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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萨尔温江（也即萨尔温江），是东南亚仅存
的为数不多的未开发河流之一，也是该区域内第二长 
河流，流经中国、泰国和缅甸，长达2,400公里。
尽管河流大部分地区尚处于未开发阶段，但其水利价
值不可低估，不同地域持不同观点，但流经的三个国
家都在积极地策划对其开发。本SOK文章将介绍关于萨
尔温江河流健康的已有知识，包括目前状态、河流使用
情况、流经区域，以及在近期内可能诱发变化的因素。
 

萨尔温江简介

萨尔温江总流域面积为283,500平方公里，其中在中国
境内的面积占总面积的48%，在泰国占7%，在缅甸占44
％。在中国它也被称为怒江（萨尔温江上游），在泰
国和缅甸（下游）被称为萨尔温江。怒江发源于青藏
高原，在云南北部流经著名的UNESCO世界遗产“三江
并流”的狭湾，经过云南南部沿河以农业为主的河谷
和山地，最终在流经4,000米的海拔落差后流出中国。

在缅甸，萨尔温江有七条支流注入，包括 Nam Pang
河、Nam Pilu/Nam Pawn河（发源于莱茵湖），还有发
源于泰国北部的莫伊河。在掸邦，萨尔温江主干河流
流经人迹罕至的陡峭峡谷，因此远距离或者中等大小
的运输工具都无法通过。下游地区处于缅甸和泰国，
其中60%的流域为陡峭峡谷，但某些区域，特别是掸邦
南部的一些地区适宜农业发展。这些地区分布于克伦
邦的萨尔温江主干河流和泰国境内莫伊河的河漫滩地
区，以及克耶邦和孟邦的沿海平原地区。萨尔温江最
后经过一系列河口岛屿注入海洋。该河流及其支流
（Gyaing和Ataran河）的潮汐变化可影响到河口以内
75公里的内陆地区。  

萨尔温江流域的居民

一千多万人居住在萨尔温江流域，380万在中国，610万
在缅甸，还有60万在泰国（www. worldpop.org; 
Gaughan et al, 2013）。在孟邦人口密度最高（超过
每平方公里300人），还有云南西部（高达每平方公里
100人），在西藏最低（每平方公里5人）（图1）。

约61万人居住在萨尔温江流域，占缅甸总人口的11%，
分布于掸邦（48%）、克耶邦（4％）、克伦邦（22%）
和孟邦（26%）。平均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49人，密
度最高的地区位于孟邦的沿海平原。主要的城市区域位
于掸邦的Taunggyi（约380,000人），克耶邦的Loikaw（
约140,000人），克伦邦的巴安县(约120,000人)，孟邦
的毛淡棉县（约440,000人），以及河口地区。

萨尔温江下游流域，自1948年宣布独立以来，经历了多
次重大的国家内部纷争、战争和人口迁徙。掸邦北部和
东部的大多地区依然处于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和Tatmad-
aw（缅甸武装部队）的争斗之中，其中也包括一系列的
民兵组织（Buchanan, 2016）。大量人口因此迁徙，有
的到了缅甸的其它地区，有的渡过边境到了相邻国家。
在泰国和云南分别有超过120,000人和超过30,000人的
难民集中营。尽管有一些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已经在和政
府进行和平谈判，掸邦北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仍处于
纷争之中，掸邦北部因为最近战火又起导致流离失所的
人口数量又有增加。汉族人口也有不少处于这种迁徙过
程和经济状态之中，尤其是在掸邦东部和中国接壤的部
分。流域偏远地区的贫困线极高。联合国发展署的相关
数据显示，掸邦北部和东部的人口，37%到46%处于贫困
线以下。孟邦、克伦邦和克耶邦的贫困线分别处于16%
， 11% 和17%，均低于国家平均水准25%（IHCLA, 2011
）。 USAID/Winrock于2015年在掸邦的研究中发现，以
女性为一家之主的家庭在获得土地时遭遇更多的阻力，
更可能陷于贫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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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opulation density in the Thanlwi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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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主要的经济产业，气候不同的地区主要农作物
各有不同，但主要的有：稻子、玉米、小麦、辣椒、
棉花、土豆、落花生、芝麻、豆类、槟郎、茶叶、蔬
菜、烟草、橡胶（尤其是在孟邦）、和鸦片（主要在
掸邦和克耶邦）。林业也是主要产业。非法采伐既是
政府也是武装团体的经济来源，在过去20年造成了严
重的荒漠化。旅游业在莱茵河地区是重要经济产业，
近些年也发展到毛淡棉县和巴安县，但是政府对旅游
业的严格控制阻扰了其发展。

