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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渠工程中水生态修复的拟自然理念的思考

杨紫薇

中冶南方城市建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武汉　430070

【摘　要】河渠是人类社会得以存续与进步的基础保障。伴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壮大，水利基础设施的构建与工业化

生产的扩张，自然水系的利用过度和污染问题日益严峻，河渠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近几年来，大众开始认识到河渠生态与

人类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本文深入探讨了造成河渠生态恶化的关键因素，并对河渠生态恢复的理念进行了详细论述，明

确了河渠的恢复目标，并进一步阐述了河渠生态恢复的具体手段和河渠生态绿化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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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河渠工程水生态修复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本

文深入研究河渠工程中水生态修复的拟自然理念研究。剖

析河渠工程水生态修复现状，探讨河渠工程高质量发展探

索。最后总结研究结论，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为河渠工

程水生态修复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1　河渠工程中水生态修复的现状与不足

河渠工程水生态修复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拥

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为水生态修复和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生态环境脆

弱、水资源短缺、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在保护生态环境

前提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

在河渠工程水生态修复中，生态系统修复方面存在一定

短板。虽然已经在推进河渠生态廊道保护建设，但部分区

域生态修复进度仍较为缓慢。在污染治理方面，尽管对黑

臭水体问题进行了整改，但仍存在一些潜在污染源未被完

全排查出来。

在管理监督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一方

面，涉及多个部门的协同管理，协调难度较大。另一方

面，监督力度有待加强。

2　河渠生态退化原因分析

2.1　生态系统建设不足的原因

1）历史遗留问题复杂。在河渠工程的发展过程中，过

去存在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方式，导致了部分区域生态受损

严重。2）资金投入有限，技术手段相对落后。生态修复是

一个长期且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过程。虽然在积极推进河

渠生态廊道保护建设，但资金的有限性可能导致部分生态

修复项目进度缓慢。先进的技术手段能够提高生态系统修

复效率和质量。然而在生态修复方面缺乏先进技术和专业

人才。同时对于植被恢复和生态多样性提升，也需要更加

科学的技术指导。

2.2　管理监督漏洞原因

在河渠水生态修复中，涉及多个部门的协同管理，协调

难度大。监督机制不完善。虽然出台一系列工作办法和实

施方案，但监督机制仍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同时监督过程

中存在信息不畅通、反馈不及时等问题，影响监督效果。

管理监督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但存在人员配备不足的问

题。尤其是在基层，监管人员数量有限，难以对河渠工程

的各个区域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督。

3　河渠生态退化对环境的危害

3.1　对林地、草地等产生的危害

在治理过程中，通常会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还会对

周围区域的水域面积产生一定影响，使得某些最初是优良

土地资源或水资源受到严重损害。当水土保持出现不平衡

时，就会对当的整体环境和生态造成不利影响，特别是治

理过程中，若缺乏科学、有效的环保措施，很有可能引发

水土流失等情况。

3.2　对区域水域方面的危害

修建河渠工程，旨在优化地区水资源配置，使水资源的

利用更加高效。然而，基于河渠工程整体治理环节分析，

部分治理流程对于水资源的需求较大，且使用过后的水资

源并不能用于农田灌溉，只能进行排放，在一定程度对该

地区的水资源造成一定污染。

4　河渠工程中水生态修复的拟自然理念的采样

根据《湖北省水功能区划》，长湖水质执行《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 Ш 类水体水质要求。根据 

2021 年长湖水 质监测数据，长湖大多数月份水质能达到地

表水IV类标准，水质不能达到考核标准。

目前虽然荆州市对汇入长湖的支渠设立17个水质监测断

面，但 马湖渠及其入湖口尚未进行长期监测，不能满足长

湖保护需求。

5　河渠工程中水生态修复的拟自然理念应用方法的思考

5.1　水生态修复思路

针对荆州市马湖渠流域水体当前状况，制定了一套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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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水生态恢复计划，该计划主要涉及以下措施：对渠道

