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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2年 12月 13日，水利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河湖健康

评价建立河湖健康档案工作的通知》（办河湖〔2022〕324号），提

出了河湖健康评价是掌握河湖健康状态、分析河湖问题的重要手段，

是编制“一河（湖）一策”、实施河湖系统治理的重要依据，是河湖长

组织领导河湖管理保护工作、检验河湖管理保护工作成效的重要参考。

明确了河湖健康评价范围、评价主体、评价单元、评价指标、评价结

果分类等。

2023年 1 月 5 日，南阳市河长制办公室印发了《关于扎实做好

河湖健康评价建立河湖健康档案工作的通知》（宛河办〔2023〕1号），

明确了 2023~2025年河湖健康评价的工作目标。

2023年 7 月 5 日，水利部河湖管理司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明确

健康评价有关事项的通知》（河湖〔2023〕1号）（以下简称《通知》），

进一步明确了河湖分类、各类河湖健康档案指标及评价方法。《通知》

中提出，河湖健康评价工作应按照河湖大小分类开展。A类河湖是指

流域面积 3000km²及以上的河流，常年水面面积 20km²及以上的湖泊；

B类河湖是指流域面积 200km²及以上、3000km²以下的河流，常年

水面面积 5km²及以上、20km²以下的湖泊；C类河湖是指流域面积

200km²以下的河流，常年水面面积 5km²以下的湖泊。A类河湖健康

档案指标为岸线自然状况、生态流量满足程度、水质优劣程度、鱼类

保有指数/鱼类多样性指数、防洪达标率、公众满意度 6项，A 类湖

泊可选用其他推荐性指标；B类河湖健康档案指标与 A类河湖相同；



C类河湖健康档案指标为岸线自然状况、水质优劣程度、公众满意度

3项。

基于河湖健康概念，从生态系统结构完整性、生态系统抗扰动弹

性、社会服务功能可持续性三个方面建立河湖健康评价指标体系与评

价方法，从“盆”、“水”、生物、社会服务功能 4个准则层对河湖健康

状态进行评价。其中，“盆”准则层评价选择岸线自然状况一项指标，

包括河岸稳定性和岸带植被覆盖率两个方面；“水”准则层选用生态流

量满足程度、水质优劣程度两项指标；生物准则层选用鱼类保有指数

一项指标；社会服务功能选择防洪达标率、公众满意度两项指标。

各项评价指标按照《通知》附件 1中河湖健康档案指标评价方法

与赋分标准进行赋分，依据《通知》附件 3中指标体系权重表对准则

层进行计算。

表 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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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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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洪达标率 0.15
公众满意度 0.15

根据综合评价结果，河湖健康状况分为 5类：一类河湖（非常健

康）、二类河湖（健康）、三类河湖（亚健康）、四类河湖（不健康）、

五类河湖（劣态）。

桐河健康评价工作自开展以来，唐河县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先后组织了唐河县水利局、南阳市生态环境局唐河分局、唐河县林



业局、唐河县农业局、相关乡镇人民政府等单位进行多次会谈，征求

了各个部门的意见，收集了河道的相关资料，并委托河南省江淮水利

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进行了河湖健康评价报告的编制，编制单位整理了

资料，查阅了相关文献，进行了现场调查监测，编制了河湖健康评价

报告。在此，向参与桐河河湖健康评价的相关单位和个人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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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编制背景及必要性

河湖健康评价是掌握河湖健康状态，分析河湖问题的重要手段，

是编制“一河（湖）一策”、实施河湖系统治理的重要依据，是河湖长

组织领导河湖管理保护工作、检验河湖管理保护工作成效的重要参考，

2020年水利部河湖管理司主持编制了全国《河湖健康评价指南（试

行）》（2020年第 43号），指导各地开展河湖健康评价。水利部印

发的《2022年河湖管理工作要点》（办河湖〔2022〕324号）中提出

“要组织开展河湖健康评价，积极推进河湖健康档案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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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区、

交通特别不便地区的河湖，以及监测设施不完善，监测数据无法获取

的河湖除外）健康评价工作，建立河湖健康档案。2023年 7月《水

利部河湖管理司关于进一步明确河湖健康评价有关事项的通知》（河

湖〔2023〕1号）要求各地分类开展河湖健康评价工作，并进一步优

选评价指标，优化评价方法，规范建立档案。

河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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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升唐河县桐河水生态环境质量，

系统构建现代新型人水和谐关系，围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优美河湖

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宗旨，在充分考虑唐河县桐河

的水文、环境、生态及人文条件基础上，唐河县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组织开展了唐河县桐河河湖健康评价工作。

桐河为长江流域唐白河水系唐河右岸的一级支流，河流编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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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FCD000000R，发源于方城县老君山，于桐河乡镇区北 1km进入唐

河县境，自北向南依次流经桐河、桐寨铺、城郊、滨河等乡镇（街道），

于滨河街道办事处高庄村 G312国道上游汇入唐河。桐河全长 70km，

总流域面积 830km²，唐河县境内河长 28km，流域面积 273km²。主

要支流有王茨园河等。

本次评价以水利部河湖管理司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明确健康评价

有关事项的通知》（河湖〔2023〕1号）为依据，结合《河流湖健康

评价指南（试行）》，桐河全长 70km，总流域面积 830km²，属 B类

河湖，本次评价对象为唐河县境内桐河干流，范围起点为桐河乡桐二

村西北桐河入县界（E112°46'40"，N32°54'08"），终点为滨河街道办

事处高庄村 G312国道上游桐河入唐河口（E112°49'55"，N32°42'27"），

干流全长 28km，共分为 1个评价河段。总体技术路线为资料及数据

收集→确定评价指标→河流健康评价调查及专项监测→编制评价报

告→对策及建议。

桐河健康评价目标层总得分为 69.4分，整体表现为亚健康，属

三类河湖。主要表现为岸坡稳定性较差，部分时段水质不达标等情况。

1.2基础资料

1.2.1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国家主席第 74号令，2016年 7

月 2日第二次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1997年国家主席第 88号令，

2016年 7月 2日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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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年国家主席第 32

号令，2014年 4月 24日第八次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 6月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年 10月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8年 3月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2013年 12月修正）；

（8）《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2023年 4月）；

（9）《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06年 5

月修订）；

（10）《河南省〈河道管理条例〉实施办法》（2017年 4月修

订）；

（11）《河南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2010年 7月）；

（12）《河南省湿地保护条例》（2015年 10月）；

（13）《河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19年 10月）；

（14）《水利部、环境保护部贯彻落实〈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

意见〉实施方案》（水建管函〔2016〕449号）；

（15）《水利部关于印发河湖管理监督检查办法（试行）》（水

河湖〔2019〕421号）；

（16）水利部河长办关于印发《河湖健康评价指南（试行）》的

通知（2020年第 43号）；

（17）《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河湖健康评价建立河湖健康档案

工作的通知》（办河湖〔2022〕3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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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水利部河湖管理司关于进一步明确河湖健康评价有关事项

的通知（河湖〔2023〕1号）；

（19）河南省河长制办公室转发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河湖健康

评价建立河湖健康档案工作的通知（豫河办〔2023〕1号）；

（20）南阳市河长制办公室关于扎实做好河湖健康评价建立河湖

健康档案工作的通知（宛河办〔2023〕1号）；

（21）《唐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0

年远景目标纲要》（唐河县人民政府，2021年 7月）；

（22）唐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桐河、八龙河等 31条河道管理

范围和虎山水库等 22座中小型水库管理与保护范围的公告。

1.2.2规范标准

（1）《防洪标准》（GB50201-2014）；

（2）《河道整治设计规范》（GB50707-2011）；

（3）《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4）《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

（5）《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96）；

（6）《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7）《水利水电工程水文计算规范》（SL/T278-2020）；

（8）《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44-2006）；

（9）《水文调查规范》（SL196-2015）；

（10）《水库渔业资源调查规范》（SL167-2014）；

（11）《水环境监测规范》（SL21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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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SL395-2007）；

（13）《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SL/T793-2020）。

1.2.3其他资料

（1）《河湖健康评价指南（试行）》（水利部河湖管理司，南

京水利科学研究院，2020年 8月）；

（2）《河南省水功能区划报告》（河南省水利厅，2003年 7月）；

（3）《南阳市水资源调查评价》（河南省南阳水文水资源勘测

局，2019年 10月）；

（4）《南阳市水资源公报》（2018~2022）；

（5）《南阳市水资源综合规划》（南阳市水利建筑勘测设计院，

2012年 11月）；

（6）《唐河县城乡总体规划（2016~2030年）》（河南省城乡

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2018年 10月）；

（7）《唐河县水资源综合规划（2017~2030）》（河南省江淮水

利勘测设计有限公司，2020年 5月）；

（8）《唐河县桐河“一河一策”方案》（河南省江淮水利勘测设

计有限公司，2018年 9月）；

（9）《唐河县农村水系治理规划》（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2021年 7月）；

（10）《河南省唐河县桐河防洪闸项目初步设计报告》（河南省

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2020年 3月）；

（11）《唐河县桐河桐河村段及王岗村段河道治理工程》（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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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河南灵捷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2018年 12月）；

