′23″ 32°33′23″ Ⅱ类

⑶黑臭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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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开展水污染防治、“清河、防洪堤、净水、保水”行动和河长制工作以来，大力

实施城乡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生活污水处理率逐年提高。经排查，徐中河流域城乡

无黑臭水体现象。

1.4.1.4.水生态现状

⑴生态流量监管

徐中河生态流量目标确定和实施方案暂未编制，生态流量监测预警体系需进一步加

强建设，暂未设置流量控制断面，暂未对河流流量实行监测。

⑵水土流失现状

根据 2019年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全区水土流失面积为 648.92万 km²，占幅员

面积的 40.23%，2020年朝天区水土流失面积为 639.59万 km²,占幅员面积的 39.65%。远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属全省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区域。

表 1.4-5 朝天区 2019~2020 年度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表

年度
县级行

政 区

水土流失 轻度侵蚀 中度侵蚀 强烈侵蚀 极强烈侵蚀 剧烈侵蚀

面积

（km
2
）

占土地

面积比

例（%）

面积

（km2）

占水土

流失面

积比

例（%）

面积

（km2）

占水

土流

失面

积比

例（%）

面积

（km
2
）

占水

土流

失面

积比

例（%）

面积

（km
2
）

占水

土流

失面

积比

例（%）

面积

（km
2
)

占水

土流

失面

积比

例

（%）

2019

年
朝天区 648.92 40.23 392.94 60.55 71.05 10.95 74.01 11.41 73.08 11.26 37.84 5.83

2020

年
朝天区 639.58 39.65 380.72 59.53 68.7 10.74 72.39 11.32 76.97 12.03 40.8 6.38

2020年度水土流失按侵蚀强度分，朝天区轻度侵蚀面积 39.65km²,占水土流失面积

的 59.53%；中度侵蚀面积 68.7km²,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10.74%；强烈侵蚀面积 72.39km²,

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11.32%；极强烈面积 76.97km²,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12.03%；剧烈侵蚀

面积 40.8km²,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6.38%。

2019 年度朝天区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30km²。2020 年度朝天区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49km²。

⑶水生物现状

徐中河流域属于嘉陵江流域二级支流，无历史鱼类监测数据，根据《广元市利州区

渔洞河水库工程对南河白甲鱼瓦氏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影响评价专题报

告》，结合寻访当地渔业相关人员，并咨询水利局等相关机构，分析推测确定徐中河流

域内分布有鱼类 6种，主要有切尾拟鲿、瓦氏黄颡鱼、马口鱼、南方鲇、木叶鱼和中华

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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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1、山区河流年径流量丰枯变化大，开发潜力受限制。

徐中河属山区河流。河床下切较深，岸坡陡峻，河身狭窄，河谷断面常呈“V”型

或“U”型。由于地势峻陡，徐中河丰水期，枯水期天然径流量相差悬殊，径流量变化

大，土地资源散布两岸山体间，水低田高，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条件较差。

2、沿河两岸存在一定农业面源污染风险。

徐中河流域以农业生产为主，沿河耕种作物肥料和农 药的施用在农灌和丰水季受农

田大量退水所形成的流失是河流的主要污染源。农村一家一户的分散农业生产方式，点

多面广，监管难，存在农业面源污染隐患。

3、现状供用水设施、水雨情监测设施老化、配套实施不足，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低

徐中河属山区河流，现有各类供水工程大多数存在配套不完善，设施老化等问题，

所以灌溉和供水效益较差。应进一步拓宽投资渠道，充分发挥现有各类取水工程的供水

潜力。在雨情水情监测方面还缺乏对数据的处理运用能力，还不能实现自动预报。对取

水还未能实现实时自动监测。

1.5.河流健康评价工作概况

徐中河朝天区段河流全长 10.8km,评价河段为地上河段长 2.89km。

1.5.1.河流健康评价工作组织单位

《广元市朝天区徐中河河流健康评价》的组织单位、及编制单位分别如下：

组织单位：广元市朝天区河长制办公室

编制单位：中亿国际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1.5.2.工作过程

我单位接受评价委托后，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开展徐中河朝天区段健康评价工作。我

公司积极与徐中河流经乡镇、村组广大群众进行详细沟通交流，贯彻落实河流健康的概

念及要求，并对评价河段进行基本情况调查，摸清评价河段健康状况，作为开展河流健

康评价工作的基础。

徐中河河流健康评价工作从盆、水、生物、社会服务功能层方面，选用岸线自然状

况、生态流量满足程度、水质优劣程度、鱼类保有指数、防洪指标、公众满意度六个评

价指标，对徐中河健康状态进行评价，帮助公众了解河湖真实健康状况，为徐中河各级

河长及相关主管部门履行河湖管理保护职责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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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主要工作内容

1.5.3.1.技术准备

1、技术准备

（1）基础资料收集：系统收集和复核河道所在流域概况和水文气象资料。搜集与复

核内容主要包括：河湖所在流域内的地形、地质、植被、土壤分布、水系、降水、蒸发、

气温、风向、风力等基本资料；河湖所在流域与相关区域的暴雨、洪水特征等资料，相

关雨量站的降雨资料，相关水文（位）站历年实测洪水资料及人类活动对水文参数的影

响资料；河湖上、下游其他水利工程基本情况资料等。

相关编制依据及收集资料清单统计情况如下表：

表 1.5-1 编制依据及资料清单统计情况表

目录
序

号
名称

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7.2修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7.2修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7.10.7修正）

4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水政〔1992〕7号）

5 《四川省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川水发〔2004〕40号）

6 《四川省河道管理实施办法》（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40号）

7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

文件

1 《水利部河长办关于＜河流健康指南（试行）＞的通知》（第 43号）

2
《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关于＜关于在全省开展河流（湖库）健康评价工作＞的通

知》（川河长制办函〔2021〕5号）

3
《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关于＜四川省河流（湖库）健康评价指南＞的通知》（川

河长制办函〔2022〕8号）

4
《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河流健康评价工作＞的通知》（川河长制

办函〔2022〕13号）

5 《四川省河流（湖库）健康评价指南》（2022年 3月）

6 《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明确河流健康评价有关事项的通知》（河湖（2023）1号）

7
《四川省河流（湖库）健康评价指南》（修订版）

（川河长制办发【2023】34号）

规范、规程、

标准

1 《防洪标准》（GB50201-2014）

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3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

4 《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SL/T278-2020）

5 《水文调查规范》（SL/T196-15）

6 《水环境监测规范》（SL21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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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号
名称

文献资料

1 《广元市朝天区水资源综合规划》

2 《广元市水功能区划报告》

3 《四川省广元市徐中河朝天区段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报告》

4 《广元市朝天区南河“一河（湖）一策”管理保护方案（2021-2025年）》

5 现场调查的其他资料（岸线、水质检测、公众满意度）

6
《广元市利州区渔洞河水库工程对南河白甲鱼瓦氏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影响评价专题报告》

（2）河流基本情况分析：根据项目区自然地理、河湖水系及历史演变、水文气象及

经济社会状况，分析水资源及开发利用状况、水环境、水生态等方面的主要特点及存在

的主要问题。

（3）河流健康评价方案：确定评价河段分段评价方案。评价各河段的地形地貌、水

文地质、河湖物理形态、水环境及水生态的分区（段）特点，以图表结合方式，说明各

评价河段空间位置与物理参数；说明选用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与评价标准。

（4）河流健康调查监测：确定专项勘察、专项调查、专项监测方案；以图表结合方

式，说明专项监测方案监测点位、监测断面布置方案；确定河流专项监测频次与监测时

间、采用的设备与方法；分析各评价指标数据的代表性、准确性、可靠性与客观性。

（5）河流健康评价：依据筛选确定的评价方法与标准，形成评价河段单元的健康状

况及准则层赋分结果，最终给出河流健康状况赋分；依据赋分结果，给出河流健康综合

评价结论。

（6）河流健康问题分析与保护对策：根据各指标、准则层及综合赋分情况，说明河

流健康整体特征、不健康的主要表征。给出河流健康保护及修复目标建议方案。

1.5.3.2.调查监测

组织开展河流健康评价调查与专项监测。根据前期资料收集及现场初勘情况，确定

专项调查监测内容包括：岸线自然状况准则层指标、生物准则层指标、公众满意度调查

（含水体整洁程度）、水质检测和已有资料收集整理。

1.5.3.3.报告编制

系统整理调查与监测数据，根据本指南对河流健康评价指标进行计算赋分，评价河

流健康状况，编制河流健康评价报告。

1.5.3.4.健康评价报告验收及成果报送

由朝天区河长制办公室组织，对健康评价报告进行审查验收，完成验收后将成果报

上一级河湖管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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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取得主要成果

1、广元市朝天区徐中河河流健康评价报告

2、附图

（1）朝天区行政区划图

（2）朝天区水系图

（3）朝天区水功能区划图

（4）朝天区多年平均降雨量等值线图

（5）朝天区多年平均径流深等值线图

（6）朝天区土地利用现状图

（7）朝天区土壤侵蚀分布图

（8）朝天区植被覆盖图

（9）河流健康评价河流分段及监测断面布置图

3、附表

（1）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徐中河基本特征表

（2）水电站基本情况调查表

（3）防洪堤基本情况调查表

（4）水源地基本情况调查表

（5）河流健康评价公众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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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河流健康评价方案