进行清淤处理、设置生态浮岛、实施生态曝气、建设生态

缓冲区以及构建水生植物群丛等。

在河渠工程建设前，治理企业应先全面落实各项准备

工作，并组织专业的勘测队伍，深入了解工程选址位置和

周边水文、地理等具体情况，水生植物群落构建方面，设

计采用挺水、浮水、城市植物构建稳定的水生植物群落，

逐步构建、恢复、完善水体生态系统，不仅改善湖面景观

环境，而且有效地增加水体的自净能力，使水体水质得到

长期有效净化在此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理方案，

并合理规划与设计治理区域，最大程度实现发展和环保的

同步开展，降低河渠工程治理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对

于不可避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的治理环节，还应组织

专业人士，从工程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多个

角度进行全面、详细的分析，以最大程度将污染程度降到

可控范围内。另外，在目前提倡的“生态保护”的大背景

下，应时刻牢记“生态效益优先”的宗旨，正确认知开发

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既要确保水利工程正常投入使

用，又要将治理过程中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真正实现“双赢”的目的。

依据2023年2月采集的最新地形数据，在水生植物生

长深度限制的条件下，湖泊东北角存在一片深度较大的水

域，以27米标高作为分界线，27米以下区域不宜种植水生

植物，而超出此标高的区域则适合考虑进行水生植物的种

植，以形成水生植物群丛，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这一系

统将通过逐步的构建、恢复和完善，不仅提升湖泊景观，

还将显著增强水体的自然净化功能，确保水体质量的持续

改善，预计的种植面积将达到127707平方米。

5.2　明确环保目标与建立环境保护体系

治理企业应明确河渠工程相关法律法规，并在基础上制

定相关治理管理制度，切实履行自身职责，加大对治理地区

的环境保护力度，在治理过程中尽量避免破坏环境，降低对

地区植被造成的影响，以提高该地区的水土保持能力。与此

同时，在实际治理中，尤其是边坡开挖等环节，还应重视对

水流侵蚀等问题的管理，最大程度避免因农田水利治理造成

的水土流失。此外，还应重视治理现场的灰尘和噪音管理，

减少建筑污水排放量，防止对工程所在地水环境造成影响，

为制定环保体系奠定坚实基础。治理企业还需挑选专业的项

目主管，并对管理部门的人力资源进行优化分配，细化各岗

位的职责，制定完善的环保体系。此外，还可通过环保教

育，使治理人员在治理过程中更加重视保护周围生态环境，

从而建立完善的河渠工程治理环境保护制度。

5.3　生态缓冲带设计

作为一项关键的土壤与水分维护策略，生态缓冲区位于

陆地生物环境与水体生物环境交界的地带，它涵盖了由河

流或湖泊常年的最低水位向外延伸至陆地的一定区域，一

般呈现为三维植被带状结构。该区域的核心作用在于阻隔

人类活动对水体的不良影响，维护水生生物的多样性，以

及减轻来自地表的污染负荷。

在当前我国各地区河渠工程建设中，都存在不同程度

的水土流失问题。因此，治理企业应积极做好治理区域内

的水土保持工作，同时，在治理过程中，要重视对表面土

层进行保护，当临时治理环节结束后，应及时进行表面覆

土等相关处理。此外，在治理前，还应根据治理现场具体

情况最大程度减少降低治理造成的水土流失，提高对治理

区域的水资源保护。治理企业还应重视对树木资源的保护

力度，根据相关规范对工程用地的表层土壤进行清除，严

禁乱砍滥伐等错误治理，以确保治理区域的水土保持。另

外，在应对工程设计要求和治理操作方案进行深入研究，

主动采用相关处理方法，如生物防护等，将由治理操作造

成的坍塌或边坡失稳等情况降到最低，这样既实现了水土

保持，又能提高治理质量。

生态缓冲带根据植被类型可分为多种形式，相较于草地

拦截带、灌木拦截带、林木拦截带，三种以上植被构成的

草-灌-林复合拦截带可以构成完善的生物环境系统，不仅

生物量高，服务时间也长，可使其对面源污染物能实现更

全面的控制。故本方案采用草-灌-林复合拦截带。

植物的选取应遵循自然规律，尽量选择本地优势物种，

图1：治理区域进行科学规划和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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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重引进外来植物品种，且宜选择对氮、磷等污染物去除