结论：这片跨国界流域地区是约一千万来自不同民族
的居民的家园。由于河流对渔业、河岸种植业、水源
供应、局部通航和小规模灌溉等存在的直接影响，河
流也直接影响着这些居民的生计。尽管在缅甸河流系
统受到的关注度极低，对于聚居于此的610万缅甸人民
而言，其重要性依然不言而喻。萨尔温江流域大部分
社区都是依赖着流域区域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为生。

萨尔温江有哪些水流特质？

萨尔温江的流量具有明显的季节性，随季风季节和积
雪融化而变化。据云南道街坝数据显示，其平均年流
量约为53平方公里，到了距河口约60公里的巴安县，
则增长到169平方公里。在旱季从河口起约70公里内可
通航。上游某些地区可容小型船只通过，但是河流湍
急又阻碍了长距离通航的可能。根据模型研究，Lutz 
et al. (2014) 计算出青藏高原上的怒江8%的流量来
自于冰川融化，28%来自于积雪融化，22%是基流（地
下水外渗进入河流水系），还有42％来自于降雨（随
季节变化）。

青藏高原的怒江流域昂曲地区还存在一些湖泊，最大
的约20公里长。下游地区掸邦的莱茵河是缅甸第二长
河流。占地约116平方公里，但是平均深度仅有2米。
因莱湖于2015年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可为联合国世
界遗产生物圈保护区。

萨尔温江流域系统现有大坝蓄水能力有限，连年度总
流量的1%都不到。唯一的大型蓄水库是在流经缅甸克
耶邦时巴拉河上的Mobye – Datawcha大坝（蓄水量为
8.26亿立方米）。WLE (2016) 列举了云南怒江流域的
23个水库，其中的3个已经具有超过1亿立方米的蓄水
量：查龙大坝（1.38亿立方米）、茄子山大坝（1.25
亿立方米）和听命河大坝（1.02亿立方米）。

中国境内怒江流域有16座长短不一、质量不等、记录
方式各异的水文监测站。其中最完整慎密的记录来自
于云南的道街坝。缅甸的气象水文部门（DMH）在克伦
邦的巴安县设有一个对萨尔温江的流量进行长期水文
监测记录的监测站。1996-2009年间平均流量为169平
方公里（最低值136平方公里，最高值207平方公里）
。在滚弄县、毛淡棉县和妙瓦底县 (位于莫伊河) 有
关于水位（非水量）的数据。其它关于萨尔温江年流
量的数据主要来自于模型研究，变化区间为94到263立
方公里（Johnston et al, 2016）。

结论：萨尔温江的水文信息无详细记录，年度水流量
数据之间差距也较大。数据不足导致难以评估流量特
征，也难以预测未来的发展和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影
响。

水质量的现状如何？

根据萨尔温江水质量的有限信息显示，水质量总体尚
佳，但是流域内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已初见端倪。虽
然早年的研究报告中并无农业和其它人类活动对怒江
造成影响的实证记录，但2013年在云南进行的怒江水
质量研究中，已经监测到怒江河道中游的污染(Li et 
al. 2013)。 

萨尔温江水质量监测仅仅存在于巴安县和毛淡棉县等
下游地区。雨季和湿冷季节流水中的化学物质（硝酸
盐和磷酸盐）较多，某些物质，如石油碳氢化合物，
浓度高达0.29（美国环保署的标准为0.2）。溶解氧
（DO）和生物需氧量(BOD)也都随季节变化，所幸都在
美国环保署标准之内（Win Aung 2014）。

萨尔温江下游携带大量沉积物，输送到海洋的颗粒有
机碳数量高居世界河流前五。沉积物数量与季节流量
密切相关，约92%来自于6月到11月的湿季（Bird et 
al, 2008）。 

结论：萨尔温江水质量的有限信息显示，河水质量总
体尚佳，但流域内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已初见端倪。虽
然有声称森林砍伐和水土侵蚀使得今年的沉积物大量
增加，然而现阶段并无基线数据证实该说法。

萨尔温江流域的渔业重要性何在？

内陆渔业是缅甸主要的营养来源，然而在其捕捞方式、
地区差异和食用鱼类的可利用性和种类方面，可用信
息非常有限。萨尔温江水域内陆地区的渔业和农业规
模也不清楚。在掸邦的Kunlon (Lunn and Shein, 2013)
进行的研究辨认了54种鱼类，在克伦邦的Khoe Kay 
(KESAN, 2008)的研究辨认了32种，对于河流沿岸的地
方社区而言，渔业不仅是食物来源，也是经济来源。
因莱湖水域也倚重渔业，并且有报告指出该地区有49
种鱼类（Kano et al, 2016）。