2.1. 评价范围

2.1.1.河流类别

《四川省河流（湖库）健康评价指南》（修订版）中相关定义如下：

2.4.1 河流类别：“①自然河流：无人为干预，人为干预小，或开发利用程度低的

河流。②功能性河流：受人类生产生活影响较大，已进行河流规划或已开发利用，具有

社会服务功能的河流、河段。③半人工半自然河流：开发利用任务多为以输送城市、农

村生产生活用水及生态环境用水为主的河流，这类河流的水文水资源特性以人为调控为

主。④城市河段：穿越城市或分布于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的河流、河段为城市河段，主要

功能为排放城市雨污及洪水、输送或承接城市生态环境用水，保障城市的防洪安全、改

善城市水环境和形象面貌等。城市是指省、市、县级城市。”

2.3 河湖规模分类：A类河湖是指流域面积 3000 平方公里及以上的河流，常年水面

面积 20 平方公里及以上的湖泊；B类河湖是指流域面积 200 平方公里及以上、3000 平方

公里以下的河流，常年水面面积 5平方公里及以上、20 平方公里以下的湖泊；C类河流

是指流域面积 200 平方公里以下的河流，常年水面面积 5平方公里以下的湖泊。

徐中河为南河中游右岸支流，嘉陵江二级支流，发源于朝天区曾家镇石烛村，起点

为曾家镇尧坪村老屋头，起点地理坐标为 106°02′25"E，32°37′31"N；下止麻柳乡乔

田村，终点地理坐标 106°04′07"E，32°32′48"N。徐中河朝天区段河流全长为 10.8km,

其中地上河段长度 2.89km，其余河段为地下暗河。

徐中河流经曾家镇石烛村、临溪镇四新村、麻柳镇天桥村，在临溪镇四新村进入地

下河道后汇入南河，河道平均比降为 29.63‰，流域面积 37.97km
2
。

本评价报告仅对徐中河朝天区段地上河段进行评价。

徐中河朝天区段开发利用程度低，地上河段两岸多为农田，河流类别为自然河流。

徐中河朝天区段流域面积为 37.97km2小于 200km2，河湖规模为 C类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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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徐中河朝天区段河段范围图

2.1.2.河流分段

根据《四川省河流（湖库）健康评价指南》(修订版）中 1.3.4整体性原则：

评价结果应反映河湖整体的健康状况：

（1）河流健康评价原则上以完整的一条河流为评价单元。当一个评价单元上下游自

然条件、地形地貌、开发利用任务等明显不同时，应根据河流不同的特点，拆分成多个

河段评价，通过分段评价后，综合得出评价单元的整体评价结果。

（2）湖泊健康评价原则上以整个湖泊为评价单元，也可以通过分区评价后，综合得

出湖泊的整体评价结果。

（3）水库健康评价原则上以整个水库（库区）为评价单元，对于河道上的电站型水

库，可以将其纳入所在河流开展整体评价。

徐中河河流长度为 10.8km，其中地上河长度约为 2.89km，其余为地下河段。

根据河流纵向分段原则及现场调查，按照河道地貌变异点，将地上河段分为二段开

展健康评价工作。各评价河段位置信息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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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徐中河河流基本信息表

河流分段 河道中心线桩号 起点地理坐标 终点地理坐标 河道类型 河长（m）

评价河段 1 K10+760～K9+162
106°02′25"E； 106°02′35"E；

地上河段 1598
32°37′31"N 32°36′34"N

/ K9+162～K2+770
106°02′35"E； 106°03′40"E；

地下河段 6392
32°36′34"N 32°33′28"N

评价河段 2 K2+770～K1+479
106°03′40"E； 106°03′39"E；

地上河段 1291
32°33′28"N 32°32′52"N

/ K1+479～K0+000
106°03′39"E； 106°04′07"E；

地下河段 1479
32°32′52"N 32°32′48"N

2.1.3.评价水平年

徐中河朝天区段河流健康评价以评价年前一个自然年即 2023年作为评价水平年，相

关分析评价以最新资料为基础。

2.2.评价对象主要特性

2.2.1.地形地貌

流域地处扬子准地台，地貌类型主要为构造侵蚀溶蚀中山地貌，侵蚀及溶蚀作用均

较强烈，在地貌上总的可以分成以构造侵蚀为主的山地和以构造溶蚀为主的台地两种类

型。

流域内海拔 900m以上地段（即 1000～1100m和 1200～1300m的多级夷平面分布地

段），地形较为和缓，分水岭山脊一般不明显，呈现为台地地貌的景观。台地边缘，沟

谷发育，900m高程以下侵蚀较强，河谷深切，地形陡峻。在强烈的溶蚀及侵蚀作用下，

各级夷平面一般均已遭受严重的破坏，其上有大小相近之圆缓的或长形的石丘与洼地相

间分布，高差为 50～80m左右，造成了台面起伏不平或残破不整的现状。各级夷平面，

尤其是在 1000～1100m的夷平面上，漏斗、落水洞非常发育，是岩溶地下水的主要补给

区。区内的溶洞、落水洞、漏斗、天坑、石笋、岩溶槽谷、地下暗河等溶蚀地貌及其发

育。

2.2.2.水文地质

受地形地貌影响及含水层岩性等因素影响，流域内地下水类型可划分为：松散堆积

层孔隙水、基岩裂隙水、碳酸盐岩岩溶水。

（1）松散堆积层孔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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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面积小且零星分布，其中，冲洪积层中砂卵砾石层中含水较为丰富，其透水性

强，孔隙潜水主要受大气降水、地表水和山体地下水补给，随季节变化幅度较大，排泄

于冲沟和河流中或补给下卧基岩裂隙中。

（2）基岩裂隙水

主要埋藏于基岩裂隙中，其含水、透水性，受岩性、裂隙发育程度、风化程度影响。

基岩裂隙水受大气降水和上覆堆积层孔隙潜水补给，以下降泉形式溢出地表，排泄于沟

谷，河流中。地下水动态随季节变化，部份泉水枯期断流。

（3）碳酸盐岩岩溶水

自二叠系至下三叠统，总厚近 1200m。岩层有厚层灰岩、白云岩、白云质灰岩、泥

灰岩、燧石灰岩等，可溶性强弱很不同。区内岩溶水基本上都是裸露型的，埋深一般都

在 100m以上。按溶洞、暗河的发育程度可将测区岩溶水分为三类：

溶洞暗河强烈发育的岩溶水：发育于二叠系栖霞茅口灰岩中，以管流为主，部分形

成脉状管道系统。暗河流量常在 200L/s以上，最大 807L/s（为枯季流量，位于麻柳乡麻

柳一级电站处）。一般流量 1-50L/s。该层水在区内广泛分布，主要分布在曾家山片区的

曾家镇，两河口、李家、汪家、麻柳、临溪的大部分村庄及平溪的南部。

溶洞暗河中等发育的岩溶水：发育于三叠系嘉陵江组灰岩中，管流较发育，暗河或

大泉流量 50-200L/s以上，一般流量 1-30L/s。

溶洞暗河不发育的岩溶裂隙水：包括二叠系上统及三叠系下统各含水岩组。泉流量

0.1-5L/s，仅局部地段可在厚层灰岩夹层中发育暗河。该层水与溶洞暗河强烈发育的岩溶

水相间分布。

2.2.3.年平均径流量

徐中河多年平均流量 0.84m³/s，多年平均径流总量 2657万 m³。

2.2.4.河段物理结构

徐中河评价河段空间位置与物理参数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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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徐中河朝天区段物理结构信息表

河流分段
河道中心
线桩号

起点地理坐标 终点地理坐标 河道类型 河长（m） 河宽（m）

评价河段 1
K10+760～
K9+162

106°02′25"E； 106°02′35"E；
地上河段 1598 3～5

32°37′31"N 32°36′34"N

/
K9+162～
K2+770

106°02′35"E； 106°03′40"E；
地下河段 6392

32°36′34"N 32°33′28"N

评价河段 2
K2+770～
K1+479

106°03′40"E； 106°03′39"E；
地上河段 1291 20～35

32°33′28"N 32°32′52"N

/
K1+479～
K0+000

106°03′39"E； 106°04′07"E；
地下河段 1479

32°32′52"N 32°32′48"N

2.2.5. 评价河段现场照片

图 2.2-1 徐中河河道信息公示牌（评价河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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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徐中河河道断面（评价河段 1）

图 2.2-3 徐中河河道断面（评价河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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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徐中河河道断面（评价河段 1）

图 2.2-5 徐中河河道断面（评价河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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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 徐中河河道断面（评价河段 1）

图 2.2-7 徐中河河道断面（评价河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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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8 徐中河河道信息公示牌（评价河段 1）

图 2.2-9 徐中河河道信息公示牌（评价河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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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0 徐中河河道信息公示牌（评价河段 2）

图 2.2-11 徐中河河道信息公示牌（评价河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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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2 徐中河河道信息公示牌（评价河段 2）

2.2.6.水环境

2.2.6.1.水质达标状况

徐中河朝天区段有 3个水质监测断面。检测断面信息见下表：

表 2.2-2 徐中河区级河长河流断面水质监测信息表

断面编号 断面位置
断面经纬度 监测

成果经度 纬度

G210712W-01-04W-1 徐中河起点（曾家镇张家村一组） 106°2′28″ 32°37′09″ Ⅱ类

G210712W-01-05W-1 徐中河上游（曾家镇张家村七组） 106°2′24″ 32°36′45″ Ⅱ类

G210712W-01-08W-1 徐中河下游（麻柳乡四新村六组） 106°3′23″ 32°33′23″ Ⅱ类

据广元市朝天区生态环境局 2021～2023年区级河长河流断面水质检测报告知,徐中

河三个水质检测断面相关数据如下：

表 2.2-3 徐中河张家村一组检测断面数据情况表

时间 高锰酸盐指数 氨氮 总磷 PH 溶解氧

限值标准
（Ⅱ类）

≤4 ≤0.5 ≤0.1 6～9 ≥6

2021 年 7 月 2.69 0.132 0.06 7.48 8.2

2021 年 12 月 2.91 0.211 未检出 7.4 7.9

2022 年 8 月 1.90 0.108 未检出 7.5 7.7

2023 年 8 月 2.6 0.452 0.08 7.5 7.3

评价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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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徐中河张家村七组检测断面数据情况表