（12）《唐河县桐河水域生态缓冲带建设及植被修复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中铭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2023年 3月）；

（13）《河南省唐河流域桐河、涧河、清水河中小河流治理方案》

（河南灵捷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2023年 2月）；

（14）《唐河县鱼类资源调查》（河南师范大学水产学院，朱命

炜等）（《河南水产》2018年第 2期）。

1.3编制原则

（1）科学性原则：评价指标设置合理，符合河流实际水情与河

流管理实际，评价方法、程序正确，基础数据来源客观、真实，评价

结果准确反映河湖健康状况。

（2）实用性原则：评价成果能够帮助公众了解河湖真实健康状

况，有效服务于河长制工作，为各级河长及相关主管部门履行河流管

理保护职责提供参考。

（3）可操作性原则：评价所需基础数据应易获取、可监测。评

价指标体系具有开放性，既可以对河流健康进行综合评价，也可以对

河流“盆”、“水”、生物、社会服务功能准则层或评价河段进行单项评

价。

1.4工作内容及技术路线

结合河流水情和实际管理情况，基于河流健康概念从生态系统结

构完整性、生态系统抗扰动弹性、社会服务功能可持续性三个方面建

立健康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从“盆”、“水”、生物、社会服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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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4个准则层对河流健康状态进行评价，较完整、准确地描述和反映

现阶段流域的健康水平和整体状况，分析河流不健康问题的主要表征

和河湖健康受损的原因，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健康保护、修复及管理目

标与对策。

本次桐河健康评价工作总体技术路线为：资料及数据收集→确定

评价指标→河湖健康评价调查及专项监测→编制评价报告→对策及

建议。

技术准备：开展资料收集与现场勘察，收集与符合流域概况和水

文气象资料，历年实测洪水资料，断面水质监测成果、河流规划建设

成果、河湖划界报告等与河湖健康评价有关的基本情况，确定评价指

标、方法与标准，制定专项调查方案。

调查监测：组织开展河湖健康评价调查与专项监测。

报告编制：系统整理调查与监测数据，对河湖健康评价指标进行

计算赋分，评价河湖健康状况，编制河湖健康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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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 河湖健康评价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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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情况

2.1流域概况

2.1.1自然地理

唐河县位于南阳市中心城区半小时城镇圈内，是南阳市域东部的

地方性中心城市。唐河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豫、鄂两省交界处，南

阳盆地东南边缘，河南油田腹地，北纬 32°21′~32°55′，东经

112°28′~113°16′，县境西与新野县、宛城区接壤，距离南阳市区 43km，

新野县城 45km；北与社旗县毗邻，距离社旗县城 44km；东与泌阳县、

桐柏县交界，距离泌阳县城 49km，桐柏县城 67km；南与湖北省枣阳

市相连，距离枣阳市区 62km。县域东西长 74.3km，南北宽 63km，

总土地面积 2497km²。

桐河位于唐河县北部，发源于方城县老君山，自西向东南依次流

经县内桐河、桐寨铺、城郊、滨河 4个乡镇（街道），于滨河街道办

事处高庄村 G312国道上游汇入唐河。桐河全长 70km，总流域面积

830km²，唐河县境内河长 28km，流域面积 273km²，主要支流有王茨

园河等。

2.1.2地形地貌

唐河县地处“南（阳）襄（阳）凹陷”与桐柏山的过渡地带，地势

东高西低，海拔高度 72.8~660m。县域内东南部为桐柏山余脉形成的

浅山丘陵区，占全县面积的 15.3%，其余为缓倾斜平原和冲积河谷带

状平原，分别占 32.5%和 52.2%。全县整体地形由东北向西南倾斜，

最高点为马振抚镇的大尖山，海拔 756m；最低点为苍台乡于湾行政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6%97%97%E5%8E%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8C%E9%98%B3%E5%8E%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1%90%E6%9F%8F%E5%8E%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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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西刘庄，海拔 72.8m。地貌由桐柏山脉向西延伸的低山丘陵和南

阳盆地东部的平原和垄岗所构成，低山丘陵主要分布在县域东南部，

包括马振抚、祁仪镇和黑龙镇及湖阳镇东部。桐河位于唐河县北部，

流域呈狭长型，县境内地势较为平缓，属南阳盆地东部平原带，河道

两岸多为耕地。

2.1.3地质条件

县域位于南阳盆地东南部，属秦岭纬向构造体系东段的南分支与

新华夏系第二隆起带复合部位的北东向沉降带，即南襄盆地的南阳凹

陷、泌阳凹陷。由于多次构造运动叠加作用，使区内构造面貌较为复

杂，其中纬向构造横贯全县，规模巨大，是构成区内基本构造骨架的

构造带，主要由一系列的褶皱带、断裂带、变质岩带、岩浆岩带等组

成，新华夏系是中新生代发展而成并达到极盛期的构造体系，中西部

十分发育，但地表均被松散岩层所覆盖，主要由一系列北-北东、北

东向压性，压扭性断裂组成，与纬向构造带共同形成了中生代晚期的

断陷盆地——南阳凹陷和泌阳凹陷。区内仅见中元古界、古近系、新

近系、第四系地层。

2.1.4土壤植被

县境内土壤种类主要有壤土、黄粘土、黄懈土、黑懈土、沙土、

白山土六种。黄粘土、黄懈土量最大，面积 1438km²，占总面积的 57.3%，

耕地 127.1万亩，分布在各乡的岗丘区。黑懈土，主要分布在龙潭、

湖阳、黑龙镇、苍台、郭滩东部和桐河、少拜寺及上屯乡一部分低洼

地带，面积 181.4km²，占总面积的 7.2%，耕地 15.9万亩。壤土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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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沿河两岸，面积 296.1km²，占总面积的 11.8%，耕地 26.6万亩。

沙土分布在山区和沿河滩地，面积 239.0km²，占总面积的 9.5%，耕

地 71.2万亩。白山土 357.4km²，占总面积的 14.2%，耕地 32.9万亩，

其土壤零星分布，全县各乡均有。

桐河流域（县境内）主要分布的是黄粘土、黄懈土，两岸农田种

植以小麦、玉米为主，滩地植物以一些草本植物及稀疏乔木为主，如

稗子、刺角芽、杨树等。

2.1.5水文气象

唐河县属北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为南阳盆地温暖半湿润区东

缘，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季风进退与四季替换明显。冬季寒冷，多

北风，夏季炎热，多西南风。

根据《南阳市水资源公报（2022 年）》，唐河县多年平均降水

量为 824.8mm，降水多集中在 6~9月，约占全年的 61.6%。多年平均

蒸发量 1879.5mm，是降水量的 2.3 倍。多年月平均最大蒸发量为

280.9mm，最小为 61.1mm。5~8月蒸发量最大，约占全年的 25％。

多年平均气温 15.2℃，元月份最低，平均 1.4℃，7月份最高，平均

27.8℃。历年绝对最高气温 41.1℃（1959年 7月 23日），历年绝对

最低气温-14.6℃（1969年元月 31日）。多年平均绝对湿度 13.5-14.2

毫巴，元月最低为 4.4毫巴，7月最高，达 28.9毫巴。多年平均相对

湿度 72%，元月最低为 67%，7 月最高，达 78%。多年平均风速为

2.9m/s，风力为 3级，最大风速为 12.7m/s。冬季多盛行东北风，夏季

多盛行西南风。多年平均无霜期 233天。最大积雪厚度 32cm，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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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冻深度 30cm。