对于萨尔温江河口地区和孟邦冲积平原地区而言，渔业
也是重要的生计来源(MYPO, 2007)。各种鱼类在河流和
海洋之间迁徙，支撑着毛淡棉县地区极为重要的商业性
渔业，包括咸水和淡水虾类(Aung and Soe 2013)。

结论：萨尔温江支撑着流域内的地方性和商业性渔业，
但是有关数量、种类、捕捞种类和价值以及可利用性
趋势的信息都极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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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内的生物多样性现状如何？

萨尔温江流域横跨17个纬度，海拔落差达5500米，气
候从热带季风覆盖到寒带冻原，包括了5个生态区
（Olson and Dinerstein, 2002）。其中11,500平方
公里是保护区，836平方公里位于缅甸境内（因莱
湖、Kahilu和东枝），约2,000平方公里位于云南境
内，其它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位于泰国（大多区
域并未与河流系统直接关联）。国际鸟盟在萨尔温江
缅甸流域鉴定了三个重要鸟类与生物多样性区（IBA）
：南山谷、底坎和因莱湖鸟类保护区 (Chan et al, 
2004). 

怒江大峡谷是联合国世界遗址三江并流的一部分，为
世界25％和中国50%的物种提供栖息地，有77种动
物、34种原生植物和4种濒危鱼类（UNEP 2008）。

在缅甸和泰国的流域内则覆盖着一系列亚热带森林、
山区和沿海雨林，其中的生物多样性还有待研究。在
克伦邦Khoe Kay进行的初步研究中，记录了194种植物
和200种动物（包括32种鱼类），其中42种列举在国际
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濒危物种红皮书》中(KE-
SAN, 2008)。河口湿地则是渔猫 —— 一种亚洲小爪
水獭，和暹罗鳄的生活区域。萨尔温江流域也生活着
世界最丰富的龟类(Wong et al., 2007)。茵莱湖地区
则生活着一系列特有鱼类和腹足类（蜗牛和蛞蝓），
包括因莱鲤鱼 —— 即是地方居民的文化象征又是重
要的食物来源。比卢岛附近的萨尔温江河口地区也生
长着红树林，但并无更多关于其生长程度和状况的信
息。

结论：萨尔温江流域内存在着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大片区域的具体状况尚无详细记录。河流本身及其流域
内的亚热带和沿海森林的野生动物和植物信息也极为有
限。

人口增长将对河流健康产生哪些影响？

云南省人口从1960年的19,000,000增长到2010年的
46,000,000。尽管人口数量在2011年处于0.7%的稳定
增长率，经济活动则持续增加。同样的，缅甸的人口
也在过去40年间从1973年的28,900,000(Maung, 1986)
增长到2014年的51,500,000，其中52%为女性。萨尔温
江流域诸邦的人口增长也等于甚至超过国家水平，虽
然官方数据不足为凭，但可能原因是近些年的汉族人
口从东部掸邦迁徙到克钦邦(DOP, 2015)。

结论：人口增长在某些地区带来农业发展和土地使用
的强度增加（尤其是云南，莫伊支流域和茵莱湖周边
区域），但是在缅甸境内，人口增长大多依旧缓慢。
人口增长带来的大量经济活动，可能对河流的自然资
源带来巨大压力。

灌溉可能给河流带来哪些影响？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估计，萨尔温江流域总灌溉面
积约为400,000公顷(AQUASTAT, 2015)，其中大多数处
于云南和泰国境内的莫伊河次盆地。WLE（2016）指出
了14个灌溉大坝，其中库区表面积为0.5平方公里，而
在流域内，其中10个位于中国，4个位于缅甸。缅甸的
农业、畜牧和灌溉部门（MOALI）指出目前在萨尔温江
流域的灌溉面积仅为53,000公顷，并希望将其增加到
96,000公顷（Hasman, 2013）。灌溉发展因受萨尔温
江地貌学研究不足的限制，即是灌溉增加也对总流量
影响甚微。

