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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1

某项目待修复管网长为 570.8km，路面恢复长度超

过 430km，此外还需要新建 37 万 m3 左右的调蓄池。

二、河道清淤

1. 施工导流

本项目河道宽度较小，导流工作适宜安排在枯水季

节完成，可根据施工现场状况选择全断面或分断面围堰

法施工，全断面施工法需要配备 DN600-DN1000 涵管辅

助施工 [1]。

2. 围堰填筑

项目上下游围堰顶部宽度为 1m，边坡为 1 ∶ 0.5，

整体选用编织土袋围堰，施工时在其底端及四周铺设土

工膜铺盖，避免出现渗漏。项目分为两期进行，待第一

期施工结束后，先拆卸一期围堰，再建设二期围堰，节

约施工材料，控制施工成本。本项目可直接利用河道淤

积土作为施工土料，袋围堰结构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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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袋围堰结构（单位：mm）

3. 基坑排水

项目施工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经常性排水的预防，施

工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基坑中积水、渗水问题的处理，

保障施工进度与施工质量。施工人员可在基坑中提前安

设集水井，间隔 20m 左右。开挖后，施工人员应在基坑

两端各摆放一道 0.5m×0.5m 的排水边沟，使其与集水井

相连，以便及时清理集水井中残留的积水。

4. 清淤部位

（1）暗涵段清淤

施工人员清理暗涵段时，应在其前后安设围堰，并

借助暗涵现状检查孔、周边道路进行施工，选用泥浆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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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淤法完成施工，根据项目需求选择小型机械配合施工，