2.2河道基本情况

2.2.1河流水系

唐河县河流均属长江流域唐白河水系，较大的河流有唐河、三夹

河、泌阳河、桐河、涧河、丑河等。

唐河上游称潘河，发源于方城县北部七峰山南麓，至社旗县城东

南河口村与支流赵河汇流后称唐河。唐河自北向南流经方城、社旗、

唐河，至石台寺入湖北襄阳，经双沟镇西至两河口与白河交汇称唐白

河，再向南在襄樊市与汉江交汇，是汉江较大的一个支流。唐河干流

全长 286km，流域面积 8685km²。较大支流右岸有桐河，左岸有淠河、

泌阳河、三夹河等，社旗以下河道长 177km（其中河南境内 137km），

纵比降 1/3000~1/5000，河道切割较深。流域内地形多样，山地、丘

陵、平原俱全。东和北部为山地和丘陵，中部和南部为堆积平原，地

势向南倾斜，北部伏牛山脉近于东西走向，海拔在 1000~2000m之间，

地势陡峻；西部为低山丘陵，由西向东逐渐降至 400m左右；盆地内

海拔一般在 200m以下，南阳市南部和唐河县海拔均在 100m以下。

桐河为长江流域唐白河水系唐河右岸的一级支流，河流编码为

FFFCD000000R，发源于方城县老君山，自西向东南依次流经县内桐

河、桐寨铺、城郊、滨河 4个乡镇（街道），于滨河街道办事处高庄

村 G312国道上游汇入唐河。桐河全长 70km，总流域面积 830km²，

唐河县境内河长 28km，流域面积 273km²。较大支流为王茨园河等。

王茨园河是桐河的一级支流，唐河干流右岸的二级支流。发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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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县桐寨铺镇王田村西，流经桐寨铺镇，于桐寨铺镇王茨园村南汇

入桐河，全长 9.36km，流域面积 35.4km²。

图 2.2-1唐河县水系图

2.2.2河道划界情况

根据《唐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桐河、八龙河等 31条河道管理

范围和虎山水库等 22座中小型水库管理与保护范围的公告》（2020

年 11月），桐河河道管理范围按照 20年一遇洪水位进行划界，左岸

长 35.599km，右岸长 37.57km。

2.2.3河道治理及相关工程

1.河道治理工程

经现场调查，桐河乡镇区段沿桐河右岸有 1.5km堤防，堤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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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于上世纪 80年代，主要保护对象为桐河乡镇区，2018年河南灵

捷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编制的《唐河县桐河桐河村段及王岗村

段河道治理工程》中对该段围村堤进行了整修加固，共 0.812km；另

外对桐河桐河乡段及城区段河道治理长度共计 13.187km，其中桐河

乡段 8.125km，城区段 5.062km。主河槽整治及护岸工程 13.045km，

其中岸坡整修 4135m，岸坡防护 8910m；支沟口护砌 15处：其中左

岸 6处，右岸 9处；拆除重建涵闸 2座、拆除重建防洪闸 1座、拆除

重建漫水桥 2座；拆除废弃拦河坝 1座，拆除废弃漫水桥 1座；河床

清淤疏浚 0.971km等，该工程已通过竣工验收。

图 2.2-2 桐河右岸堤防

2.桐河闸建设工程

根据《河南省唐河县桐河防洪闸项目初步设计》（河南省水利勘

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2020 年 3月），桐河防洪闸工程位于桐河入

唐河口处，是桐河入唐河的重要控制工程，也是北辰公园的重要控制



唐河县桐河（B类）河湖健康评价报告

15

工程，兼具生态补水和防洪排涝的作用。防洪闸采用常规闸房，闸孔

宽 10m，共五孔，闸门采用平板钢闸门，上下扉门。启闭机采用固定

卷扬机。泵站位于防洪闸右侧，与防洪闸联合布置。水泵为双向水泵，

兼顾湿地生态补水和除涝功能。防洪闸大桥位于防洪闸闸室上游，大

桥为双向四车道桩基预制梁桥，共 8跨，单跨宽 25m，桥面四车道宽

14m，两侧各设 2.5m人行桥，防洪闸大桥是北辰公园的重要交通道

路，是唐河右岸连接上海大道与世纪大道的重要节点工程，防洪闸过

闸流量按桐河 20年一遇设计，工程级别为 2级，主要建筑物拦河闸、

泵站为 2级建筑物，次要建筑物进出口防护为 3级，临时建筑物为 4

级。正常蓄水位与《桐河国储林项目规划设计》中湿地设计常水位

96.0m一致，总库容 833.40万 m³，其中沪陕高速以北库容为 268.47

万 m³，沪陕高速以南库容 564.93万 m³。



唐河县桐河（B类）河湖健康评价报告

16

图 2.2-3 桐河闸

桐河闸调度运行方式为：

①上游无来水时，节制闸全关闭，闸门前水位保持在设计蓄水位

96.0m运行。

②为了保证汛期桐河洪水能安全行洪，在洪峰到达水闸之前水闸

需完全开启，即当桐河上游发生洪水，且唐河水位高于桐河时，可启

动泵站抽排，以减少淹没时间；当北辰公园湿地水位达到 96.20m后

持续上涨，根据来水量关闭泵站，逐级开启闸门泄水，直至所有闸门

全开敞泄。

③发生洪水期间闸门应全开敞泄。

开启顺序为先开中间第 3孔，再开两侧两孔，开启过程应逐级开

启，如需要增大泄量则继续开启临近两侧两孔，首次开度不超过0.5m。

闸门应分级逐步开启，不得一次将闸门全部开启。相邻孔之间闸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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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应超过 0.5m，关闭时与开启顺序相反。

3.北辰公园建设工程

工程主要开展桐河旁路生态湿地工程、河滨缓冲带水位变幅区生

态修复工程、桐河水生植被恢复工程（含生境改善）。

桐河生态湿地工程：在惠寨村东侧处设人工湿地，利用湿地水生

植物，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新建人工湿地约 32000m²，处理后水质

主要指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水标准，

出水排入桐河，年削减 COD62.05t，氨氮 3.10t，总磷 1.24t以上。

生态隔离带工程：在河道两岸可利用滩地等地块实施植物群落修

复，形成具有隔离工程的生态屏障。新建河滨缓冲带生态修复面积

404100m²，其中水位变幅区生态修复面积 179600m²，陆域缓冲带生

态修复面积 224500m²。

生态护坡工程：在湿地拟选位置上下游开展生态护坡工程建设，

强化湿地拦截堰上游及湿地排出口下游段岸坡稳定性，新建生态护坡

约 2000m²。水生植被恢复工程：在桐河河道开展植被恢复工程，植

被恢复面积 193500m²，植被覆盖率提升至 50%~75%之间，桐河 COD

水质降解系数从 0.14提升至 0.18以上，氨氮水质降解系数从 0.14提

升至 0.18以上。

2.2.4中小河流治理方案

桐河有防洪任务河段长 70km，其中唐河县境内长度 28km。

根据《河南省唐河流域桐河、涧河、清水河中小河流治理方案》

（河南灵捷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2023年 2月），按照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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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规划、整河流治理、重灾易灾现行、分批推进实施、治理一条见效

一条的原则，提出近期、远期治理目标。远期到 2035年，各类保护

对象全部达到防洪标准，达标率 100%；河流治理率、堤防达标率均

达到 100%。全面完成有防洪任务中小河流治理任务。其中桐河唐河

县防洪保护区段拟投资 5064.5 万元，对唐河县防洪保护区 14.82km

河段进行综合治理，其中堤防建设 4km，加固长度 20km，护岸长度

4km。采用复式断面，防洪标准为 20年一遇的堤防等级为 4级，其

他防洪标准为 10年一遇的河段堤防等级为 5级。堤防为梯形断面，

顶宽 4m，迎水坡、背水坡坡比均为 1:2。防洪标准上游社旗县为 10

年一遇，下游唐河县为 20年一遇。新建岸坡防护 11km，结合桐河河

治理段河道现状河势及岸坡高度，顶冲段或者陡坡段采用浆砌石护坡，

其余段采用格宾护垫或混凝土框格植草防护。本着经济、生态的原则，

防护段防护高度以多年平均水深加安全超高综合确定，既考虑岸坡防

护，又满足防护段以上部分岸坡的生态要求。新建排水涵 40座，排

涝标准为 5年一遇一日降雨一日排完。该工程计划于 2026~2035年实

施。

2.2.5河道演变

对 1975年航拍 1:50000地形图及 2022年影像图进行分析比较，

虽然桐河河道弯道较多，但近几十年来，主河槽基本保持一致，河道

弯曲度变化缓慢，未发生较大演变。近年来，桐河上实施了河道护砌、

堤防加固、河道清淤等河道工程，使桐河岸线趋于稳定发展，唐河县

段于 2017~2018年实施了《桐河桐河村段及王岗村段河道治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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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对桐河围村堤进行了加固、对主河道进行了清淤疏浚，并在河道