时间 高锰酸盐指数 氨氮 总磷 PH 溶解氧

限值标准
（Ⅱ类）

≤4 ≤0.5 ≤0.1 6～9 ≥6

2021 年 7 月 3.11 0.134 0.09 7.63 7.9

2021 年 12 月 1.37 0.172 未检出 7.4 7.7

2022 年 8 月 2.08 0.126 未检出 7.6 7.6

2023 年 8 月 1.8 0.287 0.06 7.4 7.1

评价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表 2.2-5 徐中河四新村六组检测断面数据情况表

时间 高锰酸盐指数 氨氮 总磷 PH 溶解氧

限值标准
（Ⅱ类）

≤4 ≤0.5 ≤0.1 6～9 ≥6

2021 年 7 月 2.48 0.211 0.12 7.54 8.4

2021 年 12 月 3.26 0.212 未检出 7.3 7.5

2022 年 8 月 3.820 0.164 未检出 7.7 8.0

2023 年 8 月 5.6 0.416 0.17 7.4 7.1

评价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从上表可以看出徐中河水质类别按Ⅱ类水质限制监测，监测断面全部达标，优良水

质比例达 100%。

2.2.6.2.黑臭水体

徐中河朝天区段无黑臭水体。

2.2.7.水生态

徐中河流域属于嘉陵江流域二级支流，无历史鱼类监测数据，根据《广元市利州区

渔洞河水库工程对南河白甲鱼瓦氏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影响评价专题报

告》，结合寻访当地渔业相关人员，并咨询水利局等相关机构，分析推测确定徐中河流

域内分布有鱼类 6种，主要有切尾拟鲿、瓦氏黄颡鱼、马口鱼、南方鲇、木叶鱼和中华

鳅。

2.3.评价指标体系、

2.3.1.编制原则

2.3.1.1.科学性原则

评价指标设置合理，评价方法、程序正确，基础数据来源客观、真实，评价结果应

准确、可靠地描述河流健康状况。

（1）评价指标应清晰地指示河流健康—环境压力的响应关系，可识别河流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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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揭示受损成因。

（2）应根据评价对象的实际及功能，选择代表性指标进行评价。

（3）基本资料及监测数据来源准确，能够准确反映河流健康状况随时间和空间的变

化趋势。

2.3.1.2.目的性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符合评价河段水情与河湖管理实际，评价成果能够帮助公众了解河湖

真实健康状况，有效服务于河长制湖长制工作，为各级河长湖长及相关主管部门履行河

湖管理保护职责提供参考。

（1）结合河湖管理要求开展评价，为河湖管理有效性评估提供支撑。

（2）体现普适性与区域差异性特点，对于不同功能、不同类型的评价对象，评价指

标及赋分有所差异。

（3）形成兼顾专业与公众需求的评价成果表，为河湖监管与社会监督提供支撑。

2.3.1.3.实用性原则

评价所需基础数据应易获取、可监测、指标设置简易可行，调查监测方法应具备可

操作性。

（1）根据评价要求尽量利用现有资料和成果。

（2）选择效率高，成本适宜的调查监测方法。

（3）对于缺乏历史监测资料及难以获取的指标，予以适当精简。

2.3.1.4.整体性原则

评价结果应反映河湖整体的健康状况。

当一条河流跨越多个行政区时，可以各级河长负责的河段为评价单元。

当一个评价单元上下游开发利用任务明显不同时，根据河流开发任务的侧重点，拆

分成多个河段评价，通过分段评价后，综合得出评价单元的整体评价结果。

2.3.2.评价指标体系

徐中河朝天区段河流类别为自然河流，河湖规模为 C类河流。

C类河流健康档案指标为岸线自然状况、水质优劣程度、公众满意程度 3项指标。

据《四川省河流（湖库）健康评价指南）》（修订版）3.3河流健康评价指标选择，

C类河流可选用 C类河流健康档案指标开展健康评价工作，编制河流健康评价表。也可

根据实际需要，从本指南河流健康评价指标中增选其他指标，构建指标体系并设定合理

权重，开展河流健康评价工作，编制河流健康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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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工作结合徐中河朝天区段河段实际情况，选用岸线自然状况、生态流量满足程

度、水质优劣程度、鱼类保有指数、公众满意度、防洪指标 6项指标，对徐中河朝天区

段进行健康评价。

评价指标体系详见下表：

表 2.3-1 徐中河朝天区段健康评价指标体系与权重信息表

准则层 准则层权重
河流

评价指标 指标权重

盆 0.2 岸线自然状况 0.2

水 0.3
生态流量满足程度 0.15

水质优劣程度 0.15

生物 0.2 鱼类保有指数 0.2

社会服务功能 0.3
防洪指标 0.15

公众满意度 0.15

2.4.评价方法与评价标准

2.4.1.盆

2.4.1.1.岸线自然状况

岸线自然状况包括河流（湖库）岸稳定性和岸带植被覆盖率两个方面。岸线自然状

况指标分值按下式计算：

BH = BSr × BSW + PCr × PCw

式中：

BH──岸线自然状况赋分；

BSr──河岸稳定性赋分；

BSW──河岸稳定性权重，取 0.4；

PCr──岸带植被覆盖率赋分；

PCw──岸带植被覆盖率权重，取 0.6；

⑴河流（湖库）岸稳定性

河流（湖库）岸稳定性按总体特征赋分。赋分标准见下表：

表 2.4-1 河岸稳定性指标赋分标准表

河岸特征 稳定 基本稳定 次不稳定 不稳定

总体特征
近期内河（湖）不
会发生变形破坏，
无水土流失现象。

河流（湖库）岸结构
有松动发育迹象，有
水土流失迹象，但近
期不会发生变形和破

坏。

河流（湖库）松动
裂痕发育趋势明
显，一定条件下可
导致河流（湖库）
岸变形和破坏，中

河流（湖库）水土
流失严重,随时可
能发生大的变形
和破坏，或已经发

生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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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水土流失。

赋分 100 75 25 0

⑵岸带植被覆盖率

岸带植被覆盖率评估河岸带自然和人工植被垂直投影面积占河岸带面积比例。重点

评估陆向范围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的覆盖状况。

植被覆盖率评估有参考点比对赋分法、直接评判赋分法、自然岸线法等 3种方法。

据《指南》规定可知：C类河流岸带植被覆盖率推荐采用自然岸线法计算。

自然岸线法计算岸带植被覆盖率方法如下：

a.计算河流（湖库）自然岸线率。河流（湖库）自然岸线率指未硬化河流（湖库）

岸线的长度占岸线总长度的比值，硬化岸线是指自然河流（湖库）岸的土质河床由混凝

土板或者块石铺砌，成为人工硬质河（湖）岸。满足岸线生态功能的生态防洪堤长度不

计入硬化岸线长度。河（湖）自然岸线率按下列公式计算。

BH = (Ln − Lh)/Ln × 100%

式中：

BH──河自然岸线率（%）；

Ln──岸线总长度（km）；

Lh──硬化岸线长度，有防洪、调水等规定要求的硬化段不计入（km）。

b.岸带植被覆盖率赋分。根据河自然岸线率对岸带植被覆盖率赋分，赋分标准见下

表。

表 2.4-2 河流（湖库）岸带植被覆盖率赋分标准表（自然岸线法）
自然岸线率

（%）
100 95 90 80 70 ≤60

赋分 100 80 60 40 20 0

2.4.2.水

2.4.2.1.生态流量/最低生态水位满足程度

河流生态用水满足程度。评估河流流量过程生态适宜程度，分别计算 4~9月及 10~3

月最小日均流量占同期多年平均流量的百分比，根据下表分别计算赋分值，取二者的最

低赋分为河流生态用水满足程度赋分。评估断面应选择国家有明确要求、具有重要生态

保护价值、重要敏感物种的水域或行政区界断面。河流生态流量满足程度赋分标准如下

表：

表 2.4-3 生态流量满足程度赋分标准表

枯水期最小日均

流量占比（%）
≥15 15~10 10~8 8~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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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分 100 100~80 80~40 40~20 0

丰水期最小日均

流量占比（%）
≥30 30~20 20~15 15~10 <10

赋分 100 100~80 80~40 40~20 0

2.4.2.2.水质优劣程度

水质优劣程度指标选用 PH、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等 5项水质指

标进行评价，采样布点、监测频率及监测数据的处理应遵循《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水环境监测规范》（SL219）相关规定。

