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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大通湖水生植被与水质改善技术
服务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大通湖属洞庭湖水系，地处洞庭湖腹地，是洞庭湖的湖

中之湖，是我国重要的湿地之一。20世纪 70年代初，大通

湖的水生植被覆盖率为 70%，2000 年水生植被覆盖率仅为

10.6%；2017 年大湖调查水生植物覆盖率趋近于 0。由于人

为过度养殖，水生植被消失，2016年和 2017 年大湖水质总

体评价为劣Ⅴ类，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总氮。大通湖富营

养化，生态环境严重退化，水生植物消失，由草型湖泊转变

成高富营养化湖泊，亟需应用恢复生态学理论方法，重建水

生植被来恢复湖泊的生态系统。2017年经国家生态环境部推

荐，武汉大学梁子湖国家野外生态站团队为大通湖提供了

2018年至 2020年大湖水生植被种植与水质改善技术服务，

三年恢复水生植被 6万亩，水质由劣Ⅴ类降至Ⅴ类，水生动

物多样性提高，湖泊承载力逐渐加强，逐步构建健康生态系

统。

大通湖水生植被与水质改善技术服务项目属于技术服

务类，服务内容是 2021-2023年大通湖全流域水质改善服务

期内，每年使大通湖水质全面退出Ⅴ类，整体稳定保持在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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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局部达到Ⅲ类水质的总体目标。每年提供《大通湖水生

植被种植与水质改善方案》；负责大通湖流域水环境改善和

大湖周边入湖口及上游湿地建设的生态技术指导、技术监督；

负责大通湖和 29个入湖口及上游 3-5公里湿地的生物资源量、

生态环境和水质现状的调查，每个月提供完整的生态及水质

监测报告。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大通湖生态系统现状，武汉大学梁子湖国家野外生

态站技术团队调查大通湖流域生物区系和群落类型，重点是

水生植物和湿生植物的种类组成与分布格局，比对大通湖流

域有关水生植被、湿生植被的历史记载资料，筛选水生植被

和湿地植被重建的建群种和伴生种，编制了《大通湖植被生

态圈实施方案》，并指导大通湖进行水生植被恢复和水质改

善等工作。对大通湖流域水环境改善和大湖周边入湖口及上

游湿地的建设给予生态技术指导和技术监督。同时完成了大

通湖和 34 个入湖口及其上游 5 公里湿地的生物资源、生态

环境和水质现状的调查，并每月提供了完整的生态及水质监

测报告。

在武汉大学梁子湖国家野外生态站技术团队的技术指

导下，2022年，大通湖完成方案中恢复任务，播种水生植物

种子 104.0 万公斤，种植水生植物 364.9 万公斤，种植水生

植物植株 132.19万株；水生动物 33.0万公斤，恢复面积 12.5

万亩，水生植物覆盖率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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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2022年大通湖水生植被恢复情况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1 菹草石芽 万斤 129.77

2 苦草（种子） 万斤 27.08

3 轮叶黑藻芽 万斤 49.68

4 穗花狐尾藻（植株） 万斤 171.50

5 金鱼藻（植株） 万斤 66.43

6 苦草（植株） 万斤 272.22

7 轮叶黑藻（植株） 万斤 149.90

8 马来眼子菜（植株） 万斤 9.72

9 龙须眼子菜（植株） 万斤 3.98

10 微齿眼子菜（植株） 万斤 56.07

11 红莲种子 万斤 1.03

12 香蒲（地下茎） 万斤 15.09

13 香蒲种子 万斤 0.41

14 菰（地下茎） 万斤 15.28

15 菖蒲（地下茎） 万斤 0.51

16 苔草（地下茎） 万斤 2.01

17 红莲（地下茎） 万株 13.46

18 睡莲（植株） 万株 10.00

19 荇菜（植株） 万株 48.08

20 水鳖（植株） 万株 60.65

21 鳜鱼、鱤鱼、鲶鱼、乌鳢 万斤 6.01

22 无齿蚌、环棱螺、三角帆蚌、河蚌 万斤 60.06

经过对大通湖的恢复，大通湖全年总磷均值为 0.094mg/L，为Ⅳ

水质，达到了全年水质为Ⅳ水质的目标。除 7月和 8月外，其他月份

水质均达到Ⅳ水质，其中，10 月-12月为Ⅲ类水质，水质优于 2021

年（0.096 mg/L）。各月均值详见表 2-2。

表 2-2 2022年大通湖国控点核心区水质月际变化

月份
总磷

(mg/L)
总氮

(mg/L)
温度

(℃)
溶解氧

(mg/L)
电导率

(μS/cm)
pH

浊度

(NTU)
水深

(cm)
透明度

(cm)