弯道转弯、顶冲部位、险工段修建了护岸工程，有效地防止了桐河河

道的横向演变。唐河县人民政府于 2020年划定了桐河河道管理范围，

明确了河道保护范围，加之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保护河道岸

线意识增强，桐河河道在横向上趋于稳定。唐河县段桐河属于平原区，

河道多淤积，桐河全段无采砂规划等可能影响河势的情况，因此，桐

河在纵向上将会有抬高河床趋势。

2.3经济社会概况

2.3.1行政区划及人口

唐河县，隶属河南省南阳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豫鄂二省交界

处，西近南阳市宛城区，南接湖北枣阳市，东邻桐柏县和驻马店市泌

阳县，北连社旗县。古代为京都长安、洛阳通向江汉平原的官道，物

阜民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总面积 2512km²，辖 6 个街道、14

个镇、5个乡。

根据《唐河县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 2022

年末全县常住人口 105.3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45.88万人，乡村人

口 59.42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 1.5个百分点。

2.3.2社会经济发展

根据 2023 年唐河县政府工作报告，2022 年全年完成生产总值

431.1亿元，增长 5.5%，全市第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亿元，增

长 21.6%，税收占比 70.2%，全市第二。固定资产投资 176亿元，增

长 15.8%，全市第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1.8亿元，增速全市第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9%98%B3%E5%B8%82/30235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5%8D%97%E7%9C%81/5947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B%E5%9F%8E%E5%8C%BA?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1%90%E6%9F%8F%E5%8E%BF/260570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BB%E9%A9%AC%E5%BA%97%E5%B8%82/199460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8C%E9%98%B3%E5%8E%BF/265646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8C%E9%98%B3%E5%8E%BF/265646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6%97%97%E5%8E%BF/76616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5%BF%E5%AE%89/3154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9B%E9%98%B3/1257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5%E5%AE%B6%E5%BF%85%E4%BA%89%E4%B9%8B%E5%9C%B0/4164324?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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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一半主要经济指标居全市前三，全县经济跨越发展、争先进位

的态势更加明显。全年完成规上工业增加值 37.5亿元、工业固定资

产投资 97亿元，艾礼富传感器、贵登新能源等一批代表性项目成功

落地，新入库规上工业企业 31家，全市第二。“百企升级”成效显著，

新增技改入库项目 59个，完成技改投资 19.8亿元，增长 73.6%。获

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4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15家，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17家，均居全市第一。现代农业加速发力。粮食

产量稳定增收，连续 20年夏粮产量位居全省第一。新增高标准农田

25万亩，全国前十。创成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基地等农业类国

家级荣誉 8项。创新乡村振兴产业园模式，被省委深改办“红榜”表扬。

完成第三产业增加值 216.3亿元，增长 4.6%，全市第二。规上服务业

企业个数 144家，全市第一，电信业务等 5项指标增速全市第一。获

评省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首批示范县、示范性物流配送中心。

2.4水资源及开发利用状况

2.4.1水功能区划

根据河南省长江流域水功能区划，桐河为唐河一级支流，入河口

处唐河为唐河县水功能开发利用区——唐河县唐河工业用水景观娱

乐用水区，水质目标为 III类。因此桐河为水功能开发利用区，水质

目标为 III类。

2.4.2水资源量

1.地表水资源量

根据《唐河县水资源综合规划（2017~2030）》，唐河县多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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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地表水资源量为 5.4951亿 m³，折合径流深 220.1mm。P=20%保证

率地表水资源量为 8.1512亿m³；P=50%保证率地表水资源量为 4.6753

亿 m³；P=75%保证率地表水资源量 2.7486亿 m³；P=95%保证率地表

水资源量为 1.0736亿 m³。

2.地下水水资源量

地下水是指赋存于地球表面以下岩土孔隙中的饱和重力水，地下

水资源量指地下水中参与水循环且可以更新的动态水量，主要由降水、

地表水体（河、库、渠道和田间灌溉）入渗等补给而形成。

根据《唐河县水资源综合规划（2017~2030）》，唐河县地下水

资源量为 26550万 m³，其中岗丘区地下水资源量为 13988万 m³，平

原区地下水资源量为 12890万 m³，岗丘区与平原区重复计算量 328

万 m³。

3.水资源总量

根据《唐河县水资源综合规划（2017~2030）》的计算评价成果，

唐河县 1956~2017年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81501万m³，产水模数 22.7

万 m³/km²，产水系数 0.27。

4.可利用量

根据《唐河县水资源综合规划（2017~2030）》的计算评价成果

结果，唐河县地表水可利用量约为 26819万 m³，约占地表水资源量

的 48.8%，全县地下水可开采量为 17094万 m³/a，约占地下水资源量

的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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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水资源利用

根据《南阳市水资源公报》（2018~2022），唐河县近五年平均

年用水量 23364.8万 m³，其中农业用水量 14002.2万 m³，工业用水量

2491万 m³，生活用水量 3903.6万 m³，生态环境用水量 2967万 m³，

分别占总用水量的比例为 59.9%、10.7%、16.7%和 12.7%。2022年唐

河全县总用水量 24452万 m³，其中农业用水 12329万 m³，占总用水

的 50.4%；工业用水 1340万 m³，占总用水的 5.5%；居民生活综合用

水 3659万 m³，占总用水的 15.0%；生态环境用水 7142万 m³，占总

用水的 29.1%，唐河县近五年用水量及用水结构见表 2.4-1，用水水平

见表 2.4-2。
表 2.4-1 唐河县近五年供用水量统计表单位：万 m³

年份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平均

农业用水量 15302 16369 14158 11853 12329 14002.2
工业用水量 3825 3886 2008 1400 1340 2491.8
生活用水量 3653 3530 4559 4117 3659 3903.6

生态环境用水量 800 909 2220 3782 7124 2967
合计 23580 24695 22945 21152 24452 23364.8

农业占比（%） 64.9 66.3 61.7 56.0 50.4 59.9
工业占比（%） 16.2 15.7 8.7 6.6 5.5 10.7
生活占比（%） 15.5 14.3 19.9 19.5 15.0 16.7

生态环境占比（%） 3.4 3.7 9.7 17.9 29.1 12.7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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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唐河县近五年用水水平表

2.4.4水环境与水生态等问题分析

（1）部分时段水质不能稳定达标，农村截污能力能有一定潜力

桐河流域已建设了一体化处理机及乡镇污水处理厂等，有效地防

止了生活污水直接排河情况，但是河道两岸存在秸秆堆放、流域内畜

禽养殖厂污水排入田间排水沟情况，雨季容易引起污水入河，污染水

质。桐河两岸农业生产占比较高，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等化学物，

使氮、磷、有机质等营养物质在降雨和地形的影响下汇入河道，加剧

了水体的富营养化。

（2）河道护坡整治度低

桐河河道现状护坡整治力度偏低，特别是支沟汇入口等，在风力、

水力等侵蚀下，护坡破损严重。河道护坡植被覆盖状态参差不齐，部

分河段两侧有防护林，部分已治理河道的护坡，在初期仅考虑护坡的

稳定、防渗等问题，采取了对护坡进行硬化的简单处理方式，削弱了

护坡作为水陆交错带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功能。存在岸坡变形和水土

流失风险。

（3）农业面源污染影响较大

年份

人均

用水

量

（m³）

地区生产

总值用水

量

（m³/万
元）

城镇生活

（L/d·人
）

城乡生活

（L/d·人
）

单位工

业增加

值用水

量（m³/
万元）

耕地灌

溉亩均

用水量

（m³/
亩）

2018

唐河县

196.4 57.7 116.5 59.2 34.3 217.1
2019 203.4 57 106.5 56 - 214.3
2020 190.7 45.2 103.8 28.1 215.1
2021 203 51.34 144 19.28 166

2022
唐河县 235.6 56.4 85.14 17.4 139.93
南阳市 267.5 56.5 100.80 13.4 2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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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河部分河段两岸耕地紧邻河道，部分河道岸线和耕地之间的界

限已不明显，耕地直接挤占河道空间，无法为水生动植物的生存提供

基本的生存环境。此外，农灌退水存在直排入河现象，造成河道水质

受到污染，水质恶化导致水生生境条件进一步恶化，水生态系统受损，

存在水生动植物消失风险。

2.5洪水情况

2.5.1暴雨洪水特征

桐河流域暴雨多发生在每年的 7～8月，其中 7月上旬至 8月上

旬发生的次数占总数的 37%，且大于 300mm的大暴雨均发生于 7月

上旬至 8月上旬，暴雨持续时间一般为 12～36h。遇特殊天气形势，

暴雨连续历时可达 5d，流域上游迎风坡区为常年暴雨地带。

2.5.2历史洪水调查

据《南阳地区水利志》、《南阳水利志》（1986-2005）等资料，

唐河流域内解放后发生较大洪灾 7次，且以 1955、1965、1975、2000

年的洪灾损失最为严重。

1955年 7 月上旬洪水，暴雨中心位置在唐河上游和泌阳河。社

旗站 7月 7日至 9日，3天降雨 273.3mm，洪峰流量 2930m³/s，水位

115.84m；泌阳站 7月 7日至 9日 3天降雨 246.8mm，洪峰流量 4410m³/s，

水位 137.96m；唐河站 7月 7日至 9日 3天降雨 220.6mm，7月 9日

洪峰流量 7620m³/s，水位 100.69m。洪水受灾人口 19.7万人，淹没耕

地 50.5万亩。

1965 年 7 月 8 日～10 日，唐河站 7 月 7 日至 10 日 4 天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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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2mm，10日洪峰流量 6600m³/s，水位 98.94m。暴雨中心主要集