施工过程需要专业人员全程从旁监督。为保障施工场所

光照条件、空气流通，施工人员可以根据施工现场状况

添加采光通风口 [2]。

（2）明渠段清淤

施工过程中借助挖掘机、装载机等设备辅助施工，

所有淤泥应整体装入载重自卸车中，由载重自卸车运送

至专门场所集中处理。

5. 清淤方式

（1）人工清淤

人工清淤可借助自卸车辅助施工，施工人员亲自开

挖淤泥，将其装入自卸车中运送至指定场所集中处理。

（2）机械清淤

机械清淤是根据项目现场状况选择适宜的机器设备

进行开挖施工，例如长臂挖掘机、两栖挖机、机动驳船

等，需要借助自卸车将所有淤泥运送至指定场所集中处

理。

6. 截污管工程

（1）岸上截污

若项目两侧退缩带宽度大、周围无建筑，此时可使

用岸上截污法，通过在岸边布置截污管进行治理。施工

人员在水体两侧布置截污管道，将污水汇入管道，流入

截污系统内进行处理。

（2）边渠 / 涵截污

若项目两侧退缩带宽度大、周边房屋建筑无退缩距

离，可选用边渠 / 涵截污法进行治理。施工人员在水体两

侧布置流槽边渠，借助流槽边渠起到截流效果，将污水

汇入流槽边沟溢流通道，并在排水口处安设格栅，避免

垃圾流入河道 [3]。

（3）渠边挂管 / 渠底埋管截污

若河流两侧退缩带宽度距离短、两侧建筑物密集，

可选用渠边挂管 / 渠底埋管截污法集中处理河道内垃圾杂

物。

①渠边挂管。

施工人员在河流两侧布置污水收集管，将河漏污水

导流至收集管，根据实际情况修改管道坡度、安设通气

装置，并在转弯处、直线段布置一定数目的清扫口，相

邻清扫口间距应控制在 20m 以内。

②渠底埋管。

根据项目河道淤泥清理实际状况，按设计标准布置

截污管、检查井，做好密封处理。在明渠底端横向找坡，

布置旱天清水槽，便于后期维护。渠底埋管如图 2 所示。

图2　渠底埋管

三、水处理工程

1. 水体清杂

水体清杂工序应采取人工巡查清理的方式全面排查

整体水体区域，彻底清扫水体中所有杂物垃圾。针对重

要区域、清理难度较高的地方，应通过人工清理方式进

行处理，清理前应转移所有河流生物，避免破坏生态系

统。

2. 种植土铺设

本项目属于典型的城市景观湖体，积累了较厚的浮

泥基地，限制了水草的自由生长，施工过程中应根据水

草生长需求铺设种植土，厚度约为 0.2m。

3. 底质活化处理

本项目湖底泥土长期以来形成厌氧状态，致使泥土

中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水解酸化反应形成甲酸、乙酸

等物质，破坏了泥土的酸碱平衡，限制了沉水植物的自

由生长。通过分析水体底泥性质以及沉水植物本身的生

长需求，施工时需要对水体泥土系统地进行消毒、活化

处理，彻底消除水体底质中所包含的病原体，平衡酸碱

度，在多微生物制剂的作用下活化底质，整体改善水体

生态环境 [4]。

4. 水曝气增氧系统

水曝气增氧系统能够有效提升水体溶解氧成分，为

水体微生物的生长提供正常、基础的生存条件。通过在

水体中制造溶解氧，优化水体生物生长环境，改善整体

生态系统。

5. 水生态系统构建

水生态修复技术需要重点关注微生物、沉水植物以

及水生动物生长环境的改善。

（1）在水体环境中添加微生物，构造适宜微生物生

存的生态环境，帮助沉水植物生长，改善生态系统，借

助植物修复水体水质。

（2）尽可能消除水体藻类、悬浮物，提升水体透明

度，促使沉水植物能够吸收足够的光照，促进沉水植物、

微生物健康生长。



12

环境与发展4卷4期
ISSN: 2661-3735(Print); 2661-3743(Online)

（3）通过沉水植物净化水体中包含的氮磷富营养物

质，降低氮磷等物质含量，构建水下森林抑制底质，提

升河流自身的净化能力。

（4）水生植物拥有健康的生长环境后，微生物逐渐

扩散至河流底部，加剧氧化反应，为水生昆虫、水生底

栖生物构建健康的生长环境，逐渐提升食物链自净功能。

（5）待水体环境整体得到显著改善后，可向水体中

添加螺、贝、鱼、虾等之类的水生动物，形成覆盖水生生

物、微生物、水生植物的整体生态系统，提高水质环境。

6. 水体生态修复措施

系统地对坑塘水体进行修复，打造涵盖多种沉水植

物的生态型水体系统，通过湿地、原位曝气增氧等措施，

构建系统完备、适宜水生动植物生长的生态环境，提高

水体的自净功能，使其能够自主吸收、去除水体环境中

多余的有机物、氮磷污染物，长期稳定水体环境。基于

河流所处区域环境性质，促使水质净化、景观提升、植

物气候等的动态平衡，选择适宜本地生长的水生动植物

投入河流，科学规划水生动植物的空间布局、整体搭配，

构建体系完备的水生植物运营管控方案，科学治理。

四、管道清淤工程

1. 降水、排水

施工人员借助泥浆泵将检查井中汇聚的污水抽出，

科学布设管线管道，管道分段视管径大小、管道长度决

定 [5]。

2. 稀释淤泥

施工人员借助高压水车持续向检查井中注入清水，

通过疏通器搅拌排查管道内部、检查井内的污泥，对其

进行稀释，施工过程中由施工人员全程操作监督。

3. 吸污

借助吸污车清理检查井内所有淤泥，井内残留的淤

泥则可通过高压水枪稀释、清理，再使用吸污车抽除所

有杂物。

4. 截污

确保所有淤泥彻底清除后，使用袋装沙土封堵住该

段落上下游，以便施工人员检查管道进出水口。

5. 高压清洗车疏通

将高压清洗车水带置于检查井内，调整喷水口方向，

使其朝向管道流水方向，开始喷水的同时，借助吸污车

排查下游检查井淤泥状况，进行清理。

6. 通风

清除完毕后，管道、井内包含高密度的氧气与有害

气体，通风非常重要。施工人员进入检查井前需要先进

行通风，确保有害气体排出，才能进入检查井中，且应

正确佩戴防毒面具等防护设备。

7. 清淤

确保施工环境完全安全后，开始清淤，人工检查管

道与检查井中是否残留淤泥，用吊篮将清除的杂物运至

井外，统一运到指定场所集中存放。

五、结束语

科学使用综合治理技术能够有效恢复河道生态系统，

促使河流水体具备自净能力，实现“长治久清”。本文通

过列举实际项目，详细分析了水环境修复项目综合治理

技术的运用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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