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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河道黑臭水体暨污染底泥治理技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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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矛盾越来越激烈，近年来人们知识水平以及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逐渐的

认识到了这一点。环境保护尤其是水环境的保护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城市河道水环境做为水环境重要的一环也正面

临着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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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进步，环境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全球变暖使冰山溶化，海平面下降、空气污染导致酸雨以及

雾霾的产生。建设过程中对于植被的砍伐使沙漠化严重、资

源的浪费使不可再生资源大量减少等[1]。人们对于生态环境

的破坏越发的严重，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的生存影响也就越

大。近些年来重大的自然灾害频发，地震灾害以及强降雨带

来的洪涝灾害对人类的生命安全都产生了重大的威胁，这也

是自然对于人类对其生态环境破坏恶性的控诉与反击。人类

对于环境的保护以及改善已经迫在眉睫。

1  我国水环境现状

1.1  水体的有机污染

随着城市以及工业的发展，我国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导致了黑臭水体的出现，而大部分黑臭水体都出现在城市的

河道之中，对人们的生活环境以及健康都产生了非常不利的

影响。随着城市发展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迁

移，产生了大量的生活垃圾。然而由于对垃圾处理缺乏严格

的管理等原因，致使城市中出现垃圾随乱丢弃，同时垃圾没

有进行分类处理导致白色垃圾污染严重，部分垃圾经过雨水

冲刷流入进了河道中，垃圾在河道中不能被分解，进而污染

了河道水环境；在城市的建设中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大量

工厂建立，由于对工厂环境管理的不到位，导致大量的工业

污水没有经过处理就随意排放，而这些污水的排放量已经远

远超过了自然水体的净化能力，水中的溶解氧被快速的消

耗，当溶解氧降低到了一定的程度，在厌氧菌的作用下，大

量有机物进一步的分解，从而产生了带有异味的小分子物

质，导致城市中臭水的产生，而不溶性气体在上升的过程中

携带着污泥进水中，造成了水体发黑的现象[2]。

1.2  自净能力减弱

随着城市的建设发展绿地面积的减少以污水与垃圾任意

排放导致城市水环境中缺少了生物群落，降低了对于氮磷、

重金属以及有机物的净化作用。

1.3  不流动水以及水温升高带来的影响

一是亏氧现象的产生。由于在生活与建设中，人们对于

生态环境的破坏造成水生态功能丧失，而丧失了生态功能的

水流动性减弱，进而导致复氧能力减弱，产生亏氧的现象，

造成水体净化能力减弱。二是城市河道受水温因素的影响。

随着城市建设中大型工厂以及电热厂数量的不断增加，大量

没有经过冷却处理的废水被排放到了河道中，使河道内水

温严重升高，当水温超过25℃的时候水体中的放线菌大量繁

殖，放线菌在繁殖的过程中对有机物进行分解，最终造成了

水体的恶臭[3]。

1.4  河道底泥与底质释放污染

城市的河道中由于存在大量的垃圾、杂质、污水等污染

物，这些污染物无法被分解也不能与水相融，经过长时间的

沉积形成了河道的底泥。在河道水中底泥作为污染物大量繁

殖的载体，产生了大量的放线菌以及蓝藻，在经过厌氧反应

后形成了大量的污染物质。由于河道的底泥中同时含有大量

的硫化亚锰以及铁物质，这些物质在水中产生了氧化反应生

了铁与猛，这些都是造成城市河道水体黑臭的原因。

2  城市河道黑臭水体暨污染底泥治理技术

2.1  控源截污

想要解决城市河道黑臭水的问题，就要追踪溯源，造成

城市河道水体发黑发臭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城市垃圾的

丢弃以及工厂污水的排放。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从根源

上解决城市中黑臭水体的问题。这就要求我在进行河道黑臭

水体进行治理是要加强控源截污的力度，对于城市内的污水

管道进行处理，减少污水的排放量。这就需要我们保证对于

污水处理的有效性，防止城市的污水流入河道而产生对于河

道水环境的污染，同时加强污水处理系统的方法，对污水源

头以及工厂进行监管与调查，并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根据

现场实际，要求工厂建立污水处理系统的方法，经过处理直

至水质达标才可以进行排放。

2.2  进行清淤处理

由于大量的污水的排放以及垃圾的流入，导致城市的河

道内产生了大量的垃圾和淤泥，从而对河道内的生态环境造

成了破坏，产生了黑水臭水的情况，因此在进行城市河道黑

臭水体以及污染底泥进行治理同时须加强对于河道淤泥的清

理。定期去除河道内的污泥、杂物及沉积物，可以减少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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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淤堵，减轻河道负担从而改善河道生态环境，减少黑臭水