中在唐河左岸清水河、三夹河一带。平氏站 7月 8日至 9日两天降雨

405.8mm，7月 10日洪峰流量 4700m³/s，水位 134.73m。郭滩站 7月

10日洪峰流量 8600m³/s（溃口还原后的洪峰流量），水位 88.26m（两

岸溃堤行洪的实测最高水位），大大超过堤防的防御能力。洪水受灾

人口 4.79万人，淹没耕地 41.4万亩。

1975年特大洪水是唐白河流域历史上罕见的洪水。8月 4日，流

域干支流普遍降雨，且强度逐渐增大。社旗站洪峰流量达 4100m³/s，

为 1955 年的 1.4倍，水位比 1955年高 1m；唐河站 8月 8日洪峰流

量达 13100m³/s，为 1955年的 1.7倍，唐河大桥卡口阻水，上下跌差

1～1.2m，迫使桥西公路炸开泄洪。1975 年洪水受灾人口 79万人，

淹没耕地近 150万亩，当年总损失达 20多亿元。

2000年 6 月下旬至 8 月中旬，唐白河流域发生了五次大范围的

强降水过程，白河上游白土岗段、赵河社旗县城都因洪水超过保证水

位而决口，唐白河干流崩岸严重，共发生崩岸险情 52 处、崩岸长

44.35km，据不完全统计，洪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2.9亿元。

2.5.3径流

桐河河道无实测径流资料，依据 2007年《河南省水资源》附图，

由径流等值线图查得径流特征值，查得桐河多年平均径流深 260mm，

75%年份平均径流深为 143mm，桐河流域面积 830km²，则多年平均

径流量为 21580万 m³，75%年份径流量为 11869万 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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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防洪标准

根据《防洪标准》（GB50201-2014）、《治涝标准》（SL723-2016）

及相关河道治理工程，分段确定桐河的标准如下：桐河桐河乡桐二村

现状围村堤保护对象为桐河乡政府所在地，防洪标准为 20年一遇；

城区段防洪标准 20年一遇，其余段防洪标准为 10年一遇。

桐河同时又作为排泄区域内涝水的主要河道，由于流程长、弯多、

河床又窄浅，加之流域面积大，涝水难于排走，灾害频繁；排涝标准

为 5年一遇。

2.5.5设计洪水

根据《河南省唐河流域桐河、涧河、清水河中小河流治理方案》

（河南灵捷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2023年 2月），桐河分段

流量计算成果见表 2.5-1。
表 2.5-1 桐河分段流量成果表

河名 分段范围
设计流量（m³/s）

P=20% P=10% P=5% P=2%

桐河

县界以上 283 420 512 685
王茨园河入

桐河以上
412 611 745 996

入唐河口处 475 705 860 1150

2.6水文站基本情况

桐河流域内无水文站，但在桐河入河口下游 4.2km唐河干流上有

唐河水文站一座。唐河水文站始建于 1936年，是长江流城唐白河水

系区城重点站，国家重点站。观测项目有：水位、流量、降水量、蒸

发量、单沙、输沙率等。唐河站位于唐河县城南右岸，站址以上干流

长 121km，流流域面积 4771km²。



唐河县桐河（B类）河湖健康评价报告

27

2.6.1实测降水

本次收集到唐河水文站 2018年 1月~2023年 6月逐日降雨资料，

唐河流域近年（2018~2023年）多年平均降雨天数为 96.5d，多年平

均降水量 940.5mm，其中 2022 年降雨量最大，日最大降水量达到

176.7mm，降雨多发生汛期，以 6月和 8月为主，唐河水文站实测降

雨资料见表 2.6-1。
表 2.6-1 唐河水文站实测降雨资料

年份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多年

平均

降水天数 108 90 115 104 72 90 96.5
降水量（mm） 964.8 449.4 1140.0 1118.3 747.3 1223.1 940.5
日最大降雨量

（mm）
94.4 83.9 141.8 144.8 176.7 109.4 125.2

日期 6.18. 6.5 8.7 8.29 4.24 8.26

图 2.6-1唐河水文站实测降水量图

2.6.2实测洪峰

本次收集到唐河水文站 1951~2022共年实测洪峰资料，具体见表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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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2 唐河水文站实测洪峰流量表

年份
实测流量

（m³/s） 年份
实测流量

（m³/s） 年份
实测流量

（m³/s）
1951 4420 1975 13100 1999 670
1952 1340 1976 1270 2000 3700
1953 3500 1977 3820 2001 1120
1954 3900 1978 357 2002 2000
1955 7620 1979 2600 2003 3720
1956 3200 1980 2830 2004 2920
1957 3560 1981 1220 2005 2820
1958 836 1982 2530 2006 993
1959 1560 1983 2270 2007 1830
1960 1370 1984 2690 2008 2940
1961 617 1985 779 2009 740
1962 1020 1986 382 2010 2320
1963 4120 1987 1570 2011 428
1964 1680 1988 1290 2012 930
1965 6600 1989 1930 2013 129
1966 1050 1990 1570 2014 853
1967 2400 1991 2110 2015 83
1968 1930 1992 308 2016 62
1969 1300 1993 837 2017 1070
1970 1960 1994 439 2018 1870
1971 2260 1995 4310 2019 19
1972 5910 1996 1990 2020 2030
1973 2160 1997 183 2021 1010
1974 2020 1998 3850 2022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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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湖健康评价方案

3.1评价对象、范围及分段划分情况

本次桐河健康评价对象为唐河县境内桐河干流，范围起点为桐河

乡桐二村西北桐河入县界（E112°46'40"，N32°54'08"），终点为滨河

街道办事处高庄村 G312 国道上游桐河入唐河口（E112°49'55"，

N32°42'27"），干流全长 28km。

桐河流域面积 830km²，属 B类河道，根据《河湖健康评价指南

（试行）》，河流评价单元的长度低于 50km、且上下游差异性不明

显的河段，可只设置 1个评价河段。桐寨铺镇王茨园村南有桐河较大

支流王茨园河汇入，洪峰流量有所增大，但王茨园河流域面积仅

35.4km²，占桐河总面积的 4.26%，占比很小，不会引起河流上下游较

大差异，因此，本次评价按照 1个评价河段进行，见表 3.1-1。
表 3.1-1 桐河河湖健康评价河段基本情况

河流名

称
起点 终点 全长（km）

桐河

桐河入县界

（E112°46'40"，
N32°54'08"）

入唐河口（E112°49'55"，
N32°42'27"） 28

3.2指标体系

河湖健康评价是对河流湖泊系统的形态结构完整性、水生态完整

性与抗扰动弹性、生物多样性和社会服务功能可持续性及其相互协调

性的评价。评价指标选取遵循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本次

评价采用水利部河湖管理司《关于进一步明确河湖健康评价有关事项

的通知》（河湖〔2023〕1号）中 6项指标进行评价，涵盖全部 4个

准则层，权重按照河湖〔2023〕1号中所提出的推荐值。本次河湖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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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评价所选指标符合唐河县水情和河道管理实际，评价成果能够帮助

公众了解河道真实健康状况，有效服务于河长制工作，为各级河长及

相关主管部门履行河道管理保护职责提供参考。桐河健康评价指标体

系及权重表见表 3.2-1。
表 3.2-1 桐河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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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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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洪达标率 0.15
公众满意度 0.15

3.3评价指标、标准和方法

3.3.1“盆”

“盆”准则层选用岸线自然状况指标进行评价，岸线自然状况包括

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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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计算。

式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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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河岸稳定性

河岸稳定性按总体特征赋分，赋分标准见表 3.3-1。

wr PCPCBS  wrBS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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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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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内河岸不

会发生变形破

坏，无水土流

失现象

河岸结构有松

动发育迹象，

有水土流失迹

象，但近期不

会发生变形和

破坏

河岸松动裂痕

发育趋势明

显，一定条件

下可导致河岸

变形和破坏，

中度水土流失

河岸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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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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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被覆盖率计算选用直接评判赋分法，根据调查所得到的河岸带植被

总覆盖率进行赋分，赋分标准见表 3.3-2。
表 3.3-2 岸带植被覆盖率赋分标准表（直接评判赋分法）

河岸带植被覆盖率（%） 说明 赋分

＞75 极重度覆盖 75-100
40~75 重度覆盖 50-75
10~40 中度覆盖 25-50
0~10 植被稀疏 0-25
0 无植被 0

3.3.2“水”

