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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河道生态治理及环境修复的路径
范丽丽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辽宁 沈阳 110000

【摘 要】生态治理工程利用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使

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从而达到水质提升和景观提升的效果，实现自然生态和水文化的融合，推动城市绿

色发展。在充分发挥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功能的基础上，采取工程和非工程措施，促使河流生态系统恢复到较为自然

的状态，改善其生态完整性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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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项目区河道是渭河左岸一级支流，河道干流全长

152.0km，流域面积 3824km2，平均比降 4.7‰。本次治

理工程始端位于河道入渭河河口，上至干流 7km 处，工

程始端以上河长 152.0km，流域面积 3824km2，平均比

降 4.7‰。

2.存在的问题

（1）缺乏完善的生态保护体系，水土流失严重河

道沿岸岸坡以土质边坡为主，临水侧岸坡较陡，土体抗

冲刷能力较弱，受河水冲刷存在崩塌现象。沿河堆弃建

筑垃圾、生活垃圾现象明显，洗石废水直排入河，影响

河水水质。沿岸存在乱采乱挖现象，地表扰动、植被破

坏较明显，河道存在资源型缺水，植被覆盖不均匀、生

态体系尚不发达，河道沿岸水土流失现象较严重。

（2）缺少滨水特色景观，无法提升园区品牌、形

象现状河流两岸多为田地和苗圃、多呈自然形态，沿岸

河流冲刷、垃圾堆积等现象明显。河流区段景观未形成

统一规划，滨水景观缺失，植物物种单一，无法与园区

规划统一。区域土地总体绿化带空间未有效利用，河道

护岸绿化较凌乱和单一，缺乏系统的规划。河道两岸缺

少亲水体验和观赏空间，同时缺少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

河道内水生植物较少，生态资源未得到有序的开发，生

物多样性较低，生态系统存在退化现象。局部区域存在

滩地、已损毁构筑物，乱排放，乱开采现象较明显，导

致景观视觉较差。现状水文化缺失，地域文化和本土特

色未得到有效体现。

3.设计策略

3.1.水环境策略

新建尾水湿地和夏耘湖净化污水厂尾水水质，污水

处理厂尾水经垂直潜流湿地流入表面流湿地后进入夏

耘湖净化后流入河道。

3.2.生态景观策略

（1）扩大水域面积，营造生物生境，优化景观视

线。

（2）构建湿地、砾石铺装、堤防边坡生态防护、

河岸生态缓冲带净化水质，保障生物生境，营造人们亲

水空间。

（3）利用生态系统的这种自我恢复能力，辅以人

工措施(构建缓流区、急流区、湿地区、种植鸟嗜和蜜源

植物区等)，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使生态系

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3.3.“设计＋”策略

积极倡导创新精神，深层次的融入“设计＋”的创

新策略，形成聚合效应。实现设计方案附加价值的最大

化。

（1）设计＋生态

贯彻海绵城市理念，与景观设计紧密结合，采用一

些列 LID 措施，实现绿地海绵功能和景观功能双赢的目

标。

（2）设计＋文化

融入本土文化，将该河道的历史文化和武功县的农

耕文化有机融合，汲取武功八景的空间意境精髓，生动

形象的描绘出一条河道文化长廊。

4.设计方案

针对污水处理厂尾水点源污染，新建生态净化湿地

对污水处理厂部分尾水(1500m3／d)进行净化处理后排

入夏耘湖后进入河道。

针对面源污染结合河流的自然规律，采取生态净化

湿地、植草沟、下沉式绿地、生态缓冲带、堤内岸坡生

态化改造多种生态技术措施，对入河污染物进行控制，

改善水体水质，构建良性的生态系统，使河道恢复为正

常的良性循环状态，并能正常发挥其环境、生态、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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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项功能。

