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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循环发展中离不开河道，新时期背景下，

为了有效的提高人们的生态居住环境，在河道生态修复

技术应用过程中要融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结合生态人文元

素、因地制宜的改造河流生态环境，并结合河流园林绿

化设计进一步的提高河流环境的修复水平，通过改善空

气含氧量、净化环境空气质量，从而降低不必要的环境

污染。在形成良性水生微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减少了河

流内部的污染，从而给水生动物、植被等创造必要的生

存环境。1

1　河道生态治理现状

城市的河道不仅是重要的水利资源，更是生态环境

的重要内容，不管是防洪排涝，还是排水、航运随处可

见城市河道的身影。然而，受到人类高强度活动的影响，

会江雨污混流管道直接地排入河道，导致地下水出现污

染。水生态系统面临着崩溃的境地，严重制约城市可持

续发展，城市河道水质以及生态修复工作无疑是雪上加

霜。例如：在进行某区域河道水质现状分析时发现，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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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河道两头均已阻断，对该区域河道水质检测结果

如下表1。

表1　某区域河道水质检测结果（注意：单位mg/L）

项目 pH 溶解氧 化学需氧量 总磷 氨氮

测值范围
9.45-

9.52

10.61-

12.50
65-85

0.440-

0.407

1.280-

1.481

均值 9.47 11.56 75 0.460 1.381

地表水IV类 6-9 ≥3 30 0.3 1.5

地表水V类 6-9 ≥2 40 0.4 2.0

根据上表内容可以知道该区域的水质呈碱性，溶氧

量较高，技术人员在进行现场勘查时发现，造成该区域

河道污染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该区

域的河道并无一定的自净能力，长期缺乏和其他水体自

由交换的空间。这时，河道内部大量的水生植物无法进

行光合作用，导致水体的自净力大大削弱，加上有害物

质的长期积累，水质富营养化不断增加；二是受到外源

污染，该区域的河道在治理过程中发现两个污水排口，

定期的将污水排放到河道内，其他污染物进入河流，导

致水体间接污染。一到多雨季节又受到地面径流的影响，

雨水以直接的形式释放到河道中，加剧了污染。

基于上述问题，在该区域河道生态修复技术应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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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首先要加大技术方案的选择。主要是由于河道在进