结论：无论是现有的还是未来规划的灌溉计划都对萨
尔温江流域在缅甸境内的总流量影响甚微，但是在一
些支流流域可能造成较为重大的影响（如莫伊河、巴
拉河流域）。

土地使用和森林砍伐是否会影响河水流量和质量？

随着人口的增长，云南的种植面积从1960年的约4百万
公顷增加到2003年的约6百万公顷，导致了森林砍伐和
日趋严重的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和水质量由于肥料
和农药的使用而下降(Li et al., 2006)。为了解决这
些问题，坡地方案（SLCP）和国家森林保护计划
（NFPP）于1999年在云南西北等地建立起来。

而缅甸则在1975年到2009年间失去了约24%的森林覆盖
率，尤其是在萨尔温江流域、掸邦南部和克伦邦北部
（WWF，2013）。大部分砍伐是在自然森林所在的孟
邦、掸邦、克耶邦和克伦邦交界地带，也是不同民族
冲突所在地。橡胶种植也是导致森林砍伐的原因之
一，尤其是在孟邦、克伦邦和掸邦这些大部分土地不
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孟邦的橡胶种植面积从1998年
的31,000公顷增加到2010年的171,000公顷。掸邦南部
的农业过度种植又导致了茵莱湖沉积物增加和湖水质
量下降。

该流域的土地覆盖图在国际和区域资料库都可以找
到，但是不同年份的对比却无法查询，土地覆盖变化
的数据也存在问题。农业数据在MOALI（比如，MOAI, 
2013）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缅甸农业数据地图集里可
以找到。乡镇级的数据则不对外公开。云南的农业数
据在云南统计年鉴（中文）中可以查询。

结论：在云南南部怒江流域、泰国境内莫伊河流域和
缅甸境内茵莱湖附近，农业过度种植日趋严重。林业
作为主要生产业，却由于过去20年的非法采伐而导致
森林锐减，这些都可能带来水土流失的加剧和河流沉
积物增加。完整而公开的农业和土地使用统计信息尚
不存在。



  

5

流域内的水电能源利用情况如何？

流域内的三个国家都在通过政府和私人投资，积极倡
导水电能源的开发。WLE (2016) 指出了该流域内已有
和规划的水电站共计81座，其中18座已经启用，3座在
建，34座已提上议程，10座计划取消（见表2）。其中
怒江流域的已建成（多为小型）水电站16座，包括云
南怒江支流上为保山提供电力的茄子山水电站；拥有
装机容量为115MW的安居天水电站。位于怒江源头西藏
的查龙和机欠水电站已投入使用。缅甸境内巴拉河在
克耶邦的支流上的水电站供应量达缅甸总电量的1/4
（装机容量为248MW），掸邦的Kentawng大坝装机容量
也达到54MW。巴拉河和Kentawng上游在建的3座水电站
预计将供应80MW的电量。

中国境内怒江流域现有22座水电站已经在规划提案阶
段。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倡领的怒江水电项目
囊括了13座梯级大坝，装机容量达21,320MW。由于这
些大坝的建设将导致56,000人口的迁徙和重新定居，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急迫地倡议停止这些项目。据2016
年底的报道（Guardian, 2016），中国政府决定将这
些水电项目搁置。截止2017年初，尚未有这些项目的
更多相关报道。

在缅甸境内同样有开发梯级水电站的提议（WLE 2016; 
International Rivers, 2014），包括7座大型水电大
坝，总装机容量达17,000MW. KESAN报道指出另有处于
萨尔温江下游地区支流上的12座大型水电大坝处于不
同的规划和建设阶段，主要位于掸邦境内(A. Scott, 
pers. comm.)。此外，还有中国和泰国联合提议的水
电项目，生产的电力将主要用于出口。而泰国境内也
有在Mae Sariang（792MW）和Mae Lama Luang(240MW)
分别建立水电项目的提议，若这些提议通过，普密蓬
水库每年蓄水量将达到2,184,000,000立方米（相当于
Yuam河年流量的80%）。

这些水电发展计划由一系列密集于怒江－萨尔温江流
域的水电大坝组成，如果建成，将带来广大地区的河
流断裂。这些计划引起缅甸和泰国境内地方社区和民
间组织以及国际保护组织的反对。缅甸境内的许多项
目位于少数民族和政府持续冲突的地区。地方居民不
断地流离失所，大坝规划地址周围的特许采伐以及项
目所在地区的武装军事化——被雇佣来保护项目地区
的军队，都遭到地方抵制。