的形成的条件，从而实现对于河道水体环境的修复。该方式

能够有效对于河道内出现黑臭的问题进行控制，同时，对于

保证河体的稳定性也有着积极的帮助。

2.3  建立河道护坡

在对城市河道黑臭水进行治理时，可以采用建设河

道生态护坡的方式，对淤泥进入河道起到了一定程度的

阻拦。在建立河道护坡时我们可以采用框格混凝土生态护

坡、连锁块护坡和生态砖护坡对淤泥进行拦截。框格护坡

利用混凝土在河道两侧进行框格砌筑，并将土壤填充进混

凝土框格中，并在框格中进行绿植的种植，不仅对河道建

设进行了美化，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防止了淤泥流入河道

现象的产生；在河道建立连锁块护坡通过对于连锁块进行

连接使其具有自锁的的特点，可以有效的防止因受外界影

响产生的位置移动；同时连锁护坡的还可以增加绿植的种

植面积，缓解城市生态环境压力；另外还有一种生态砖护

坡，生态砖具有非常强的承载力以及耐久性对于防止淤泥

流入河道产生了非常好的防止效果，同时生态砖的空隙也

给植物的生长创造了良好的生存条件。但由于这种护坡成

本投入比较高，施工也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并没有被广

泛的运用。河道护坡设计时要将坡顶及坡面的排水纳入厂

内排水系统，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地表水流向坡体，减少

对坡体的冲刷，增加坡体的使用寿命，同时应在坡顶两侧

设置截水沟，对坡体地表水进行截流。河道护坡的建设可

以有效的改善淤泥流向河道的问题，也给河道清淤工作带

来了便捷。河道护坡上大量种植的绿色植被可以改善河道

的生态环境，增加生物群落，同时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

2.4  采用曝气技术

河道水体中的溶解氧含量能反映水体污染情况，同时

也影响着水体自净能力。当水中含有大量的溶解氧时，好氧

菌就会对河水中的有机物进行分解，然而在进行分解的过程

中，水中的溶解氧含量就会下降，这时水面大气中的氧就会

溶解到水中对河水中的氧进行补充，但是如果水中溶解氧消

耗过快，那么大气中的氧将不能及时对于水中的氧进行及时

的补充，就会导致水体的溶解氧含量减少甚至是消失，影响

水中空有机物的分解，造成河水出现黑臭的现象。空气中的

氧向水中转移的过程即为曝气。曝气可以使水中产生大量的

溶解氧，此外还可以防止水体中悬浮物质下城，起到加强水

体内有机物与微生物及溶解氧接触的作用，从而保证水体内

微生物在充足的溶解氧的条件作用下对河道中的有机物进行

氧化分解。因此在对河道水体进行治理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

在河段上安装固定的曝气装置或者在河段上设置可移动曝气

增氧设施进行人工曝气。

2.5  进行水体动力调控

水体的流动会增加水体的复氧能力，因此加强对水体

的流动调控可以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在进水体流动调控的

过程中，可以通过建立闸坝的方式对水动力进行综合调控，

定时、定量的向河道内注入干净的河水，以提升水体的流动

性，水体的流动性增强了，其自净能力也会得到较大的提

升，达到快速改善水质的效果。

2.6  种植水生植物

水生植物及藻类是水体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水体中它们相互争夺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并且释放一

些感化物来抑制对方的生长，因此当水中的水生植生长茂盛

时，就会释放更多抑制水体中藻类生长的感化物，从而减少

水体中藻类含量，避免出现蓝藻水化的现象，从而使河水变

得清澈。同时水生植物例如香蒲、芦苇、水生花等对铅、汞

等重金属元素具有很好的吸附力；黑藻、菹草等沉水植物可

以通过光合作用，增加水体中溶解氧的增加。溶解氧的增加

可以对水体中的有机物进行分解，改善水体的质量[4]。

2.7  膜生物反应

膜生物反应就是利用生物反应对河道污水进行处理，

并结合膜生物反应器对污水中的污染物进行分离，同时将处

理后达标的污水进行外排，以保证水质达到排放标准。同时

膜生物反应器还可以帮助生长缓慢的固氮菌和硝化菌进行繁

殖，清除氮磷，以此达到污水处理的效果。其次，在传统的

城市污水处理过程中还要经过消毒这一程序，传统的消毒方

法就是在水体中加入氯或是超强度的光辐射，但是在水中加

入大量的氯进行消毒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致癌物质，而紫外

线又对大肠杆菌的消除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导致污水处理的

效果不明显。

结束语：针对我国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现状，我们要

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加强对环境的治理与保护，针对城市河

道的水体污染严重的情况要实行防治一起抓的政策，可以根

据上述七种方法并结合现场实际，确定合理的治理方案并加

以实施，改变城市河道黑臭水体、底泥淤积的现状，促进人

类生存与生态环境的和谐、持续发展。基于此，可以有针对

性的采取先进的治理技术，包括物理治理技术、化学治理技

术和微生物治理技术等，通过对城市河道水体的有效治理，

形成良好的河道生态系统，帮助城市提升生态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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