1月 0.095 0.58 7.8 12.1 286.1 8.54 46.4 10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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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0.095 0.59 7.9 13.63 229.7 8.77 21 105 50
3月 0.096 0.35 12.9 8.68 306.0 8.21 82.1 80 20
4月 0.097 0.55 25.1 6.18 362.0 8.49 69.5 110 25
5月 0.098 0.42 25.9 6.79 377.0 8.66 25.5 140 50
6月 0.099 0.5 28.8 5.69 312.6 8.79 63.9 150 40
7月 0.149 0.84 31.3 4.51 331.4 8.61 103.0 150 20
8月 0.157 0.93 31.4 4.80 409.0 8.59 110.2 110 20
9月 0.098 0.31 20.8 6.72 345.2 8.61 113.0 70 25
10月 0.050 0.35 19.9 7.22 339.3 8.70 236.0 70 15
11月 0.046 0.55 17.2 7.51 359.0 8.65 55.1 60 20
12月 0.048 0.53 11.2 15.1 359.0 17.44 71.8 60 35

三、综合评价结论

项目资金 10 分，产出指标 50 分，效益指标 45 分，综

合得分 95 分，益阳市大通湖水生植被种植与水质改善自评

为“优秀”。

四、绩效目标实际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1. 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2022年 2月项目通过湖南国联招标有限公司招投标工作

（益财采计[2021]02004），3月项目资金落实 300万元，全部

投入大通湖水生植被种植与水质改善技术服务项目。

2. 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2022 年益阳市大通湖水生植被种植与水质改善技术服

务项目支出经费 300万元。
表 4-1 项目支出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支出科目名称 经费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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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经费支出 300

2 （一）直接费用 257.34

3 1、测试化验加工费 156.68

4 2、材料费 15.1
5 3、差旅费 50.76
6 4、劳务费 27.3
7 5、专家咨询费 2.4
8 6、仪器设备费 5.1
9 7、其他支出 -
10 （二）间接费用 42.66
11 其中：学校管理费 33
12 发票税费 9.66

3.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加强了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加强

经费和项目的管理，尽量降低运行成本，各项经费支出严格

按照政府采购等有关规定执行，预算执行完成和控制良好。

（二）总体绩效完成情况分析

《益阳市大通湖水生植被种植与水质改善技术服务协

议书》中年度总体绩效目标为：提供《大通湖水生植被种植

与水质改善方案》，大通湖水质全面退出Ⅴ类，整体稳定保

持在Ⅳ类、局部达到Ⅲ类水质的总体目标。负责大通湖和 29

个入湖口及上游 3-5公里湿地的生物资源量、生态环境和水

质现状的调查，每个月提供完整的生态及水质监测报告。

武汉大学梁子湖国家野外生态站技术团队编制了《大通

湖植被生态圈实施方案》，并指导大通湖进行水生植被恢复

和水质改善等工作。对大通湖流域水环境改善和大湖周边入

湖口及上游湿地的建设给予生态技术指导和技术监督。大通

湖全年总磷均值为 0.094mg/L，为Ⅳ水质，达到了今年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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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为Ⅳ水质的目标。其中 10月至 12月为Ⅲ类水质，水质

优于 2021 年（0.096 mg/L）。对大通湖流域水环境改善和大

湖周边入湖口及上游湿地的建设给予生态技术指导和技术

监督。同时完成了大通湖和 34 个入湖口及其上游 5 公里湿

地的生物资源、生态环境和水质现状的调查，并每月提供了

完整的生态及水质监测报告。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 项目的经济性分析

2021年武汉大学梁子湖国家野外站承担《枝江市湖泊水

生植被种植和水质提升技术服务》，枝江 7个湖泊总面积 1.7

万亩，每年费用 450万元（技术服务费 300万，治理服务费

150万），平均每亩技术服务费用为 264.7元。2021年承担《阳

澄湖水生植被修复试点项目》，种植水草 10000 亩，技术服

务费 450 万元，平均每亩技术服务费 450 元。《大通湖水生

植被种植与水质改善技术服务项目》采用成本控制，大通湖

面积 12.4 万亩（不计入湖口及上游 3-5 公里），平均每亩技

术服务费 24.2元，技术服务费低于其他项目。现国内湖泊水

生植被恢复项目施工费 3-6万/亩，武汉大学指导大通湖水生

植被恢复施工费仅需 200-400元/亩，项目施工费仅为市场价

格 1%，为全国湖泊富营养化治理与生态修复提供了成本低

易推广的实用技术。

2. 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益阳市大通湖水生植被种植与水质改善技术服务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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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书》中要求的绩效指标 2项分别为：指标 1，大通湖水质