“水”准则层选用生态流量满足程度、水质优劣程度两项指标进行

评价。

1.生态流量满足程度

生态流量应选择水行政主管部门已公布的数值，或者有关规划、

文件等确定的数值，未明确生态流量的季节性河流，可根据径流长度

/水面面积保有率进行赋分。径流长度保有率是指河流评价年枯水期

径流长度占参考年枯水期最大径流长度的百分比，评价年枯水期径流

长度指河流有水河段长度的评价年枯水期内最大值，参考年宜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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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颁布之后与评价年水文频

率相近年份。径流长度可采用洪水调查数据、遥感解译进行评价。径

流长度保有率赋分采用表 3.3-3中标准，赋分时采用线性插值法。

表 3.3-3 径流长度保有率赋分标准

径流长度保

有率（%）
≥90 80 70 60 ≤50

赋分 100 75 50 25 0

2.水质优劣程度

水质优劣程度指标至少选用 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氨氮、

总磷等 5项水质指标进行评价，每个指标同一断面多次监测数据取平

均值作为该标断面平均值，将每个水质指标的年平均值与《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进行评价，分别评价单因子指标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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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优劣程度赋分采用表 3.3-4标准。

3.3-4 水质优劣程度赋分标准

水质类别 I II III IV V 劣 V

赋分 100 90 75 60 40 0

3.3.3生物

生物准则层选用鱼类保有指数进行评价，鱼类保有指数是评价现

状鱼类种数与历史参考点鱼类种数的差异状况，按照式 3.3-2计算，

赋分标准采用表 3.3-5中数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赋分。

式 3.3-2

式中：FOEI——鱼类保有指数（%）；

FO——调查获得的鱼类种类数量（不包含外来物种）（种）；

FE——1980s以前河道内的鱼类种类数量，通过历史资料获取或

%100
FE
FOFO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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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咨询专家确定。

表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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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社会服务功能

社会服务功能准则层选用防洪达标率、公众满意度两项指标进行

评价。

1.防洪达标率

河流防洪达标率为达到防洪标准的堤防长度占规划堤防总长度

的比例，其中有堤防交叉建筑物的，须考虑堤防交叉建筑物防洪标准

达标比例，计算公式见表式 3.3-3。

式 3.3-3

式中：FDRI——河流防洪达标率（%）；

RDA——河流达到防洪标准的堤防长度（m）；

RD——河流规划堤防总长度（m）；

SL——河流堤防交叉建筑物达标个数；

SSL——河流规划堤防交叉建筑物总个数；

赋分标准见表 3.3-6，赋分时采用线性插值法。

表 3.3-6 防洪达标率赋分标准表

防洪达标率（%） ≥95 90 85 70 ≤50

赋分 100 75 50 25 0

2.公众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主要是评价公众对河流水安全、岸线、水环境、水生

态等的满意程度，采用公众调查方法评价，其赋分取参与调查的公众

%100
2
1







 

SSL
SL

RD
RDAFD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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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分的平均值，公众满意度调查表见表 3.3-7。
表 3.3-7公众满意度调查表

姓

名 （选填）

性

别
男女 年龄

14~29岁0~59岁
60岁及以上

类

型
居民游客河湖相关从业人员

联系电话

（选填）

水安全状况 岸线状况

洪水满溢现象 破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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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量情况

丰沛 

适中 

较少 

水环境状况 水生态状况

水体感观

透明度高 

鱼类

经常见到 

一般  偶尔见到 

浑浊/颜
色异常

 几乎未见 

污水偷排乱排

经常 

水草

太多 

偶尔  正常 

不存在/
不了解

 太少 

垃圾、漂浮物

多 

水鸟

经常见到 

一般  偶尔见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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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适 

对河湖满意度程度调查

总体满意度打分 不满意原因 意见和建议

很满意（90~100）
满意（75~89）

基本满意（60~74）
不满意（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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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河湖健康评价

4.1“盆”准则层评价

4.1.1“盆”准则层调查

“盆”准则层评价指标为岸线自然状况，包括河岸稳定性和岸带植

被覆盖率两个方面。本次岸线自然状况均采用现场调查方式，本次选

取桐河乡镇区段、清河庄村、刘斌桥村、王茨园河入河口下游、赵伟

庄村，入河口处六个调查点位，主要对河道岸线的总体特征、河岸冲

刷状况、植被覆盖程度、植被类型进行现场调查。其中，岸带植被覆

盖率调查范围取每个调查河段 1个监测河段，1个岸带左右岸各 500m，

岸带总长 1000m。岸带植被覆盖面积、岸带面积通过实地航拍评价岸

带及现场量测，得出具体数据，对于有堤防河段河岸带外边缘线取堤

防背水侧堤脚外 4m，对于无堤防河段，河口线向外偏移 4m作为外

缘边界线。

调查点位基本情况见表 4.1-1，位置分布示意图见图 4.1-1。
表 4.1-1 岸线自然状况调查点位基本情况表

调查点位 位置

坐标

经度（E） 纬度（N）

1 桐河乡镇区段 112°46'36" 32°53'38"
2 清河庄村 112°48'57" 32°49'11"
3 刘斌桥村 112°49'09" 32°47'19"
4 王茨园河入河口下游 112°48'24" 32°46'28"
5 赵伟庄村 112°48'43" 32°44'30"
6 入河口处 112°49'39" 32°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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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岸线自然状况调查点位分布图

4.1.2“盆”准则层评价结果

1.河岸稳定性

经现场调查，桐河在镇区段和入河口段河道较为宽浅，未发现变

形及水土流失现象。非镇区段边坡较陡，部分河段存在河岸松动发育

迹象，特别是王茨园河入河口上下游，已发生河岸破坏现象，存在中

度水土流失情况。

桐河乡镇区段

清河庄村

刘斌桥村

王茨园河入河

口下游

赵伟庄村

入河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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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桐河乡镇区段稳定河岸 图 4.1-3 桐河乡镇区段稳定河岸

图 4.1-4 清河庄村稳定河岸 图 4.1-5 清河庄村较稳定河岸

图 4.1-6 刘斌桥村较稳定河岸 图 4.1-7 刘斌桥村稳定河岸

图 4.1-8王茨园河上游不稳定河岸 图 4.1-9 王茨园河下游不稳定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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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0 赵伟庄村较稳定河岸 图 4.1-11 赵伟庄村不稳定河岸

图 4.1-12 桐河入河口较稳定河岸 图 4.1-13 桐河入河口较稳定河岸

综合分析，桐河河岸结构有松动发育迹象，有水土流失迹象，但

总体来水近期发生变形和破坏的可能性一般，对照表 3.3-1河岸稳定

性指标赋分标准表，桐河河岸符合基本稳定总体特征，指标赋分为

75分，河段河岸稳定性调查结果见表 4.1-2。
表 4.1-2 桐河河岸稳定性指标调查结果

断面 岸别
岸坡高度

（m）
基质类别

岸坡是否

变形（坍塌）

有无水土

流失

桐河乡镇区

段

左岸 1.0~2.0 黏土 否 无

右岸 2.0~5.0 硬质护岸 否 无

清河庄村段
左岸 1.0~2.0 黏土 否 无

右岸 0.0~2.0 壤土 是 有

刘斌桥村段
左岸 0.5~2.5 黏土 否 无

右岸 2.5~4.0 硬质护岸 否 无

王茨园河入

河口下游段

左岸 3.0~4.0 黏土 否 无

右岸 3.0~4.0 黏土 是 有

赵伟庄村段
左岸 2.0~3.0 黏土 是 有

右岸 2.5~4.0 黏土 否 无

入河口处段 左岸 1.0~3.0 黏土 否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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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 岸别
岸坡高度

（m）
基质类别

岸坡是否

变形（坍塌）

有无水土

流失

入河口处段 右岸 黏土 否 无

2.岸带植被覆盖率

从现场植被覆盖情况来看，河道两岸多为耕地，滩地较窄，局部

边坡陡峭，植被主要有乔木和草本植物，植被覆盖率较低，岸带植被

覆盖率调查范围取每个调查河段 1 个监测河段，1 个岸带左右岸各

0.5km，岸带总长 1.0km。岸带植被覆盖面积、岸带岸带面积通过实

地航拍评价岸带及现场量测，计算得岸带植被覆盖率为 39.0%，符合

表 3.3-2 岸带植被覆盖率赋分标准表中度覆盖范围，指标赋分为 50

分，岸带植被覆盖率调查结果表 4.1-3，岸带植被覆盖率调查见图

4.1-14~4.1-19。
表 4.1-3 岸带植被覆盖率调查结果表

断面 岸别

调查计算数据

植被覆盖面积

（m²）
岸带面积

（m²） 覆盖率（%）

桐河乡镇区段
左岸 790 2000 39.5
右岸 800 2000 40

清河庄村段
左岸 600 2000 30
右岸 550 2000 27.5

刘斌桥村段
左岸 1200 2000 60
右岸 900 2000 45

王茨园河入河

口段

左岸 860 2000 43
右岸 800 2000 40

赵伟庄村段
左岸 450 2000 22.5
右岸 620 2000 31

入河口处段
左岸 700 2000 35
右岸 1100 2000 55

合计 9370 2400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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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4 桐河乡镇区段植被覆盖率调查

