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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河流具有明显的地区特性，河谷宽阔，河

道内多滩地，径流年内分配不均，汛枯比大，保障工程

建设与河流生态环境、水生生物的多样性之间不冲突是

一个重大的课题。尼洋河作为雅江一级支流，具有典型

的藏区河流特性，分析研究尼洋河生态流量是了解雅江

流域水情的基础，也可为藏区其他河流生态流量研究提

供样板。

1、尼洋河特性

1.1流域自然地理

尼洋河是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左岸的一级支流，发源

于念青唐古拉山南麓工布江达县西部的错木拉冰川湖，

源头海拔高程约5000m，从错木拉流出后由西向东流，

经松多至加兴转向东北流，于金达折向东南，经太昭从

左岸纳入娘曲后始称尼洋河，至工布江达复向东流，巴

河汇入后流经百巴、更张、尼西，于八一镇附近折向南

流，于巴宜区的曲古村附近于左岸汇入雅鲁藏布江，出口

海拔高程2920m。干流全长318km，总落差2080m，流域

面积1.78万km2，水量居雅鲁藏布江流域五大支流第2位。

尼洋河流域处在西藏高原与藏南谷地过渡地区，流

域内山峦起伏，山脉纵横交织，形成了许多沟壑谷川。

流域源头发育有古冰川地貌及现代冰川，河流干、支流

源头地带在冰川侵蚀作用下残留着诸多冰碛湖；中、下

游地带谷宽坡陡，属高山宽谷地貌。上游段河谷宽窄相

间，宽谷内阶地发育，无漫滩分汊现象，两岸支流、支

沟较多，冲洪积扇和滑坡及松动倾斜体较发育。中游河

段河谷进一步展宽，为宽谷山地地貌，河谷呈阶地发育，

干流河段多为复式河槽，并散布有江心洲。下游河段河

谷宽阔，河道内多滩地、江心洲，河床摆动大，河汊交

织，时分时合，水流紊乱，河床较为开阔，森林茂密，

河滩分布较多农田。

1.2流域径流特性

尼洋河流域径流量主要集中在汛期，丰枯变化明显，

汛期水量较大，非汛期径流量小。据更张（二）水文站

资料统计，多年平均径流量125亿m3，年径流量极值比

为1.82；月平均流量极值比为20.6。汛期（6月~9月）

的径流量占全年总量的78.4%，春汛（4月~5月）的径流

量占全年总量的6.68%，10月~11月的径流量占全年总量

的9.49%，12月~次年4月的径流量占全年总量的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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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域生态环境

2.1流域生态环境敏感区

尼洋河流域内主要涉及西藏工布自治区级自然保护

区、林芝巨柏自然保护区、雅尼湿地、巴松措湿地公园 [1]。

1）西藏工布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对象为原始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完