全面退出Ⅴ类，整体稳定保持在Ⅳ类、局部达到Ⅲ类水质的

总体目标；指标 2，大通湖和 29个入湖口及上游 3-5公里湿

地的生物资源量、生态环境和水质现状的调查。

2022年，大通湖全年总磷均值为 0.094 mg/L，为Ⅳ水质，

达到了今年全年水质为Ⅳ水质的目标。其中 10月至 12月为

Ⅲ类水质。已完成指标 1的目标。

已完成大通湖和 29个入湖口及上游 3-5公里湿地的生物

资源量、生态环境和水质现状的调查。每个月提供了完整的

生态及水质监测报告（详见《益阳市大通湖水生植被与水质

改善技术服务 2022年资料汇总》）。已完成指标 2的目标。

3. 项目的有效性分析

2022 年益阳市大通湖水生植被种植与水质改善技术服

务项目支出经费 300万元。项目资金使用效果的个性指标为：

(1) 经济效益指标为该项目的试试推动水环境质量与生态经

济同步增长，实现了生态效益的增加；(2) 社会效益指标为

改善周边居民生活环境质量，受益人口达 23万人；(3) 生态

效益指标为削减 121吨总氮，17吨总磷，水生植被覆盖面积

达 5.1 万亩，占全湖面积的 40%；(4) 可持续影响指标为生

态效益指标为长期维持湖泊生物多样，主要表现为大通湖伴

随水生植物的恢复，以水草为栖息地的虾蟹、蚌类和螺类等

底栖动物数量在大通湖逐渐恢复增加，包括原已消失的背角

无齿蚌、背瘤丽蚌等；鳑鲏、麦穗鱼等小型鱼类种群数量增



- 8 -

加，并出现甲鱼等优质鱼类；湖区大量候鸟回归，如苍鹭、

野鸭、鸥鸟等，水生植物的生物量提高，水质状况转好，水

生动物多样性提高，湖泊承载力逐渐加强，维持湖泊生物多

样性，实现生态效益提升；(5) 周边群众满意度达到 96%。

4. 项目的可持续性分析

本项目已建立相应的技术指导和监督机制，成立现场调

查组、质量控制组、数据分析组和项目办公室。同时武汉大

学与大通湖湿地监测站组建实验室，投入仪器设备 100余万

元，开展大通湖水生植被恢复模拟试验，相关科研成果应用

于大通湖生态治理。并开展科普教育，周边群众满意度达到

96%。项目完成后，将高效可持续的服务于大通湖的大通湖

生态治理。

五、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在方案实施过程中，仍存在外源污水通过电排和沟渠入

湖的问题，需加强监督和管理以防止外源污染入湖。

在方案实施期间，部分措施（如冬季候鸟防控，鱼类清

捕等调控措施）落实不到位，存在实施滞后的问题，需加强

与实施单位的沟通，加强技术指导和技术监督，积极配合，

提高工作效率。

生态修复过程较为复杂，不同的生境应采取的修复措施。

在给大通湖流域水环境改善和大湖周边入湖口及上游湿地

的建设给予生态技术指导时，需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和精准

研判给出最有效的方案和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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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价结果拟应用于《大通湖区山水林田湖草沙项

目》等生态恢复相关的报告及方案中。

附件：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附件:

2022 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大通湖水生植被种植与水质改善技术服务

主管部门 益阳市生态环境局 实施单位 武汉大学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00 300 300 10分 100% 10分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00 300 300
上年结转资金 0 0

其他资金 0 0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提供《大通湖水生植被种植与水质改善方案》，
大通湖水质全面退出Ⅴ类，整体稳定保持在Ⅳ
类、局部达到Ⅲ类水质的总体目标。负责大通
湖和 29个入湖口及上游 3-5公里湿地的生物资
源量、生态环境和水质现状的调查，每个月提
供完整的生态及水质监测报告。

编制了《大通湖植被生态圈实施方案》，并指

导大通湖进行水生植被恢复和水质改善等工

作。对大通湖流域水环境改善和大湖周边入湖

口及上游湿地的建设给予生态技术指导和技

术监督。同时完成了大通湖和 34 个入湖口及

其上游 5公里湿地的生物资源、生态环境和水

质现状的调查，并每月提供了完整的生态及水

质 监 测 报 告 。 大 通 湖 全 年 总 磷 均 值 为

0.094mg/L，为Ⅳ水质，其中 10 月-12 月为Ⅲ

类水质，达到了今年全年水质整体稳定保持在

Ⅳ类、局部达到Ⅲ类水质的总体目标。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

标

指标 1：大

通湖水质

大通湖水

质全面退

出Ⅴ类，

整体稳定

保持在Ⅳ

类、局部

达到Ⅲ类

水质的总

体目标

大通湖全年

总磷均值为

0.094mg/L，
为Ⅳ水质，

其中 10月
-12月为Ⅲ

类水质，达

到了今年全

年水质整体

稳定保持在

Ⅳ类、局部

达到Ⅲ类水

质的总体目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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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指标 2：入

湖口调

大通湖和

29个入湖

口及上游

3-5公里

湿地的生

物资源

量、生态

环境和水

质现状的

调查

大通湖和 29
个入湖口及

上游 3-5公
里湿地的生

物资源量、

生态环境和

水质现状的

调查

10 10

质量指

标

指标 1：项

目合格率
100% 100% 10 10

时效指

标

指标 1：项

目建设周

期

12个月 12个月 10 10

成本指

标

指标 1：项

目经费
300万元 300万元 10 10

效益指标

（4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指标 1：推

动水环境

质量与生

态经济同

步增长

生态效益

增加

实现生态效

益增加
8 8

社会效

益指标

指标 1：改

善周边居

民生活环

境质量，受

益人口

230000 230000 8 6

生态效

益指标

指标 1：削

减 TP、TN

削减

119.34吨
TN，16.15
吨 TP

削减 121吨
TN，17吨
TP

8 8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指标 1：维

持湖泊生

物多样性

长期 长期 8 7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指标 1： 95 96 8 8

总分 100分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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