这些规划中的水电项目具体信息都不对外公开；主要
信息来源是各种保护组织的网站，如国际河流组织和
萨尔温江观察组织。

结论：目前萨尔温江的水电资源只有极少一部分被利
用，然而水电项目发展，虽然就目前而言处于小规模
阶段，也已经在怒江上游地区兴起。中国和缅甸境内
萨尔温江河流系统上大型水电站的建设提案，都注重
对河流系统的国际和国家关注，对生计和生态系统的
可能影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采矿业如何影响河流健康？

萨尔温江流域具有极高的采矿价值，矿产种类丰富（
澳大利亚 – 缅甸商会, 2014），现有正式和非正式
的开采活动。该产业大多处于未规范阶段，但是对地
方水道的污染堪忧，比如，来自于掸邦茵莱湖地区
Tigyit露天煤矿的污染物的可能威胁（PYO，2011）。

满足建筑业需求的手工采砂极为常见，并且随沿河建
筑业发展而需求增长，尤其是在下游的巴安地区。
外资矿业目前极少，但从2012年起国际采矿产业越来
越关注该地区，缅甸政府正在倡议新的矿业法以吸引
外资投资（OBG，2013）。预计今后十年内，采矿业将
急剧发展。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3）预言到2030
年，采矿业将为缅甸总GDP贡献868亿美元。

结论：采矿业在云南和掸邦逐渐开放，如果能够解决
缅甸东部国内少数民族的纷争，那么该区域的采矿也
有可能蓬勃发展。大规模采矿则会因为大量用水需
求、矿物污染和采矿场水土流失导致沉积物增加等，
对河流健康带来极大威胁。目前尚没有规范采矿计划
或监测发展提案可能影响的正式程序。

气候变化会如何影响河流？ 

据气象水文部门（DMH）评估，自1951年至今，缅甸的
平均气温每十年上升了0.08 °C。降雨呈现浑浊趋
势，大部分地区雨量增加，但少部分地区呈减少趋
势。总体而言，极端天气事件发生更加频繁，海平线
呈上升趋势（GCCA, 2014）。萨尔温江下游地区的克
伦邦和孟邦，多处于联邦声明的2008年纳尔吉斯飓风
的受灾区（MIMU, 2008）。

缅甸的气候预测（Han Swe, 2014）显示，温度将继续
上升，夏天变长，雨季降雨量将增加，年度总降雨量
也会随之增加。Lutz et al. (2014) 预言，由于青藏
高原降雨量的增加，从上游地区开始的水流量将持续
增加直至2050年。气温升高将导致冰川融化，到2050
年，尚存冰川仅有现有的32-56％。

结论：气候变化带来的降雨量和冰川融化将影响河流
水量。由于气候变化对水文和沉积物的具体影响尚未
有具体研究，水文模型研究将首要着力于更好地理解
水流量和沉积动力学。

河流管理者是谁？

缅甸国内存在着一系列国家和区域政府机构对境内的
萨尔温江进行管理，然而其中并没有规划和管理的中
心机构。在缅甸，河流管理的事务被分配到不同部
门，如：灌溉和渔业由农业、畜牧和灌溉部门管理；
通航和河道整治（交通部门）；水电发展（电力和能
源部门）。国家水资源委员会提供水资源相关问题的
协调，但就目前而言，并未主动参与到贯彻实施举措
里。实际的日常管理，均由地区议会和地方部门（区
级和市级部门）负责。许多民间社会组织、私人公司
和其它利益方在河流管理上都有发言权，但尚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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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Hydropower Projects, Salwee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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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明确的方案来指导他们制订与河流发展相关的政
策规则。萨尔温江大部分流域存在着武装力量，各种
武装组织的存在和无法律约束的状态，都阻碍了对自
然资源进行有效管理。

结论：缅甸境内不存在一个唯一被赋予萨尔温江河流
管理任务职权的机构。没有任何独立于单个国家的权
威机构来负责萨尔温江河流系统跨国界的问题，每个
国家的外事部门各自采取各自的双边政策。建立一个
对河流进行规划和监测的协调过程将有益于河流的进
一步发展，但是目前因流域内武装冲突而无法实施。

目前可用的数据信息有哪些？需要建立的数据信

息又是哪些？

萨尔温江河流系统在生物物理学方面的信息总体而言
零碎散淡，主要来源于国际数据资料库，其中具体的
研究只集中于几个地区，如茵莱湖和毛淡棉河口地
区。缅甸政府对气候、河流流量和河水质量的监测又
仅致力于下游的巴安地区，在萨尔温江流域内只存在
极少数的水文站，并且分布于偏远地区。缅甸直至
2012年的政治孤立状态，以及持续的武装冲突，导致
只有极少数国际研究团体在缅甸境内进行过科学研
究。国内的大学，特别是毛淡棉大学和仰光大学，曾
经在下游地区进行过鱼类生物学和沿海海洋学的研
究。