整性及其生物多样性，并使部分受损的生态系统得到恢

复，即保护以亚高山温带常绿针叶林为基带，并含有热带

北缘常绿季风雨林、高山灌丛草甸等多种森林生态系统。

2）林芝巨柏自然保护区

巨柏是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特有树种，又称雅鲁藏布

江柏木，属西藏特有树种，以长寿的特点和特有的生物

学特性，获得其他树木家族难以生活的场所，其分布范

围狭小，被国家列为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区内也是中国

巨柏的重要种源基地。保护区的建立对于研究西藏柏科

树木的起源和演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另外，巨柏的

存在，也为成群的国家二类保护动物小绯胸鹦鹉提供了

良好的栖息环境和食物源地。

3）雅尼湿地

具有典型高原河流湿地特征，生态保护与开发利

用价值较高，湿地总面积为5373.10hm2，永久性河流面

积约4028.25hm2，占湿地面积的74.97%；洪泛平原湿

地面积1341.22hm2，占湿地面积的24.96%，草本沼泽

3.63hm2，占湿地面积的0.07%。

4）巴松错湿地

典型的湖泊型湿地，又名错高湖，是西藏东部最大

的淡水堰塞湖之一，位于工布江达县错高乡境内，冈底

斯山脉东段工布地区的原始森林之中，有典型高原湖泊

湿地特征，区域内珍稀动植物繁多，野生鱼类及鸟类资

源丰富。

2.2流域水生态敏感区

1）鱼类栖息地保护区

（1）尼洋河汇口鱼类栖息地保护区

尼洋河汇口鱼类栖息地保护区段河道呈游荡型分布，

河道主流摆动幅度较大，支沟众多，河滩地发育，为裂

腹鱼类提供了良好的产卵场和索饵场，是重要的土著鱼

类栖息地。

（2）巴河汇口鱼类栖息地保护区

巴河汇口鱼类栖息地保护区河段江心洲、滩地分布

较多，是裂腹鱼类产卵较为集中的水域，同时着生藻类、

浮游生物丰富，也为幼鱼提供了良好的索饵场。

2）鱼类增殖放流站

裂腹鱼多为短距离洄游鱼类，对裂腹鱼进行增殖放

流是保护鱼类种群数量的重要措施。目前已建老虎嘴、

多布鱼类增殖放流站，尼洋河流域综合规划拟新建尼西

鱼类增殖放流站，对尖裸鲤、拉萨裂腹鱼、异齿裂腹鱼

等进行增殖放流。

3、流域生态流量管理现状

1）河流生态流量规划情况

根据《尼洋河流域综合治理和保护规划》中在尼洋

河干流及3条主要支流分别设置的控制节点，各控制节

点生态流量占多年平均径流量的10% ～ 12%，基本满足

生态需水要求。根据现场调查及查阅相关资料可知，尼

洋河干流除多布电站外暂未建设其他拦河闸坝等挡水、

引水建筑物，径流量大，水资源丰富，现状生态流量基

本满足要求。

2）监管执法现状

河道确权划界是水利执法监管的范围与依据，目前

由于河道水域岸线及管理范围等尚不明确，造成监管、

执法无据可依，增加了执法难度。且执法队伍薄弱，人

员严重不足，设施设备缺乏且落后，资金紧缺，执法能

力有待增强，信息化建设水平有待提升。其次尼洋河流

域面积大，岸线长，干、支流多，河道执法监管涉及点

多面广，现状执法多“各自为战”，部门、区域的联合执

法机制未形成，执法效果不明显。

3）生态流量监控监测站点现状

目前尼洋河流域内，仅部分县（区）、乡镇等设立

雨量站、气象站、预警发送站、预警点等简易预警设施，

流域性水文遥测站网、洪水预报预警系统及防洪决策支

持系统均未建立。流域目前没有统一的生态流量监管平

台和完整的生态流量监控体系，无法全面动态监控流域

内控制断面（特别是工程控制断面）生态流量的保障情

况。生态流量监控主要在非汛期，而现有水文站网建设

主要针对防汛，枯水期生态流量监控数据的采集、无线

传输技术还有待提升。

4、控制断面生态流量计算

4.1控制断面选择

根据河湖特点和管理调度需求确定，控制断面原则

上一条河湖（河段）不少于2 ～ 3个 [2]。

更张（二）站位于尼洋河与巴河汇口下游，处工布

江达县与巴宜区分界处，断面可控制尼洋河上游及主要

支流巴河来水；八一水位站断面位于八及曲与尼洋河汇

口处，为尼洋河把口站。因此确定更张（二）站、八一

水位站断面2个断面为尼洋河生态流量控制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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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控制断面生态流量计算

因尼洋河流域丰枯变化剧烈（月平均流量最大值与

最小值之比达20.6倍），故生态流量采用Qp法确定（p取

值95%）。

更张（二）站控制断面为现有水文站断面；八一水

位站断面日平均流量以更张（二）站为依据站采用水文

比拟法计算，生态基流以日流量过程做流量历时曲线，

取Q95%作为生态流量选择标准。

尼洋河控制断面生态流量目标成果　单位：m3/s

河流 控制节点 生态流量计算成果

尼洋河干流
更张（二）站 48.6m3/s

八一水位站 64.0m3/s

4.3生态流量占比及满足程度分析

1）生态流量占比计算

尼洋河水量丰枯变化明显，以日流量计算95%保证

率下的生态流量，占年内不同时期天然来水量比例差异

较大，主要受上游来水及支流汇入影响。尼洋河控制断

面生态流量占多年平均径流量约12.2%，占非汛期平均

径流量37.6%。

控制断面生态流量占比情况一览表

序号 主要控制断面名称

生态流量占

多年平均流

量比例（%）

生态流量占同期平均

径流量比例（%）

汛期 非汛期

1 更张（二）站 12.2% 5.20% 37.6%

2 八一水位站断面 12.2% 5.20% 37.6%

2）满足程度分析

为对已确定的生态流量满足程度进行分析，选择不

同代表年（10%、25%、50%、75%、90%）实测日流量

数据与生态流量对比。

控制断面生态流量满足程度分析一览表

序

号

控制断面

名称

生态流量满足程度（%）

多年月平

均流量

不同代表年

10% 25% 50% 75% 90%

1 更张（二） 95.7% 100% 100% 100% 100% 82.5%

2 八一水位站 95.7% 100% 100% 100% 100% 82.5%

分析结果表明超过90%保证率断面天然径流不能满

足生态流量考核指标，因藏区河流基本无补水工程，若

遇特枯年份，天然来水量小于生态流量时，可按天然来

水下泄，暂停生态流量年度考核。

5、生态流量保障措施

控制断面现状来水基本为天然情况，无法通过工程

调节增加断面来水，可采取河道外用水管控措施。严格

控制河道外社会经济用水，按保障生活、基本生态用水、

生产、农业灌溉用水的供水次序供水，先限制或暂停灌

区用水，其次控制河道外生产用水，同一供水次序级别

用水户按同等比例缩减取水量。通过以上措施使得控制

断面流量尽快恢复至生态流量。

（1）强化取用水管控

将生态流量保障纳入年度水量调度计划，实施流域

水量统一调度。流域内电站、取水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

严格依照批准的取水计划引水，落实工程要求的最小下

泄流量，以保障控制断面生态流量。

（2）设立流域预警系统

多层次、多渠道提供经费保障，加大资金投入，建

立生态流量预警机制；依托国家水资源信息管理系统，

建立生态流量管控信息平台，实现监控数据和预警信息

的实时报送和发布。

（3）接受公众参与监督

鼓励公众参与，注重发挥社会公众监督作用，将生

态流量保障工作实施过程等发布到网上。及时建立公众

参与监督的平台，通过信息公开，让公众及时了解信息，

接受监督，受理公众的监督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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