A.计算各水质指标年平均值。

评价年为 2024年，水质指标年选用 2021~2023年作为指标年。

每个指标同一断面多次监测数据取平均值作为该指标断面平均值；有多个断面监测

时，以各监测断面所代表河段长度（湖区水面面积）作为权重、计算各个断面监测结果

的加权平均值，作为该指标的年均值。

B.评价河段（湖区）水体水质类别。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和每

个水质指标年平均值，采用单因子评价方法，分别评价各水质指标对应的水质类别。取

所有水质指标对应的最差水质类别作为该河湖水体的水质类别。

C.对水质优劣程度赋分。赋分标准如下表。

表 2.4-4 水质优劣程度评估赋分标准表

水质
优劣程度

Ⅰ~Ⅲ类
水质比例
≥90%

75%≤Ⅰ~Ⅲ类
水质比例<90%

Ⅰ~Ⅲ类
水质比例

<75%，且劣Ⅴ
类比例<20%

Ⅰ~Ⅲ类
水质比例

<75%，且 20%
≤劣Ⅴ类比例

<30%

Ⅰ~Ⅲ类水
质比例
<50%

Ⅴ~劣Ⅴ类 比
例>50%

赋分 100 80 60 40 不健康 劣态

2.4.3.生

2.4.3.1.鱼类保有指数

评价现状鱼类种数与历史参考点鱼类种数的差异状况，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赋分标

准见表 2.4-5，赋分时采用线性插值法。鱼类种数不包括外来鱼种。鱼类调查取样监测可

按《四川省鱼类志》等鱼类调查技术标准确定。历史参考点鱼类种类数一般通过历史资

料获取，若无历史资料，可采用专家咨询方法确定。

100%
FE

FO
=FOEI 

式中：FOEI——鱼类保有指数（%）；

FO——评价河湖调查获得的鱼类种类数量（剔除外来物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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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2000年以前评价河湖的鱼类种类数量（种）

表 2.4-5 鱼类保有指数赋分标准表

鱼类保有指数

（％）
100 75 50 25 0

赋分 100 60 30 10 0

2.4.4.社会服务功能

2.4.4.1.公众满意度

（1）调查评估内容

调查评估公众对水安全状况、岸线状况、水环境状况、水量状况、水生态状况、水

景观与水文化状况的满意程度。

（2）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应包括河湖全部水域及正常水位线以上 50m陆域。

（3）调查数量

流域面积在 200km2以上的河流，原则上总的调查人数不得少于 100人；流域面积在

200km2以下的河流。原则上调查人数不宜少于 30人。人烟稀少的偏远河流可适当减少。

参与调查人员应涵盖当地河湖长制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居（村）民、村组（社区）基层

干部、当地居民、河湖相关研究人员（渔业、鸟类专业等）河湖管理人员等，涉及自然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国家湿地、国家森林公园等河流（湖泊）的，还应包括以上区域

管理单位及游客，参与调查的各类人员占比应尽量均衡。公众满意度赋分取所有公众赋

分的平均值。

（4）公众满意度调查表采用《四川省河流（湖库）健康评价指南》附录 C中调查

表格。

（5）公众满意度赋分取所有公众赋分的平均值。

表 2.4-6 河流健康评价公众调查表

姓名 （选填） 性别 男□ 女□ 年龄
14-29 岁□ 30-59 岁□

60 岁及以上□

类型 居民□ 游客□ 河流相关从业人员□ 联系电话 （选填）

水安全状况 岸线状况

洪水漫溢现象 破损状况 乱采、乱占、乱堆、乱建情况

经常 □ 严重 □ 严重 □

偶尔 □ 一般 □ 一般 □

不存在/不了解 □ 无 □ 不存在/不了解 □

水环境状况 水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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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气味

无异味 □

水量

丰沛 □

有轻微异味 □ 适中 □

有强烈异味 □ 较少 □

水体感观

透明度高 □
水生态状况

鱼类

经常见到 □

一般 □ 偶尔见到 □

浑浊/颜色异常 □ 几乎未见 □

污水偷拍乱排

经常 □

水草

太多 □

偶尔 □ 正常 □

不存在/不了解 □ 太少 □

垃圾、漂浮物

多/常见 □

水鸟

经常见到 □

一般/偶见 □ 偶尔见到 □

无/很少 □ 几乎未见 □

水景观与水文化状况

景观绿化情况

优美 □

娱乐休闲活动

适合 □

一般 □ 一般 □

较差 □ 不适合 □

对河流（水库）满意度调查

总体满意度打分 不满意的原因 意见和建议

很满意（90-100）

满意（75-89）

基本满意（60-74）

不满意（0-60）

2.4.4.2.防洪指标

河流及湖泊评估采用河湖堤防及沿河（环湖）建筑物防洪达标情况：河流按照下列

公式计算己达到防洪标准的堤防长度占有防洪需求的河段总长度的比例。

%100
RD

RDA
=FDRI

FDRI----河流防洪工程达标率（％）；

RDA----河流达到防洪标准的堤防长度（m）；

RD----有防洪需求的河段总长度（m）。

表 2.4-7 防洪指标评估赋分标准表

防洪达标率（％） ≥95 90~95 85~90 70~85 ≤70

赋分 100 75~100 50~75 25~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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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河流健康调查监测

3.1.调查监测方案

徐中河朝天区段河流健康评价指标基础数据，通过现有资料的收集获得，在现有资

料分析的基础上，开展现场调查、勘察、监测等工作。具体数据来源见下表。

表 3.1-1 徐中河河流健康评价调查监测方案表

准则层 指标层 评价内容
数据来源

获取方式 依据文件、资料来源

“盆” 岸线自然状况

河流（湖库）岸稳定性

资料收集+现场测
绘、现场调查

《四川省广元市徐中
河朝天区段河道管理
范围划定报告》、《广
元市朝天区南河“一
河（湖）一策”管理
保护方案（2021-2025

年）》

岸带植被覆盖率

“水”

生态流量满足
程度

最小日均流量
水文计算获取

《四川省水文手册》、
《广元市朝天区水资

源综合规划》多年平均流量

水质优劣程度 水质监测指标
现场查勘、资料收

集

《广元市朝天区区级
河长断面水质监测报

告》

生物 鱼类保有指数

调查获取的现状鱼类
种类数量

现场查勘、资料收
集

《广元市利州区渔洞
河水库工程对南河白
甲鱼瓦氏黄颡鱼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影响评价专题报

告》、咨询当地水产
养殖等相关机构

2000 年以前评价河流的鱼类
种类数量

社会服
务功能

公众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问卷 现场查勘
现场查勘、问询调查
获得公众满意度调查

表

防洪指标

达到防洪标准的堤防长度

现场查勘、资料收
集

现场查勘、《广元市
朝天区南河“一河

（湖）一策”管理保
护方案（2021-2025
年）》、《四川省广
元市徐中河朝天区段
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报

告》

有防洪需求的河段长度

3.1.1.盆

3.1.1.1.岸线自然状况

岸线自然状况主要包括河流（湖库）岸稳定性和岸带植被覆盖率两个方面。

调查河段为徐中河朝天区段地上河段，长度为 2.89km。

调查主要顺沿河道以及结合《四川省广元市徐中河朝天区段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报

告》，对河道岸线开展调查，总计调查河长 10.8km，调查时间 2024年 8月份。本次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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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11个典型断面采集指标并进行评估。

图 3.1-1 河流横向分区示意图

⑴河流（湖库）岸稳定性

河流（湖库）岸稳定性主要通过现场查勘河道现状断面的岸坡倾角、河岸高度、基

质类别等方面的相关情况来判断河流（湖库）岸稳定性。

数据来源：利用 i-RTK仪器对监测断面位置、坡底、坡顶等位置进行测量，同时测

得WGS-84坐标系下的经纬度和 CGCS2000坐标系下的坐标，高程系统采用大地高程，

从而得到各点位的平面坐标并在 CAD或南方 Cass软件中绘出监测断面剖面图，计算斜

坡倾角、岸坡高度等。

⑵岸带植被覆盖率

岸带植被覆盖率主要通过现场查勘河段内未硬化河流（湖库）岸线的长度、自然河

流（湖库）岸的土质河床由混凝土板或者块石铺砌的人工硬质河流（湖库）岸长度。

数据来源：现场查勘。

3.1.2.水

3.1.2.1.生态流量/最低生态水位满足程度

河流生态流量满足程度。评估河流流量过程生态适宜程度，分别计算 4~9月及 10~3

月最小日均流量占同期多年平均流量的百分比。根据现场查勘及收集资料情况，徐中河

无水文测站。采用《四川省水文手册》计算获得评价参数。

3.1.2.2.水质优劣程度

评价工作收集到朝天区区级河长制河流断面 2021年至 2023年水质监测资料。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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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评估根据《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SL395-2007）进行评估，计算指标年

各水质指标平均值进行水质优劣程度评价赋分。

3.1.3.生

3.1.3.1.鱼类保有指数

该指标采用查询相关资料、咨询流域内群众、当地相关机构与专家方式获取。

3.1.4.社会服务功能

3.1.4.1.公众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调查可以采用线下问卷调查的方式，共发放 30份，现场问卷 30份。调

查周边居民对于水安全状况、岸线状况、水环境状况、水量状况、水生态状况、水景观

与水文化状况的评价，并对河流总体满意度给出很满意（90~100分）、满意（75~89分）、

基本满意（60~74分）、不满意（0~60分）等评分。

3.1.4.2.防洪指标

该指标采用查询《四川省广元市徐中河朝天区段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报告》等官方发

布数据方式获取。

3.2.代表点位或断面的选择

3.2.1.河道物理结构

按照评估河段的方案，分别调查徐中河评价河流第一段（1598m）、第二段（1291m）

河岸带的基本状况；评价工作选取了沿河共计 11处断面进行综合分析比较，确定每处断

面的河岸稳定性和岸带植被覆盖率。监测点位和位置参见下表、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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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徐中河朝天区段物理监测断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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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徐中河河流健康评价物理监测断面信息表

断面编号
河道中心线

桩号
河底高程

② ①

②-①10 年一遇洪水
水位

岸坡高程

（km+m） （m） （m） (m)
XZH11 K10+787 1325.9 1326.42 1328.35 -1.93
XZH10 K10+657 1313.31 1316.42 1323.55 -7.13
XZH09 K10+338 1299.56 1302.84 1302.13 0.71
XZH08 K10+014 1294.33 1297.64 1301.34 -3.7
XZH07 K9+671 1290.15 1292.54 1292.25 0.29