河流未来的变化，需要与现有数据进行比较，因此现
有的河流流量和沉积物相关数据信息的短缺令人堪
忧。低质量的数据输入和测量标准的缺失使得国际和
国家级的评估尝试困难重重。洪涝灾害于下游地区频
繁发生，但关于其趋势、风险等相关研究都尚无可用
之材。

虽然土地使用、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数据可以
从相关国家部门获得，但这些数据往往仅限于各邦和
地区级别。而村级、乡镇级的具体数据都由地方办公
室掌管，严重限制了获得和编制的可能。这些都使得
在地方建立起动态变化的全景图举步维艰。完整的、
真实的、按性别分类的土地所有权的相关数据目前也
无从获取。

云南所有水电项目都进行了与建设大坝提案相关的环
境影响评估，缅甸的一些项目也进行了评估，但结果
尚未公开。这也引起了对项目的不信任和抵触。一些
地方组织，如克伦环境社会行动网络（KESAN），曾就
评估地方影响进行过独立的科学研究。

结论：在大规模开发开始之前，为了建立起河流目前
状况、利用情况和价值、也为将来的规划提供基础的
基线研究，已经迫在眉睫。全球数据集合库和遥测数
据能够为区域分析提供数据，并提供基础构架以理解
诱发变化的因素和变化模式，并辨认高风险地区。

结语： 

萨尔温江是东南亚主要河流中受到干扰最少的，同时
干流与大多数支流总体质量都处于较健康状态。萨尔
温江下游地区多年的战火纷飞限制了该地区的发展，
然而，随着这些区域的对外开放和对自然资源产业的
投资，随之而来的是新的挑战和机遇。现在做出的任
何一个决定，都会对未来河流健康、生态系统以及利
益获得方的身份产生深远影响。萨尔温江和流域居民
的未来，从根本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包括水
资源在内的河流自然资源的管理。发展前途尚在探索
之中，面临诸多选择之时，邻近河流流域发展过程中
的前车之鉴值得仔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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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State of Knowledge (SOK) Series?

The SOK series evaluate the state of knowledge on subjects related to th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rivers in the Greater 
Mekong Region. Publications in the series are issued by the CGIAR Research Program on Water, Land and Ecosystems – 
Greater Mekong. The papers draw on both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Papers seek to gauge what is known about 
a specific subject and where there are gaps in ou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All SOK papers are reviewed by experts in 
the field. 

Citation: Johnston, R., McCartney, M., Liu, S., Ketelsen, T., Taylker, L., Vinh, M.K., Ko Ko Gyi, M., Aung Khin, T. and Ma 
Ma Gyi, 2017. State of Knowledge: River Health in the Salween. State of Knowledge Series 6. Vientiane, Lao PDR, CGIAR 
Research Program on Water, Land and 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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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udie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and Saw John Bright, Coordinator, Water Governance Programme, Karen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Action Network.

The reviewers, the CGIAR Research Program on Water, Land and Ecosystems and any institu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gramme, can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the contents of any SOK paper, responsibility for which remains with its authors.

This SOK has been edited by Kim Geh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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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GIAR Research Program on Water, Land and Ecosystems in the Greater Mekong (WLE Greater Mekong) is 
a research-for-development initiative that seeks t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by 
generating and sharing the knowledge and practices needed to do so. The programme works in the Irrawaddy, Mekong, 
Red and Salween river basins. WLE Greater Mekong works through a wide range of partners and builds on the work of 
the CGIAR Challenge Program on Water and Food (2002-2014). The program is based in Vientiane, Lao PDR.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wle-mekong.cgiar.org 
 
The CGIAR Research Program on Water, Land and Ecosystems (WLE) combines the resources of 11 CGIAR centers,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the RUAF Foundation, and numerous national, re-
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artners to provide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research. WLE pro-
motes a new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in which a healthy functioning ecosystem is seen as a prerequisite 
to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resilience of food 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This program is led by the International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e (IWMI) and is supported by CGIAR, a global research partnership for a food-secure future. 
Find more information at wle.cgiar.org

The Myanmar Healthy Rivers Initiative (MHRI) seeks to improve understanding of Myanmar’s large river system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quantitative spatial and temporal data coupled with community-led, bottom-up monitoring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values. These findings will be used to inform river monitoring and basin spatial and modelling 
analysis activities to ensure that MHRI builds on the existing information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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