行生态修复过程中周期较长，在治理过程中离不开人工

湿地、生态浮岛、曝气增氧等多种方式。常见的人工湿

地主要是结合水生植物，微生物等复合生态系统，实现

物理、化学、微生物的有机协同，打造一个半开半封闭

的生态系统。

生态浮岛技术在应用过程中，能够促进有机酶的分

解，建立自然景观，结合植物根部的净化功能，吸收和

吸附水体污染物，为各项植物提供必要的生长繁殖空间。

生物膜技术，该技术在使用时，它借助化学材料，增加

材料和污染物的接触面积，降低污染物浓度，同时去除

水体中的有机污染物，从而净化河道。而曝气增氧技术

在使用时通过人工操作的方式向水体中充加一定比例的

氧气，此种方式能够有效的治理黑臭河水。根据该河道

的实际情况，可以综合使用生物膜技术、曝气技术以及

人工浮岛技术。

河道在治理过程中技术人员要考虑到净水效果，还

要考虑到是否和周围的景观搭配，河道两边可以使用金

钱草或者是狐尾藻，在中间可以搭配鸢尾。在具体的方

案运行过程中，可以建设复合型生物一体化生态浮岛，

全面提高河道的水面积[1]。

2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河道生态修复技术的治理原则

地下水和河流彼此之间互补，然而到枯水期地下水

补给河流的功能会逐步降低，这时河流内部的水补给较

为困难，可能会出现河道干枯，大量的生物面临着死亡

的威胁，水质难以恢复。河道生态修复把握以下三个方

面的原则：

2.1景观协调原则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河道生态修复技术在使用

时要考虑到河流的自然流动作用，河流自身在运动时会

形成多种景观，例如：小流域沟、浅海滩涂等，在促进

了河流水生循环的同时，也逐步的构成了自然生态景观

的新格局。景观协调原则，主要包括土地利用、生态保

护等多项内容，此外，综合治理工程还要兼顾到小流域

综合治理的空间布局，同时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修复。

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区位、自然人文因素等视角与河道恢

复相互融合，协调各方面的影响元素，以达到河道生态

恢复功能的和谐统一。同时兼顾到自然景观美感，科学

合理的规划了河道生态恢复方案，特别是在方案设计流

程中，有关人员要严密的控制自然生态因素，尽可能的

维护河流自然景观与社会自然环境，从而达到生态恢复

治理功能与社会自然景观美感的有机融合，以营造良好

的自然人文气息[2]。

2.2水源保护原则

众所周知，一旦河道面临着严重的水源污染，在修

复过程中难度较大。比如：来自农业方面的污染、以及

人们的日常生活垃圾、工业垃圾等等。因此，在进行河

道生态修复时，要考虑到水源保护原则，尽可能的远离

工业、生活、农业等各方面的垃圾，加大各项垃圾的处

理力度，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尽可能的减少垃圾污染，

加大企业转型，规避工业污染。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

充分发挥河道生态修复技术的使用价值。

2.3自然生态原则

在现有的河道生态修复技术应用过程中，为了保障

河道生态系统处于良性的循环状态，减少不必要的水体

污染，在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显著提高水体的自净

力，因此在治理过程中要把握自然生态原则，大大地提

高水生生物的栽培力度，保护水生动物和水生植物，还

要为水体微生物营造良好的栖息环境，打造全方位的绿

色防护网。同时还要对河道沿岸的植物、乔木、灌木进行

栽培，地制宜、科学搭配，尽可能的恢复河道生态环境。

在遵循自然生态的同时，充分发挥河道的自然调节力。

实质上，传统意义的河道修复技术在应用时是使用

混凝土、石块等单一功能的材料，虽然整个河道断面整

齐划一，但是表面过于僵硬，严重阻碍了土壤和水体之

间的物质交换。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加大河道生态修

复技术的应用，可以在河道、堤岸种植草木，能有效地

提高系统的整体稳定性，有利于生态功能的修复，打造

自然生态景观。植物不仅能够起到渗水、保土、排水的

作用，而且还能够大大增加河水的自洁净化功能[3]。

3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河道生态修复技术应用

3.1生态补偿修复技术的应用

在生态补偿修复技术应用过程中，重点围绕水生动

植物补偿进行探究，在水生动植物补偿过程中要对河道

水质、土壤环境进行检测，选择适宜的植物，适合河流

生长的鱼、虾等动物，改善河道的生态环境，加大生态

环境修复。在河道自然修复过程中，要针对河道流量不

足的问题，采取修复河堤、栽植绿色植物等多种方式，

综合提高河道流量。生态补偿修复技术在使用过程中

要考虑到河流的流量，这是进行自然修复的重要内容。

只有保障河道具有稳定的流量，才能够维持河道生态

平衡发展。站在生态流量视角，科学地进行流量补偿，

在河道自然运作中改善环境，实现流域野生动植物的

良好生长[4]。

3.2生态工程修复技术的应用

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河道生态修复技术在使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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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能帮助自然水流得到缓冲。人员在河道修复工程落

实过程中，可以在小型湿地或者是弯曲河谷水流较缓的

区域修建河塘，形成的河道小生态环境能促进水生动植

物以及水草生物繁殖。在补充河水氧含量的同时，浅滩

或深塘的水流流动面积会逐步增加。在生态工程修复技

术应用过程中，可以修建水渠，护岸等各项设施，加大

河道生态修复，在降低边坡坡度的同时，可以适当的配

备缓冲带，降低河道的坡度，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降低对

浅滩和深塘的摩擦力。

3.3生态湿地修复技术的应用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生态实体修复技术在应用过

程中要科学的搭配灌木水草，合理栽培，形成河道护岸

生态湿地，尽可能的选择耐蚀、耐盐碱的植物。实际上，

生态湿地修复技术在应用时，要科学地设置排水渠湿地

以及河岸湿地，提高植被的缓冲力，使得河道生态系统

内部的营养物质，能够进行有效的消化和转化，提高整

个微生态平衡的稳定性。绝大多数的河流在运作过程中，

不可避免会掺杂着各种各样的泥沙聚集，使得河道边坡

受力，会导致河道边坡塌陷。加大生态湿地修复技术的

应用，能够有效的保护和净化流域水质。

3.4净化河流水质技术的应用

在当前的河道生态修复技术使用时要考虑到水质、

河流景观、设计空间等各项内容。净化河流水质技术在

使用时主要有生物修复技术、化学修复技术以及物理修

复技术：

物理修复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它能有效的改善区域

的水温条件以及底泥环境，从而进行河道生态修复治理，

主要是采用底泥稀释、引水换水、空气吹脱等多种方式

综合提高治理效果。虽然物理修复技术在应用过程中见效

快，但是成本极高。也可能会出现治理不够彻底的问题。

化学修复技术在使用时主要是向河道中投入一定的

化学改良剂，它能和污染物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实现水

质净化。化学修复技术在使用时效果快，速度极高，但

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化学修复技

术，它更像是河道生态修复技术的一种辅助治理方式。

生物修复技术，在现有的河道生态修复技术应用过

程中，生物修复技术应用最为广泛，它主要利用河道中

的植物、动物、微生物有效地降解污染物浓度，实现水

质生态的恢复。植物修复技术是利用河道中的高等水生

植物以及微生物共同除去水体中的污染物。比如：一年

蓬、水芹草、马尾草等等，他们均能有效地抑制水体污

染物，有的会吸收重金属，有的能够避免水体中氮磷化

合物的富集。微生物修复不仅能够有效的清除水体中的

污染物，而且对水中的营养成分调节起着关键作用。比

如微生物强化法能够有效的管控水体中的溶解氧、PH值；

生物膜技术则是结合真菌、细菌等形成的生物膜，降解

污染物。除了上述修复技术，净化河流水质时也可以综

合运用几种技术同时进行修复，从而达到更高效的治理

效果。

4　结语

总而言之，河道生态修复技术在应用过程中，方式

多种多样。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在应用过程中要考虑到

不同河流治理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结合一河一策的

修复理念，考虑到河流污染以及结构破坏存在的问题，

强化河道河流治理。尤其是在流经城市的河道生态修复

中要尽可能的考虑到河水以及周围植物的搭配，实现城

市整体景观和河流生态的和谐。值得注意的是，在综合

治理过程中，要考虑到河的河床、水体、动植物等各项

内容。重点解决河道结构硬化、水质污染、河道景观散

失等诸多问题，解决河道生态修复建设中存在的难题。

在应用过程中结合净化河流水质技术、湿地修复技术、

工程修复技术、补偿修复技术等各项技术，以生物修复

为主导，实现物理化学的有机融合，在最大范围内治理

污染，实现景观美化与居民环境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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