XZH06 K9+365 1285.31 1287.94 1287.35 0.59
XZH05 K9+183 1283.49 1285.13 1286 -0.87
XZH04 K2+668 1005.68 1007.63 1079.73 -72.1
XZH03 K2+317 995.81 998.24 997.12 1.12
XZH02 K2+013 981.63 984.22 983.01 1.21
XZH01 K1+574 965.71 969.16 967.54 1.62

3.2.2.水质

根据广元市朝天生态环境局提供的朝天区区级河长制河流断面水质监测报告，徐中

河监测断面信息见下表。

表 3.2-2 徐中河区级河长河流断面水质监测信息表

断面编号 断面位置
断面经纬度

经度 纬度

G210712W-01-04W-1 徐中河起点（曾家镇张家村一组） 106°2′28″ 32°37′09″

G210712W-01-05W-1 徐中河上游（曾家镇张家村七组） 106°2′24″ 32°36′45″

G210712W-01-08W-1 徐中河下游（麻柳乡四新村六组） 106°3′23″ 32°33′23″

3.3.监测方法

3.3.1.“盆”准则层监测方法

“盆”准则层指标包括河流岸线自然状况 1项指标。相关指标数据获取方法如表 3.3-1

所示。

表 3.3-1 河流物理结构完整性（“盆”）准则层指标数据获取方法

准则层 指标层 数据获取方法

“盆” 岸线自然状况
现场调查、天地影像图、

河道划界资料

该指标可采用现场调查获取，计算频次为 1次/年。依据现场调查河岸情况，确定河

岸总体特征，根据现场情况给与河岸稳定性赋分，根据划界资料和北斗影像图确定沿河

堤防硬化情况，根据堤防建设资料确定堤防功能，现场调查复核堤防硬化情况，确定岸

带植被覆盖率确定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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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水”准则层监测方法

“水”准则层指标包括生态流量/水位满足程度、水质优劣程度 2项指标。相关指标

数据获取方法如表 3.3-2所示。

表 3.3-2 河流（“水”）准则层指标数据获取方法

准则层 指标层 数据获取方法

“水”
生态流量/水位满足程度 水文计算、水资源公报资料

水质优劣程度 生态环境部门水质监测，

（1）生态流量/水位满足程度

徐中河未设置水文站，无法在线进行水文监测。该指标采用人工监测及结合查询工

程环评报告等资料方式获取。计算频次为 1次/年，与相邻评价期间隔为 1年。

采用《四川省水文手册》径流分配模型，分别计算丰水期和枯水期最小日均流量，

与徐中河生态流量进行对比分析来进行赋分，取二者的最低分为河流生态流量满足程度

赋分。

（2）水质优劣程度

该指标采用生态环境部门水质监测，取样送检等资料方式获取。计算频次为 2 次/

年，水质监测期应覆盖一年按汛期、非汛期。依据朝天区生态环境局水质监测结果，分

析水质检测成果是否能满足编制要求。对不满足要求的指标和频次采用第三方检测机构

开展水质监测，以满足监测指标和监测频次要求。

3.3.3.“生物”准则层监测方法

生物准则层指标包括鱼类保有指数 1项指标。相关指标数据数据获取方法见下表所

示。

表 3.3-3 河流生物准则层指标数据获取方法

准则层 指标层 数据获取方法

生物 鱼类保有指数
现场查勘、咨询当地水产养殖、农业农村局、水务局等相关机构流域群众

收集相关鱼类资料。

该指标通过现场调查或咨询流域相关机构和流域内群众，收集相关资料确定现状鱼

类，确定历史鱼类。不设监测频次。

3.3.4.“社会服务功能”准则层监测方法

社会服务功能包括防洪指标、公众满意度 2项指标。相关指标数据数据获取方法如

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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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河流社会服务功能准则层指标数据获取方法

准则层 指标层 数据获取方法

社会服务功能
防洪指标 划界报告、现场调查

公众满意度 现场问卷调查

（1）公众满意度

该指标采用现场问卷调查方式获取，评价年总调查人数不少于 30人，计算频次为 1

次/年。发放人群包括居民、游客、河湖管理从业人员，以沿河居民为主。调查人员认真

讲解调查问卷各模块问题，获取资料应客观真实。

（2）防洪指标

该指标采用查询划界报告、防洪规划等官方发布数据及现场调查等方式获取，计算

频次为 1次/年。

3.3.5.监测成果

3.3.5.1.岸线自然状况

⑴河流（湖库）岸稳定性

评价工作选取了沿河共计 11 处断面进行综合分析比较，确定每处断面的河岸稳定

性，成果见下表所示：

表 3.3-5 徐中河监测断面岸坡稳定性监测表

断面编号 评价河段 河岸高度(m) 岸坡倾角(度) 河岸基质

ZXH11 评价河段 1 0.52 40° 岩土河岸

ZXH10 评价河段 1 3.11 75° 岩土河岸

ZXH9 评价河段 1 3.28 73° 岩土河岸

ZXH8 评价河段 1 3.31 70° 岩土河岸

ZXH7 评价河段 1 2.39 70° 岩土河岸

ZXH6 评价河段 1 2.63 70° 岩土河岸

ZXH5 评价河段 1 1.64 70° 岩土河岸

ZXH4 评价河段 2 1.95 28° 岩土河岸

ZXH3 评价河段 2 2.43 30° 岩土河岸

ZXH2 评价河段 2 2.59 38° 岩土河岸

ZXH1 评价河段 2 3.45 35° 岩土河岸

⑵岸带植被覆盖率

徐中河朝天区段岸线总长度为 10.8km。

经现场查勘，徐中河朝天区段无硬化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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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2.水质优劣程度

徐中河朝天区段有 3个水质监测断面。检测断面信息见下表：

表 3.3-7 徐中河区级河长河流断面水质监测信息表

断面编号 断面位置
断面经纬度 监测

成果经度 纬度

G210712W-01-04W-1 徐中河起点（曾家镇张家村一组） 106°2′28″ 32°37′09″ Ⅱ类

G210712W-01-05W-1 徐中河上游（曾家镇张家村七组） 106°2′24″ 32°36′45″ Ⅱ类

G210712W-01-08W-1 徐中河下游（麻柳乡四新村六组） 106°3′23″ 32°33′23″ Ⅱ类

据广元市朝天区生态环境局 2021～2023年区级河长河流断面水质检测报告知,徐中

河三个水质检测断面相关数据如下：

表 3.3-8 徐中河张家村一组检测断面数据情况表

时间 高锰酸盐指数 氨氮 总磷 PH 溶解氧

限值标准
（Ⅱ类）

≤4 ≤0.5 ≤0.1 6～9 ≥6

2021 年 7 月 2.69 0.132 0.06 7.48 8.2

2021 年 12 月 2.91 0.211 未检出 7.4 7.9

2022 年 8 月 1.90 0.108 未检出 7.5 7.7

2023 年 8 月 2.6 0.452 0.08 7.5 7.3

评价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表 3.3-9 徐中河张家村七组检测断面数据情况表

时间 高锰酸盐指数 氨氮 总磷 PH 溶解氧

限值标准
（Ⅱ类）

≤4 ≤0.5 ≤0.1 6～9 ≥6

2021 年 7 月 3.11 0.134 0.09 7.63 7.9

2021 年 12 月 1.37 0.172 未检出 7.4 7.7

2022 年 8 月 2.08 0.126 未检出 7.6 7.6

2023 年 8 月 1.8 0.287 0.06 7.4 7.1

评价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表 3.3-10 徐中河四新村六组检测断面数据情况表

时间 高锰酸盐指数 氨氮 总磷 PH 溶解氧

限值标准
（Ⅱ类）

≤4 ≤0.5 ≤0.1 6～9 ≥6

2021 年 7 月 2.48 0.211 0.12 7.54 8.4

2021 年 12 月 3.26 0.212 未检出 7.3 7.5

2022 年 8 月 3.820 0.164 未检出 7.7 8.0

2023 年 8 月 5.6 0.416 0.17 7.4 7.1

评价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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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3.鱼类保有指数

徐中河流域属于嘉陵江流域二级支流，无历史鱼类监测数据，根据《广元市利州区

渔洞河水库工程对南河白甲鱼瓦氏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影响评价专题报

告》，结合寻访当地渔业相关人员与流域内群众，并咨询相关机构，分析推测确定徐中

河流域内分布有鱼类 6种，主要有切尾拟鲿、瓦氏黄颡鱼、马口鱼、南方鲇、木叶鱼和

中华鳅，且较 2000年前鱼类数量未有减少。

3.3.5.4.防洪指标

徐中河为朝天区境内山区河流，划界河段内均无单独流域规划和防洪规划支撑。根

据已审批的《四川省广元市徐中河朝天区河段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报告》确定评价河段防

洪标准采用 10年一遇。

据前章表 3.2-1徐中河河流健康评价物理监测断面信息表可知:

评价河段 1长度为 1598m,两岸多为公路或农田，部分河段岸坡高度低于评价河段内

十年一遇洪水位，长度为 672m。

评价河段 2长度为 1291m,两岸地势陡峻，岸坡开发程度较低，岸坡高度均高于评价

河段内十年一遇洪水位。

3.4.监测成果评价

3.4.1.“盆”准则层监测成果评价

岸线自然状况在调查监测过程中：

(1)通过现场调查摸清河岸坡稳定情况，统计相关河岸状况。

(2)通过天地影像图，了解河岸历史影像，历史上河岸的植被覆盖率，岸坡冲刷状况。

(3)河道划界资料有河道带状地形图，通过地形图剖面，沿河道上游起点每隔

300m~500m选择一个断面作为监测断面河岸稳定特征指标。

岸线自然状况监测通过现场查勘结合收集评价河段相关资料的方法得出相关数据，

数据较为客观真实，可供评价使用。

3.4.2.“水”准则层监测成果评价

1、生态流量满足程度

徐中河流域无实测水文资料，选用《四川省水文手册》径流分配模型，推求徐中河

各月日均径流量，分别计算丰水期及枯水期最小日均流量，与徐中河生态流量进行对比

分析，分析占生态流量的百分比，来进行赋分，取二者的最低分为河流流量满足程度赋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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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附近有嘉陵江新店子水文站、乔庄河青川水文站等，各临近水文站集雨面积较

大，与徐中河集雨面积差距较大，且各水文站流域范围较广，区域内降雨量分布不均。

由于徐中河暗河段较长，评价河段分散。所以，在计算丰水期及枯水期最小日均流量时，

采用《四川省水文手册》径流分配模型，推求徐中河各月、日均径流量的方法。数据较

为客观真实，监测结果能一定程度代表徐中河的生态流量满足程度，可供评价使用。

2、水质优劣程度

利用朝天区生态环境局提供的徐中河 2021年~2023年的水质检测数据，采用数据分

析对比表，分析水体水质情况，了解水质优劣程度。水质监测数据全面、系统，由权威

机构发布，监测成果具有代表性，可供评价使用。

3.4.3.“生物”准则层监测成果评价

徐中河鱼类保有指数相关数据主要通过现场调查及访问沿岸居民，咨询相关单位并

结合相关资料，了解徐中河现状鱼类种类数量和 2000年之前的鱼类种类数量。监测成果

较为可靠，可供评价使用。

3.4.4.“社会服务功能”准则层监测成果评价

1、防洪指标

根据《四川省广元市徐中河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报告》、《防洪标准》（GB50201-2014）

《四川省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川水发［2004］40号），确定广元

市朝天区徐中河管理范围设计洪水标准采用 10年一遇洪水设计。沿岸走访当地居民，了

解历史洪水情况，调查洪痕，结合《四川省广元市徐中河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报告》设计

洪水成果分析徐中河现状河段堤防的防洪能力，确定达到防洪标准的堤防长度和有防洪

需求的河段总长度。监测成果较为客观真实，可供评价使用。

2、公众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按沿岸村组根据人数、人口年龄和性别随机派发调查问卷共计 30人，参

与调查人员涵盖当地河湖管理人员、居（村）民、村组（社区）基层干部。

现场问卷调查共采集符合条件的调查问卷 30份，调查问卷为现场填写。调查评价河

湖水安全状态、岸线状态、水量状态、水环境状态、水生态、水景观与水文化状况的满

意程度。监测结果能较客观代表公众对徐中河的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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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河流健康评价成果

4.1.评价方法与结果

4.1.1.“盆”准则层结果

4.1.1.1.岸线自然状况评价标准

岸线自然状况包括河流（湖库）岸稳定性和岸带植被覆盖率两个方面。岸线自然状

况指标分值按下式计算：

BH = BSr × BSW + PCr × PCw

式中：

BH──岸线自然状况赋分；

BSr──河岸稳定性赋分；

BSW──河岸稳定性权重，取 0.4；

PCr──岸带植被覆盖率赋分；

PCw──岸带植被覆盖率权重，取 0.6；

4.1.1.2.河岸稳定性

⑴评价标准

河流（湖库）岸稳定性按总体特征赋分。赋分标准见下表

表 4.1-1 河岸稳定性指标赋分标准表

河岸特征 稳定 基本稳定 次不稳定 不稳定

总体特征
近期内河（湖）不
会发生变形破坏，
无水土流失现象。

河流（湖库）岸结构
有松动发育迹象，有
水土流失迹象，但近
期不会发生变形和破

坏。

河流（湖库）松动
裂痕发育趋势明

显，一定条件下可
导致河流（湖库）
岸变形和破坏，中

度水土流失。

河流（湖库）水土
流失严重,随时可
能发生大的变形
和破坏，或已经发

生破坏。

赋分 100 75 25 0

⑵计算过程

评价工作布置了沿河共计 11 处断面进行综合分析比较，确定每处断面的河岸稳定

性，监测成果与赋分见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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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徐中河河岸稳定性指标赋分标准表

断面编号 评价河段 河岸高度(m)
岸坡倾角

(度)
河岸基质 赋分 评价河段

ZXH11 评价河段 1 0.52 40° 岩土河岸 75 评价河段 1

ZXH10 评价河段 1 3.11 75° 岩土河岸 75 评价河段 1

ZXH9 评价河段 1 3.28 73° 岩土河岸 75 评价河段 1

ZXH8 评价河段 1 3.31 70° 岩土河岸 75 评价河段 1

ZXH7 评价河段 1 2.39 70° 岩土河岸 75 评价河段 1

ZXH6 评价河段 1 2.63 70° 岩土河岸 75 评价河段 1

ZXH5 评价河段 1 1.64 70° 岩土河岸 75 评价河段 1

ZXH4 评价河段 1 1.95 28° 岩土河岸 75 评价河段 2

ZXH3 评价河段 1 2.43 30° 岩土河岸 75 评价河段 2

ZXH2 评价河段 1 2.59 38° 岩土河岸 75 评价河段 2

ZXH1 评价河段 1 3.45 35° 岩土河岸 75 评价河段 2

⑶赋分结果

由前表可知，徐中河朝天区段评价河段 1河岸稳定性赋分为 75分；评价河段 2河岸

稳定性赋分为 75分。

4.1.1.3.岸带植被覆盖率

⑴评价标准

徐中河朝天区段岸带植被覆盖率采用自然岸线法计算如下：

BH = (Ln − Lh)/Ln × 100%

式中：

BH──河（湖）自然岸线率（%）；

Ln──岸线总长度（km）；

Lh──硬化岸线长度，有防洪、调水等规定要求的硬化段不计入（km）。

赋分标准如下：

表 4.1-3 河流（湖库）岸带植被覆盖率赋分标准表（自然岸线法）
自然岸线率

（%）
100 95 90 80 70 ≤60

赋分 100 80 60 40 20 0

⑵计算过程

经调查，徐中河河段内无硬化岸线。

BH = (Ln − Lh)/Ln × 100% = (2.89 − 0)/2.89 × 100%=100%

⑶赋分结果

徐中河朝天区段评价河段 1岸带植被覆盖率赋分为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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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河朝天区段评价河段 2岸带植被覆盖率赋分为 100分。

4.1.1.4.岸线自然状况计算过程

依据下式计算岸线自然状况：

BH = BSr × BSW + PCr × PCw =75×0.4+100×0.6=90

4.1.1.5.岸线自然状况赋分结果

徐中河朝天区段评价河段 1岸线自然状况赋分为 90分；

徐中河朝天区段评价河段 2岸线自然状况赋分为 90分

4.1.2.“水”准则层结果

4.1.1.1 生态流量满足程度

⑴评价标准

依据《四川省河流（湖库）健康评价指南》（修订版）评价标准见下表

表 4.1-4 生态流量满足程度赋分标准表

枯水期最小日均流量占比（%） ≥15 15~10 10~8 8~5 <5

赋分 100 100~80 80~40 40~20 0

丰水期最小日均流量占比（%） ≥30 30~20 20~15 15~10 <10

赋分 100 100~80 80~40 40~20 0

⑵计算过程

计算丰水期及枯水期最小日均流量时，采用《四川省水文手册》径流分配模型，推

求徐中河各月日均径流量

①年平均流量

查《四川省水文手册》附图 2-1和附图 2-2，查出工程地点所在流域的径流深 h及变

差系数 vC ，将年径流深换算成年平均流量，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hFQ 0000317.00 

式中： 0Q —年平均流量，m³/s；h—年径流深，mm；F—集水面积，km²；

查《广元市朝天区水资源综合规划》中朝天区多年平均径流深等值线图知：徐中河

多年平均径流深 h为 700mm。徐中河出境断面处集水面积为 37.97km²，换算为多年平均

流量为 0.84m³/s，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 0.2657亿 m3。

（2）查工程流域中心位置径流变差系数 Cv=0.35（附图 2-2）。

（3）查皮Ⅲ型 pK 表（ vs CC 2 ）得：Cv=0.35，

当 P=20%， pK =1.25， ph =896mm， smQ /08.197.378960000317.0 3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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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P=50%， pK =0.97， ph =672mm， sQ /m81.097.376720000317.0 3

p
 ；

当 P=80%， pK =0.7， ph =490mm， sQ /m59.097.374900000317.0 3

p
 ；

表 4.1-5 各频率下枯水平均流量计算成果表

多年平均流量 Q(m³/s) 变差系数 Cv
各设计频率平均流量

P=20% P=50% P=80%

0.84 0.35 1.08 0.81 0.0.59

②径流年内分配

查《四川省水文手册》径流年内分配分区图（附图 2-3），工程位于第 13-1附区，

各设计年 P=20%、P=50%和 P=80%径流年内分配模型分配如下：

表 4.1-6 设计年年径流年内分配成果表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年

分配模型

（P=20%）
1.9 1.6 3 5.1 9.2 7.6

28.

4

11.

1

14.

2

10.