图 4.1-15 清河庄村段植被覆盖率调查

图 4.1-16 刘斌桥村段植被覆盖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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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7 王茨园河入河口段植被覆盖率调查

图 4.1-18 赵伟庄村段植被覆盖率调查

图 4.1-19 入河口处段植被覆盖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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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式 3.3-1计算得，桐河岸线自然状况最终得分为 60分，详见

表 4.1-4。
表 4.1-4 桐河岸线自然状况赋分结果表

项目 赋分 权重 得分

岸线自然状况 75 0.4 30
植被覆盖率 50 0.6 30

最终得分 60

4.2“水”准则层评价

4.2.1“水”准则层调查监测

1.生态流量满足程度调查

桐河属于季节性河流，生态流量满足程度可根据径流长度保有率

进行赋分，根据唐河水文站实测的洪峰径流资料，2011年实测径流

量为 2.72亿 m³，洪峰流量为 428m³/s，2022年实测径流量 2.46亿 m³，

洪峰流量为 313m³/s，两者相差不大，因此本次选取 2011年为参考年，

评价年与参考年河道对比图见图 4.2-1~4.2-2。

2.水质优劣程度调查监测

本次水质调查监测评价选择河南省地表水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系

统中桐河市控断面进行评价，市控监测断面位于唐河县烈士纪念馆后

桐河干流上，地理坐标为 112°49'47"E，32°42'25"N，该站主要监测数

据有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PH、溶解氧、电导

率等，监测数据结果能够满足本次河湖健康评价要求。本次收集到该

监测断面 2022年逐月监测数据，其中水质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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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2011年 2月桐河影像图 图 4.2-2 2022年 11月桐河影像图

4.2.2“水”准则层评价结果

1.生态流量满足程度

经对比，2011年 2月枯水期桐河河流径流长度约 34km，基本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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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有水，2022年枯水期河流径流长度约 32km，径流长度保有率能够

达到 94.1%，按照表 3.3-3径流长度保有率赋分标准赋分为 100分。

2.水质优劣程度

根据南阳市生态环境局唐河分局提供的 2022年桐河水质监测数

据，桐河 2022年 2月、3月份水质最次为劣 V类，主要超标因子为

氨氮和总磷，高锰酸盐指数为 III~IV类标准，PH均能达到 I类标准，

溶解氧为 I~IV类标准。

表 4.2-1 桐河实测水质情况

监测时

间

氨氮（mg/L） 总磷（mg/L） 高锰酸盐指数

（mg/L） pH（无量纲）
溶解氧

（mg/L）
平

均

值

水质

类别

平均

值

水质

类别

平均

值

水质类

别

平均

值

水质

类别

平均

值

水质

类别

2022-01 2.74 劣 V 0.31 V 5.1 III 7 I 6.9 Ⅱ

2022-02 1.10 IV 0.383 V 4.3 III 8 I 6.3 Ⅱ

2022-03 2.78 劣 V 0.413 劣 V 7.6 IV 8 I 5.5 III
2022-04 3.17 劣 V 0.411 劣 V 7.7 IV 7 I 3.3 IV
2022-05 0.80 III 0.405 劣 V 4.2 III 8 I 5.4 III
2022-06 0.31 Ⅱ 0.239 IV 4.9 III 7 I 5.6 III
2022-07 0.81 III 0.202 IV 7.0 IV 7 I 6.8 Ⅱ

2022-08 1.69 V 0.312 V 7.5 IV 7 I 6.7 Ⅱ

2022-09 0.15 I 0.167 III 3.0 Ⅱ 7 I 7.9 I
2022-10 0.91 III 0.228 IV 6.7 IV 7 I 8.2 I
2022-11 0.70 III 0.307 V 7.1 IV 7 I 8.5 I
2022-12 0.20 Ⅱ 0.139 III 5.8 III 8 I 15.0 I
平均值 1.28 IV 0.293 IV 5.9 III 7 I 7.2 Ⅱ

根据要求，水质优劣程度应计算出各项水质指标的年平均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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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子对应的最差水质类别作为桐河水质类别。经计算，桐河水质类别

为 IV类，主要超标因子为总磷，因此，桐河水质优劣程度赋分为 60

分。

综上，“水”准则层的最终赋分为 80分，见表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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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水”准则层赋分情况

“水” 赋分 准则层权重 最终得分

生态流量满足程度 100 0.5
80

水质优劣程度 60 0.5

4.3生物准则层评价

4.3.1生物准则层调查监测

唐河县的水资源十分丰富，并且水生态环境多种多样，主要以江

河平原区系复合体种类为主。2016年河南师范大学水产学院调查队

主要使用了刺笼、撒网、地笼等工具进行捕捉调查，并于 2018年在

《河南水产》（2018年第 2 期）期刊中发表了《唐河县鱼类资源调

查》（河南师范大学水产学院，朱命炜等），调查结果为唐河县共有

鱼类标本 47种，隶属于 6目 12科 40属。其中鲤形目最多，占总数

的 74.47%；其次是鲈形目，占总数的 10.64%；鲇形目占总数的 6.38%；

合鳃目占总数的 4.25%；鳉形目和鹤鱵目仅一种，占总数的 2.13%。

其中鲤科是 12个科中最大的类群，一共有 32种，占总数的 68.09%。

从调查结果来看，该地鱼类主要以溪流定居型、静水定居型的小型鱼

类为主。

本次以《唐河县鱼类资源调查》中监测点进行生物准则层鱼类保

有指数进行评价，监测点 1#位于桐河乡申庄村（地理坐标为

112°46'04"E，32°53'09"N），监测点 2#位于桐寨铺镇刘斌桥村（地理

坐标为 112°49'09"，32°47'19"N）。1980年代以前河段的鱼类数量采

用查阅《唐河县水利志》或咨询当地居民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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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1 鱼类保有指数调查参考文献

4.3.2生物准则层评价结果

本次健康评价现状鱼类种数参考《唐河县鱼类资源调查》中调查

成果，调查点共监测到 1目 1科 5属，均属于鲤形鲤科，调查点监测

情况见表 4.3-1。
表 4.3-1 调查点鱼类监测情况表

河流

名称
目 科 属 种 照片

桐河
鲤

形

鲤

科

鲫

属
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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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

名称
目 科 属 种 照片

马

口

鱼

属

马口鱼

棒

花

鱼

属

棒花鱼

䱗

属
䱗条

泥

鳅

属

泥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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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调查，唐河县 1980年以前桐河鱼类与现存的鱼类结构

相同。由此计算得唐河流域鱼类保有指数为 5÷5×100%=100%，按照

鱼类保有指数赋分标准，则鱼类保有指数赋分为 100分。

4.4社会服务功能准则层评价

4.4.1社会服务功能准则层调查

1.防洪达标率

防洪达标率反映的是达到防洪标准的堤防长度占规划堤防总长

度的情况，本次评价采用桐河近年来的河道治理情况，结合现场调查

及水文计算分析，确定目前实际达到防洪标准的堤防长度。规划长度

根据《河南省唐河流域桐河、涧河、清水河中小河流治理方案》（河

南灵捷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2023年 2月）中相关规划统计。

2.公众满意度调查

根据要求，B类河湖公众满意度调查不少于 100人，调查对象应

包括河湖长制工作人员、当地居民游客、河湖相关工作人员（渔业、

鸟类专业等）。本次采用线上调查的方式进行，将问卷调查通过二维

码形式分发给当地居民及相关工作人员，并在后台统计数据。

图 4.4-1 桐河河湖健康评价公众满意度调查表



唐河县桐河（B类）河湖健康评价报告

49

4.4.2社会服务功能准则层评价结果

1.防洪达标率

桐河有防洪任务河段长 70km，其中唐河县境内长度 28km，折单

长度 56km。根据《唐河县桐河桐河村段及王岗村段河道治理工程》

（变更报告）（河南灵捷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2018年 12月）

桐河仅在桐河乡镇区段有堤防 1.5km，与堤防交叉建筑物共有 3处，

其中两处为跨河桥梁，一处为排水涵洞，经现场调查及水文分析计算，

两座桥均不满足 20年一遇防洪要求，涵洞满足 5年一遇排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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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2 桐河镇区段桥梁