4.1.尾水湿地

尾水生态湿地由垂直潜流湿地和表面流湿地组成。

在夏耘湖的东侧和南侧分别布置一组垂直潜流湿地，每

组的设计处理规模为 750m3／d，采用垂直潜流人工湿

地(主要去除 TN)，进水通过设置一体化泵站将尾水提升

至湿地，出水接至夏耘湖小型表面流湿地后进入水体。

垂直潜流湿地设计水力负荷为 0.5m3／(m2·d)，有效水

深 1.0m。A 组垂直潜流湿地由布水渠、湿地、集水渠组

成，总面积为 1500m2，平面尺寸为 100m×15m，共设

置 5 个湿地单元；B 组垂直潜流湿地湿地由布水渠、湿

地、集水渠组成，为了增强湿地除磷效果，在湿地单位

末端位置设置专用除磷填料。出水区采用穿孔管集水方

式出水。

垂直潜流湿地植物采用抗逆性强、根系发达、去污

能力强、观赏价值高、适生性较强的植物，以当地物种

为首选，根据种植土等基质厚度，选择根系深度小于

300mm 的水生植被进行种植，湿地种植的植被主要有香

蒲、菖蒲、水葱等植被。表面流人工湿地根据地形设计

为阶梯跌水型，选择种植大面积的沉水植物作为人工湿

地系统中最后的强化稳定植物，提高湿地出水水质，沉

水植物选择耐寒性较强以及适合在当地生长的龙须眼

子菜和苦草。在阶梯型湿地中点缀种植观赏性能较好还

具有较好的净化功能的挺水植被，如香蒲及水葱等。水

生植物总面积约 2000m2，结合处理污水处理厂尾水的

生态净化湿地布置了水生植物，位于超高水位 435m 至

常水位 434.7m 段、常水位 434.7m 至岸坡底 433.0m 段

交替种植。选用营养生长旺盛、生长迅速、生物量大、

一年有数个萌发高峰的植物，选择黄菖蒲、德国鸢尾、

水蓼、千屈菜等具有较高耐污性和生物量累计的植被，

此外还能与周围环境的原生动物、微生物等形成各种小

环境，将氧气输至根区，形成特殊的根基微生物环境，

且微生物环境具有很强的净化废水的能力，同时还具备

一定的观赏效果。

4.2.下沉式绿地

下沉式绿地总面积约为 4312m2，均布置在锦业路

(规划)至科技大道(规划)段，下沉式绿地可汇集周围地表

产生的降雨径流，利用植被、土壤、微生物的作用，削

减径流量、减轻洪涝灾害的作用，且下渗的雨水可以起

到增加土壤水分含量以减少绿地浇灌用水量，同时径流

携带污染物可以转变为植被所需的营养物质，促进植物

的生长。下沉式绿地下沉 300mm，四周均向底部放至 5％
坡向，面层采用 30mm 厚粒径 10mm 碎石铺设，同时选

用耐淹耐旱季型的撒播草籽，实现绿地多功能化，雨水

资源化利用，改善生态环境。

4.3.防洪堤堤坡生态提升

根据防洪堤选择的防护形式以及防护需求，植物选

择应采用耐淹、耐旱、抗冲刷、成活率高、生长快、能

消浪促淤、保护土壤、避免水土流失、固滩固岸、防浪

护堤的功能。边坡植被均采用草本植物和木本矮灌植被

进行生态化防护，在防洪堤边坡坡面上采用撒播草籽进

行护坡；在堤坡坡顶处种植少量矮灌植被进行护坡，种

植区域平面投影宽度为堤顶边线向外 1.5m，增加防洪堤

的安全性。根据场地气候以及土壤情况，撒播草籽采用

混播的形式，采用紫花苜蓿、黑麦草和狗牙根以及白三

草、黑麦草和狗牙根 2 种形式的混播草籽，通过使用冷

暖季型的草籽混播，保证护岸在冬季和夏季均有植被能

较好的生长，同时增加紫花苜蓿和白三草 2 种带有观赏

性的地被；矮灌木种类为夏季开花的月季，以及花季较

长且观赏性好的杜鹃花以及迎春花。

5.结论

研究区河道是典型的城市内河，采用近自然的治理

方案，恢复蜿蜒的河流形态，营造出良好的河道生境，

环境友好，有效改善周边人居环境。设计主要通过水环

境改善和生态景观提升等方面的工程措施，实现了生态

环境保护与景观工程结合，同时地域文化贯穿其中，在

实现生态治理目标的基础上，地域文化得以展现和传承，

为后续河流生态化治理设计提供了良好的设计思路，其

工程技术手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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