3
4.9 2.7 100

平均流量（m³/s）
0.2

5

0.2

1

0.3

9

0.6

6

1.1

9

0.9

8

3.6

8

1.4

4

1.8

4

1.3

3

0.6

3

0.3

5

12.9

4

分配模型

（P=20%）
3 2.6 2.6 4.5 9.6 9

15.

3

13.

6

19.

2
11 5.9 3.7 100

平均流量（m³/s）
0.2

9

0.2

5

0.2

5

0.4

4

0.9

3

0.8

7

1.4

9

1.3

2

1.8

6

1.0

7

0.5

7

0.3

6
9.71

分配模型

（P=20%）
3.1 2.8 2.1 4.1 3.8 4.9

15.

9

15.

7

25.

5

11.

6
6.5 4 100

平均流量（m³/s）
0.2

2

0.2

0

0.1

5

0.2

9

0.2

7

0.3

5

1.1

3

1.1

1

1.8

0

0.8

2

0.4

6

0.2

8
7.08

考虑最不利因素，评价采用 P=80%成果进行复核。由上表可知，4月～9月最小月

均流量为 0.46m³/s，10月～3月最小月均流量为 0.22m³/s。

③最小日均流量

根据《水文手册》第六章 6-2式：

式中：K1——最小日平均流量与最小月平均流量比值（m³/s）；

通过《水文手册》表 6-1 查的，K1=0.843，将 4月～9 月最小月均流量 0.27m³/s以

及 10月～3月最小月均流量 0.20m³/s代入上式，得 4月～9月最小日均流量为 0.23m³/s，

10月～3月最小日均流量为 0.17m³/s。

④枯水期最小日均流量占比、丰水期最小日均流量占比

徐中河多年平均流量为 0.84m³/s。4月～9月最小日均流量 0.23m³/s，10月～3月最

小日均流量 0.17m³/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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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水期最小日均流量占比分别为 27%。评价赋分 94分

枯水期最小日均流量占比分别为 20%。评价赋分 100分

⑶赋分结果

徐中河丰水期最小日均流量占比赋分采用内插值计算赋分。

评价河段 1生态流量满足程度赋分为 94 分。

评价河段 2水生态流量满足程度赋分为 94 分。

4.1.1.2 水质优劣程度

⑴评价标准

水质优劣程度标准见下表：

表 4.1-7 水质优劣程度评估赋分标准表

水质优
劣程度

Ⅰ~Ⅲ类
水质比例
≥90%

75%≤Ⅰ~Ⅲ类
水质比例<90%

Ⅰ~Ⅲ类水质比例
<75%，且劣Ⅴ类比

例<20%

Ⅰ~Ⅲ类水质比例
<75%，且 20%≤劣

Ⅴ类比例<30%

Ⅰ~Ⅲ类水质
比例<50%

Ⅴ~劣Ⅴ类
比例>50%

赋分 100 80 60 40 不健康 劣态

⑵计算过程

根据前章节 2.2.5节水环境分析可知，徐中河水质类别按Ⅱ类水质监测，监测断面共

三处，据 2021~2023年的水质监测成果显示，河段水质一直维持在Ⅱ类水质及以上标准。

⑶赋分结果

2021~2023 年徐中河水质一直维持在Ⅱ类水质及以上标准，Ⅱ类水质比例占比为

100%。

徐中河朝天区段评价河段 1水质优劣程度赋分为 100分。

徐中河朝天区段评价河段 2水质优劣程度赋分为 100分。

4.1.3.“生物”准则层结果

4.1.3.1.鱼类保有指数

⑴评价标准

评价现状鱼类种数与历史参考点鱼类种数的差异状况，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赋分标

准见表 4.1-8，赋分时采用线性插值法。鱼类种数不包括外来鱼种。鱼类调查取样监测可

按《四川省鱼类志》等鱼类调查技术标准确定。历史参考点鱼类种类数一般通过历史资

料获取，若无历史资料，可采用专家咨询方法确定。

100%
FE

FO
=FOEI 

式中：FOEI——鱼类保有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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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评价河湖调查获得的鱼类种类数量（剔除外来物种）（种）；

FE——2000年以前评价河湖的鱼类种类数量（种）

表 4.1-8 鱼类保有指数赋分标准表

鱼类保有指数（％） 100 75 50 25 0

赋分 100 60 30 10 0

⑵计算过程

徐中河流域属于嘉陵江流域二级支流，无历史鱼类监测数据，根据《广元市利州区

渔洞河水库工程对南河白甲鱼瓦氏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影响评价专题报

告》，结合寻访当地渔业相关人员与流域内群众，并咨询相关机构，分析推测确定徐中

河流域内分布有鱼类 6种，主要有切尾拟鲿、瓦氏黄颡鱼、马口鱼、南方鲇、木叶鱼和

中华鳅，且较 2000年前鱼类数量未有减少。

100100%
6

6
100%

FE

FO
=FOEI 

⑶赋分结果

徐中河朝天区段鱼类保有指数赋分为 100分。

4.1.4.“社会服务功能”准则层结果

4.1.4.1.防洪指标

⑴评价标准

防洪指标赋分见下表：

表 4.1-9 防洪指标评估赋分标准表

防洪达标率（％） ≥95 90~95 85~90 70~85 ≤70

赋分 100 75~100 50~75 25~50 0

⑵计算过程

徐中河为南河右岸支流，徐中河朝天段河长为 10.80km,其中地上河段为 2.89km。

据前章 3.3.5.4防洪指标可知：

评价河段 1长 1598m，河段左右岸为居民聚居点或农田。河段内有 670米长的岸坡

高度低于 10年一遇洪水水位。

58%100%100 
1598

670-1598

RD

RDA
=FDRI

评价河段 2 长 1291m，河段左右岸为居民聚居点或农田。河段岸坡高度均低于 10

年一遇洪水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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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100 
1291

0

RD

RDA
=FDRI

⑶赋分结果

徐中河朝天区段评价河段 1防洪指标赋分为 0分。

徐中河朝天区段评价河段 2防洪指标赋分为 0分。

4.1.4.2.公众满意度

⑴评价标准

调查方式：公众满意度调查采用线下问卷调查的方式，现场问卷调查。

调查评估内容：调查评估公众对水安全状况、水质水量、涉水景观、舒适性、美学

价值等的满意程度。采用公众调查方法评估。

调查范围：包括徐中河全河段及正常水位线以上 50m陆域。

调查数量：徐中河流域面积 37.97km²小于 200km2。按沿岸村组根据人数、人口年龄

和性别随机派发调查问卷共计 30人。

公众满意度赋分取所有公众赋分的平均值。

⑵计算过程

徐中河朝天段公众满意度调查统计见下表：

表 4.1-10 徐中河健康评价公众满意度调查信息表

序

号
姓名（选填） 性别（男/女） 年龄 类型 总体满意度打分

1 陈芳 女 30-59岁 游客 90

2 宋斌 男 30-59岁 游客 90

3 调查者 3 男 30-59岁 居民 90

4 调查者 4 男 14-29岁 居民 85

5 李建国 男 60岁及以上 游客 90

6 调查者 6 男 60岁及以上 居民 85

7 调查者 7 男 14-29岁 居民 90

8 调查者 8 男 30-59岁 河流相关从业人员 90

9 范洪波 男 30-59岁 游客 85

10 曹胜峰 男 30-59岁 游客 95

11 调查者 11 男 30-59岁 游客 90

12 赵晓婷 女 14-29岁 游客 90

13 调查者 13 男 30-59岁 河流相关从业人员 90

14 调查者 14 女 14-29岁 游客 90

15 郑越芳 女 30-59岁 居民 90

16 王全胜 男 60岁及以上 游客 90

17 调查者 17 男 30-59岁 游客 90

18 调查者 18 男 30-59岁 游客 90

19 调查者 19 女 60岁及以上 游客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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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调查者 20 男 60岁及以上 游客 90

21 调查者 21 男 30-59岁 游客 85

22 调查者 22 男 30-59岁 居民 90

23 调查者 23 女 30-59岁 居民 90

24 调查者 24 男 30-59岁 游客 90

25 调查者 25 男 30-59岁 河流相关从业人员 90

26 调查者 26 男 30-59岁 居民 85

27 调查者 27 男 30-59岁 居民 90

28 张天全 男 60岁及以上 游客 85

29 陈波 男 30-59岁 游客 90

30 程桂清 男 30-59岁 游客 85

（3）赋分结果

徐中河朝天区段公众满意度赋分为 88分。

4.2.健康综合评价结论

4.2.1.河流健康评价分级

河流健康分为 5级：非常健康、健康、亚健康、不健康、劣态。

4.2.2.河流健康评价分级赋分

健康等级根据评估指标综合赋分确定，采用百分制（评价赋分保留两位小数），河

流健康等级、颜色分级和说明见下表。

表 4.2-1 河流健康评价分级表

等级 颜色 赋分范围 R，G，B 色值

非常健康 蓝 90≤HI≤100 0 ，180 ，255

健康 绿 75≤HI＜90 150 ，200 ，80

亚健康 黄 60≤HI＜75 255 ，255 ，0

不健康 橙 40≤HI＜60 255 ，165 ，0

劣态 红 0≤HI＜40 255 ，0 ，0

4.2.3.河流健康评价赋分结果

评价工作结合广元市朝天区徐中河河段实际情况，选用岸线自然状况、生态流量满

足程度、水质优劣程度、鱼类保有指数、公众满意度、防洪指标 6项指标，对徐中河朝

天区段进行健康评价。

徐中河朝天区段健康评价权重表如下：

表 4.2-2 徐中河朝天区段健康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表

准则层 准则层权重
河流

评价指标 指标权重

盆 0.2 岸线自然状况 0.2

水 0.3 生态流量满足程度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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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优劣程度 0.15