《河南省唐河流域桐河、涧河、清水河中小河流治理方案》（河

南灵捷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2023 年 2月）中规划新建堤防

4km，新增交叉建筑物共 3 个，则防洪达标率为（1.5÷5.5+1÷6）

÷2=22.0%，按照表 3.3-6防洪达标率赋分标准赋分为 0分，见表 4.4-1。
表 4.4-1 防洪达标率赋分情况

建筑物
现有长度（m）

/个数（个）

规划长度（m）

/个数（个）

现状达标

情况
达标率（%） 赋分（分）

堤防 1.5 4.0 1.5 27.3
0

其他 3 3 1 16.7

2.公众满意度调查

本次河湖健康公众满意度调查共调查 115人，问卷全部有效。

（1）调查对象类型：有 98名居民，7名游客和 10名河湖相关

从业人员，分别占比 85.2%、6.1%、8.7%。

（2）岸线破损情况：有 2人认为破坏严重，25人认为破坏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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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人认为无破坏，分别占比 1.7%、21.7%、76.6%。从此项可以看出，

桐河两岸存在破损情况，但总体来说破坏情况一般。

（3）水量情况：有 18人认为水量丰沛，79人认为水量适中，

18人认为水量较少，分别占比 15.7%、68.7%、15.6%。从此项可以

看出，桐河水量充足，生态流量满足程度较高。

（4）水体感观情况：有 75人认为水体透明度较高，有 33人认

为水体一般，有 7人认为水体浑浊、颜色异常。分别占比 65.2%、28.7%、

6.1%。从此项可以侧面看出，桐河水质较好，可能存在局部、部分时

段水质较差情况，这与水质监测结果相符。

（5）水草情况：有 1人认为水草太多、100人认为水草正常，

14人认为水草太少，分别占比 0.9%、87.0%、12.1%。

（6）总体满意度打分：有 85人对桐河总体很满意，有 22人满

意，有 6人基本满意，有 2人不满意。很满意人群中平均分 94分，

满意 83分，基本满意 65分，不满意 43分，则公众满意度综合赋分

为 89.5分。

总体满意度调查结果见表 4.4-2、图 4.4-3。
表 4.4-2 公众满意度调查情况表

项目

调查类型 总体评价赋分

居民 游客

河湖相

关从业

人员

很满意 满意
基本满

意
不满意

人数 98 7 10 85 22 6 2
比例分布

（%）
85.2 6.1 8.7 73.9 19.1 5.2 1.8

合计 115 115

分公众满意度赋分 5.89
115

24366522838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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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3 桐河河湖健康评价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图

综上，社会服务功能准则层最终赋分为 44.8分，见表 4.4-3。
表 4.4-3 社会服务功能准则层赋分情况表

社会服务功能 赋分 准则层权重 最终得分

防洪达标率 0 0.5
44.8

公众满意度 89.5 0.5

4.5河湖健康评价结论

按照水利部河湖管理司关于进一步明确河湖健康评价有关事项

的通知（河湖〔2023〕1号）中推荐的河湖健康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计算得桐河最终得分为 69.4分，具体见表 4.5-1，指标赋分示意图见

图 4.5-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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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桐河河湖健康评价得分情况表

河流 准则层
准则层

权重
评价指标

指标

权重

指标

得分

准则层

得分

最终得

分

桐河

“盆” 0.2 岸线自然状况 0.2 60 60

69.4
“水” 0.3

生态流量满足

程度
0.15 100

80
水质优劣程度 0.15 60

生物 0.2 鱼类保有指数 0.2 100 100
社会服

务功能
0.3

防洪达标率 0.15 0
44.8

公众满意度 0.15 89.5

图 4.5-1 桐河河湖健康准则层赋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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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2 桐河河湖健康评价指标层赋分情况图

根据《河湖健康评价指南（试行）》河湖健康评价分类表，桐河

现状 RHI分值为 69.4，处于亚健康状态，综合评定为三类河湖，RGB

色值为黄色（255，255，0），说明桐河在形态结构完整性、水生态

完整性与抗扰动弹性、生物多样性、社会服务功能可持续性等方面存

在缺陷，应当加强日常维护和监管力度，及时对局部存在缺陷进行治

理修复，消除影响健康的隐患。河湖健康评价分类表见表 4.5-2。
表 4.5-2 河湖健康评价分类表

河流 分类 状态 颜色 赋分范围

一类河湖 非常健康 蓝 90≤HI≤100

二类河湖 健康 绿 75≤HI＜90

桐河 三类河湖 亚健康 黄 60≤HI＜75

四类河湖 不健康 橙 40≤HI＜60

五类河湖 劣态 红 0≤HI＜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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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河湖健康问题分析与保护对策

5.1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1）岸坡自然状况

桐河唐河县境内属于平原区，河道比较较缓，从现场调查来看，

河岸部分倾角较大，大部分河段为土质河岸，结构部分有松动发育迹

象，稳定性较差，部分岸域有垃圾杂乱堆放，如刘斌桥村桐河左岸有

垃圾堆放。两岸存在耕地与河道分界不明显情况，岸带植物覆盖率较

低。

（2）生态流量满足程度

桐河虽然为季节性河流，但唐河县境内桐河位于流域下游，流域

面积较大，径流长度保有率较高，生态流量满足程度较高。

（3）水质优劣程度

桐河部分月份水质为劣 V类，主要超标因子为总磷和氨氮，主

要原因一是河底淤积的底泥，在温度升高时，底泥释放的氮磷物质，

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导致部分河段生长蓝藻等。二是农业面源污染，

沿河两岸多为农作物，在降雨作用下，耕地、农田中富含的氮、磷、

有机物等营养物质通过下渗等方式排入桐河，污染水体。三是沿岸群

众生活污水和垃圾未得到有效控制，包括未对生活污水和垃圾进行有

效收集。

（4）鱼类保有指数

桐河河道内生物调查数据不够完善，相关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河道

生物多样性和保有率进行调查监测。



唐河县桐河（B类）河湖健康评价报告

56

（5）防洪达标率

桐河乡段存在堤防交叉建筑物暂时不能满足相关防洪标准的要

求，防洪达标率较低。

（6）公众满意度

总体来说公众对桐河满意度较高，但也有人认为桐河岸线不够稳

定，水质仍有待提高。

5.2保护目标及建议

桐河河道管理部门要完成河湖健康评价建立河湖健康档案的同

时，要坚持生态优先，加强专业协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构建“系统完善、丰枯调剂、循环畅通、多源互补、安全高效、清水

绿岸”的现代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加强河湖管理保护工作，建设幸福

河湖。

针对河湖评价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1）加大力度守好水域岸线管理范围，在人类活动频繁的河段

重点加强管控，禁止破坏水域岸线稳定，同时加强河道整治力度，尽

快落实中小流域治理方案中相关措施，加强水土流失治理。加强河道

巡查，清除河道两岸垃圾、秸秆等可能污染河道的情况。

（2）继续推进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提高农村污水管网覆盖

率，减少农村生活污水入河现象。加强养殖业管理，禁止污水随意排

放。强化乡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建立入河排污口管理

信息台账，落实排污口设置同意制度、监测计量工作。

（3）加强流域内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改进农田管理和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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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安全使用农药和化肥，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的监测和评估。农田

灌溉时计划用水，尽量避免灌溉退水直接进入河道。



附表：

评价河段基本情况表

河流

名称
起点 终点 全长（km）

桐河

桐河乡桐河入县界

（E112°46'40"，N32°
54'08"）

滨河街道入唐河口

（E112°49'55"，N32°
42'27"）

28

岸线自然状态调查点位基本情况表

调查点位 位置

坐标

经度（E） 纬度（N）

1 桐河乡镇区段 112°46'36" 32°53'38"
2 清河庄村 112°48'57" 32°49'11"
3 刘斌桥村 112°49'09" 32°47'19"
4 王茨园河入河口下游 112°48'24" 32°46'28"
5 赵伟庄村 112°48'43" 32°44'30"
6 入河口处 112°49'39" 32°42'32"

水质优劣程度调查监测点位基本情况表

调查监测点

位
位置

坐标

经度（E） 纬度（N）
1 烈士纪念馆后 112°49'47" 32°42'25"

鱼类保有指数调查监测

调查监测点

位
位置

坐标

经度（E） 纬度（N）
1 桐河乡申庄村 112°46'04" 32°53'09"
2 桐寨铺镇刘斌桥村 112°49'09" 32°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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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一：河流水系图



附图二：土地现状图



附图三：唐河县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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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四：唐河县地形图



附图五：唐河县生态系统保护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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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六：评价河段及调查监测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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