生物 0.2 鱼类保有指数 0.2

社会服务功能 0.3
防洪指标 0.15

公众满意度 0.15

4.2.3.1.评价河段赋分

评价河段或水库分区健康状况得分值应根据评价河段或水库分区各评价指标赋分和

权重共同决定，见下式：

i iM PW
式中：M——评价河段/水库分区健康状况得分；

Pi——第 i项指标赋分；

Wi——第 i项指标权重。

徐中河朝天区段健康评价各评价河段赋分结果见下表：

表 4.2-3 徐中河朝天区段评价河段 1 健康赋分表

目
标
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徐中河评价河段

起点：张家村老屋头（106°02′25"E；32°37′31"N）
终点：张家村竹林边（106°02′35"E；32°36′34"N）

评价河段（湖片）类别：自然河流

指标
权重

指标
赋分

准则
层

权重

准则
层赋
分

评价河段健康赋分

河
流
健
康

“盆” 岸线自然状况 0.2 90 0.2 90

80.30

“水”
生态流量满足程度 0.15 94

0.3 97
水质优劣程度 0.15 100

“生物” 鱼类保有指数 0.2 100 0.2 100

社会
服务
功能

公众满意度 0.15 88
0.3 44

防洪指标 0.15 0

表 4.2-4 徐中河朝天区段评价河段 2 健康赋分表

目
标
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徐中河评价河段

起点：四新村大屋基（106°03′40"E；32°33′28"N）
终点：四新村大坑（106°03′39"E；32°32′52"N）

评价河段（湖片）类别：自然河流

指标
权重

指标
赋分

准则
层

权重

准则
层赋
分

评价河段健康赋分

河
流
健
康

“盆” 岸线自然状况 0.2 90 0.2 90

80.30“水”
生态流量满足程度 0.15 94

0.3 97
水质优劣程度 0.15 100

“生物”
鱼类保有指数/鱼类多样性指

数
0.2 100 0.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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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服务
功能

公众满意度 0.15 88
0.3 44

防洪指标 0.15 0

4.2.3.2.河流健康综合赋分

徐中河朝天区段采用河长为权重对河流健康综合赋分。计算方法见下式：

1

1

=

s

s

R

i i
i

R

i
i

R H S W
RH S

W









式中：RHS──河流健康状况赋分；

RHSi──第 i评估河段或评估湖（库）区健康状况赋分；

Wi──第 i评估河段的河流长度（km）；

Rs──评估河段数量（个）；

30.80
291.1598.1

291.130.80598.130.80

1
i

1
ii


















S

S

R

i

R

i

W

WRHS
RHS

徐中河朝天区段健康状况赋分为 80.30分。

表 4.2-5 徐中河朝天区段河流健康评价综合赋分情况表

评价河流（段）

功
能
类
别

目标层 河流健康评价

准则层 “盆” “水” 生物 社会服务功能

指标层
岸线自
然状况

生态
流量
流满
足程
度

水质
优劣
程度

鱼类
保有
指数

公众
满意
度

防洪指
标

老屋头-竹林边河段

自
然
河
流

指标赋分 90 94 100 100 88 0

准则层赋分 90 97 100 44

河段健康赋分 80.30

大屋基-大坑河段

自
然
河
流

指标赋分 90 94 100 100 88 0

准则层赋分 90 97 100 44

河段健康赋分 80.30

徐中河朝天区段

自
然
河
流

指标赋分 90 94 100 100 88 0

准则层赋分 90 97 100 44

河流健康综合赋分 80.30

4.2.4.河流健康评价结论

徐中河朝天区段河流健康评价综合赋分为 80.30 分。根据健康评价分级表，赋分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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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在 75≤HI＜90 之间，颜色为绿色，等级为健康。

徐中河朝天区段“生物”准则层赋分最高，说明河流鱼类保有指数稳定，无外来入侵

物种。“水”准则层赋分一般。“社会服务功能”准则层赋分较低。

评价河段 1：老屋头至竹林边河段，长度为 1598m。该河段水质优良，岸线自然状况、

生态流量满足程度、公众满意度、水质优劣程度、鱼类保有指数方面优良，防洪指标相

对较差。

评价河段 2：大屋基至大坑河段，长度为 1291m，该河段水质优良，岸线自然状况、

生态流量满足程度、公众满意度、水质优劣程度、鱼类保有指数方面优良，防洪指标相

对较差。

4.2.5.河流健康评估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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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河流健康问题分析与保护对策

5.1.健康状况总体评价

根据《指南》9.2 河流健康分级赋分，徐中河朝天区段得分 80.30 分，属“75≤HI

≤90”，对应等级为健康，对应颜色为绿。

徐中河在岸线自然状况、物理、化学、生物的完整性、社会服务功能可持续等方面

虽有一定程度受损，但仍处于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状态，应当采用一定的修复、调控以及

管理与保护相结合的措施，持续对河流健康提档升级。

徐中河河流健康评价赋分成果详见下表：

表 5.1-1 徐中河河流健康评价成果表

评价河流

（段）

功
能
类
别

目标层 河流健康

准则层 “盆” “水” “生物” 社会服务功能

指标层
岸
线
自

然
状
况

生态流

量足程

度

水质

优劣

程度

鱼类

保有

指数

公
众
满

意
度

防
洪
指

标

徐中河

朝天区段
自然河流

指标

赋分
90 94 100 100 88 0

准则层赋

分
90 97 100 44

河流健康

综合赋分
80.30

1、盆准则层方面

盆准则层主要评价指标为岸线自然状况，岸线自然状况得分 90分。

徐中河朝天区段河长 10.8km,评价河段为地上河段 2.89km。河岸多为自然岸坡。评

价断面河岸稳定性属于基本稳定。

2、水准则层方面

徐中河朝天区段设置了三个区级河长水质监测断面，徐中河水质优劣程度赋分为

100分；生态流量满足程度方面，计算得丰水期（4月~9月）最小日均流量占比 27%，

计算得枯水期（10月~3月）最小日均流量占比 20%，徐中河生态流量满足程度赋分为

94分。

3、生物准则层方面

根据历史资料并结合实地查勘、咨询，徐中河流域内鱼类保有数较高，鱼类保有指

数为 100%，得分为 100分。

4、社会服务功能准则层方面

根据本次走访调查，徐中河沿岸居民对于徐中河的公众满意度较高，本次采访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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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份调查问卷平均分得分为 88分，防洪指标较好得分为 0分。

5.2.存在的问题

5.2.1“水”准则层的问题

徐中河朝天区段属山区河流，生态流量满足程度较低，河流主要靠天然降水和融雪

水形成补给，天然径流量丰水期与枯水期差距较大，枯水期生态流量满足程度较低。

5.2.2“社会服务”准则的的问题

徐中河评价河段无法达到《防洪标准》（GB50201—2014）与河道划界报告等文件要

求的十年一遇防洪标准。

5.3.保护对策

针对枯水期生态流量满足程度较低的问题，在流域内新建囤蓄工程，如新建蓄水池，

对供水管网升级改造等，以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针对河段防洪标准不达标问题。建议积极推进开展流域防洪规划，采取必要的工程

措施（如建设护坡、护岸、堤防）提高防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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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朝天区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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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天区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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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天区水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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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天区多年平均降雨量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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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天区多年平均径流深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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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天区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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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天区土壤侵蚀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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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天区植被覆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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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天区森林资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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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健康评价河流分段及监测断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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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徐中河基本特征表

河流

类别

开发利

用任务

评价范围

评价

河

段长

度

监测代表断面（点位）
水功能区

划名称 水质

现状

类别起点（度°分′秒″） 终点（度°分′秒″）
km 名称

位置（度°分′秒″）
名称

东经 北纬 东经 北纬 东经 北纬

自然

河流
/ 106°02′25" 32°37′31" 106°04′07" 32°32′48" 2.89

张 家 村

一组
106°2′28″ 32°37′09″ 未划分 Ⅱ类

张 家 村

七组
106°2′24″ 32°36′45″ 未划分 Ⅱ类

四 新 村

六组
106°3′23″ 32°33′23″ 未划分 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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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水电站基本情况调查表

序号 电站名称 开发方式 开发利用任务
装机容量

（MW）
调节性能

生态流量泄放方式、监控要求

m³/s 泄放依据

/ / / / / / / /

附表 3：防洪堤基本情况调查表

序号

堤防位置 长度 现状防洪标准

工程名称
起点（度°分′秒″） 终点（度°分′秒″）

km %
东经 北纬 东经 北纬

/ / / / / / / /

附表 4：水源地基本情况调查表

序号 水源地名称

所在行政区 水源地取水口位置

水源地类型
供水对象

（市、县）

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
市 县 东经 北纬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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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湖泊基本情况调查表

序号 湖泊名称

所在行政区 水位 水面面积

备注
市（州） 县（市、区） 常年水位（m） 现状水位（m）

常年水面面积

（km2）

现状水面面积

（km2）

/ / / / / / / / /

附表 6：囤蓄水库基本情况调查表

序号 水库名称
所在行政区

供水对象 库容（万 m3）
年均供水量（万

m3）
水质类别

现状供水保证

率（%）市（州） 县（市、区）

/ / / / / / / / /

附表 7：航道基本情况调查表

航道名称

起止点位置

长度

（km）

最高通航水位

（m）

最低通航水位

（m）
通航保证率（%）起点（度°分＇秒"） 终点（度°分＇秒"）

东经 北纬 东经 北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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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流健康评价公众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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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区级河长河流断面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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