能力较强、用途广泛、经济价值较高、观赏性强的物种；

同时应考虑常绿树种与落叶树种混交、深根系植物和浅根

系植物搭配、乔灌草相结合等。根据现状条件，选择性的

保护好现有自然植物，并且针对现状条件及其景观需要做

好植被的改造和利用工作。

植物种植采用乔-灌-草三层结构，选择荆州当地的适

生树种。根据生态缓冲带宽度，列植大型耐湿性乔木及灌

木，如香樟、桂花、垂柳、中山杉、白杨、紫叶李；下层

条带式种植灌木绿篱，如茶梅、黄金菊、杜鹃、海桐、南

天竹，剩余部分播种耐水地被草籽。

5.4　水生植物群落构建

采用以水生植物群落构建为核心的生态修复工程，通过

合理的挺水、浮叶、沉水植物配置，逐步构建、恢复、完

善水体生态系统，不仅有效地增加水体的自净能力，使水

体水质得到长期有效净化，同时改善湖面景观环境。这些

植物被栽种在总面积为127707平方米的区域中。

挺水植物采取片植为主，丛植点缀为辅的种植方式，

主要分布于沿湖岸边缘，水深0-0.6m 的范围内，总面积约

7235 ㎡。挺水植物不仅可以为其他生物提供生境，净化水

质，还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具有美化湖泊的功能。

浮叶植物的种植区域为挺水植物外侧，水深0.3-1. 0m 

的区域内，总面积约

10721 ㎡。浮叶植物以流畅的曲线修饰湖岸线，叶和花

浮于水面上，景观效果极佳，通过搭配不同颜色种类的浮

叶植物，可以营造出一种五彩斑斓的水体景观， 提升水体

的互动性和娱乐性。

水生态修复主要核心是水体中沉水植物的恢复与重建，

方案在红线内水深0.5m-2.5m 范围内种植水生植物，面积约

109751 ㎡。沉水植物逐步修复重建水域生态系统，提升水

域生物多样性和景观效果以及自净能力，最终形成稳定健

康的水域生态系统，全面改善水域生态环境质量。

5.5　生态清淤和生态浮岛的构建 

依据湖泊底部沉积物的受污染级别和沉积层厚度，融合

多项生态修复手段，科学规划疏浚区域及确定疏浚深度。

作为治理湖泊污染的关键手段，底泥疏浚已被广泛采用。

如何有效处置疏浚出的底泥，防止次生污染，成为疏浚

作业中一项关键且亟待解决的课题。本项目中清淤方式主

要临时围堰清淤方式。临时围堰主要应用于岸边浅水区清

淤，采用双层钢板桩围护结构，内部填充粘土编织袋，实

现阻水效果。采用泵排的方式抽干围堰内湖水，底泥采用

机械挖掘的方式进行清淤。本项目淤泥为湖泊沉积产生的

淤泥，其有机碳含量高，待脱水处理后，送至专业机构无

害化处理，各项指标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园林

绿化用泥质》（GB/T 23486-2009）的控制标准后，可作为

城市园林用土。

在水域重要区域，构建多年生抗风浪生态浮岛，多年生

抗风浪生态浮岛是一种用于水质净化与水上绿化的人工浮

岛，由多个浮岛单元有机组合而成，每个浮岛单元由抗风

浪型生物浮板、连接扣、种植篮、种植介质及水生植物五

部分组成。多年生抗风浪型生态浮岛通过激发浮床自身的

能量，达到自由的“吐故纳新”，维持健康的水生生态环

境。其净水的机理在于：根系吸附、吸收污染物+微生物降

解污染物+为动物、昆虫提供栖息地。在受污染水域安装具

有净水、观赏及经济价值的水生植物（挺水植物，如千屈

菜、美人蕉、鸢尾等；浮水植物，如睡莲、萍蓬草等）的

抗风浪型生态浮岛，利用天然植物强化降解水中污染物，

不会产生二次污染，不会带来环境危害，形成了持续稳定

的循环净化过程。

5.6　河渠工程治理中推广应用新技术

环保设备还具备节能优势，其排放的尾气中不含有污染

大气环境的微量元素。推广应用这些环保型农业水利设备，

充分利用高科技设备的优越性，有助于全面提升河渠工程生

态保护工作整体效率。治理企业应将环保设备的预算纳入考

量范围内，增强资金投入，保证河渠工程治理过程中的各治

理环节都配备有充足的高质量环保设备，打造出低能耗、高

效能的治理氛围。此外，在治理现场安装隔声减噪设施，以

减轻噪音污染，避免噪音扩散至周边；定期进行喷水作业，

并在治理范围外栽种植被，以吸附尘埃，巩固地表，控制尘

埃污染和土壤侵蚀；建立废水处理设施，针对农田水利治理

过程中产生的废水进行净化处理，确保其达到排放标准后方

才排放，保障水体环境的洁净。通过将环保治理和文明治理

的理念融入河渠工程治理中的各环节，以及每一位治理人员

的治理行为中，从而减轻对周围环境的破坏。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开展河渠工程中水生态修复的拟自然理

念的思考研究，河渠生态绿化作为生态建设的主力军，具

有保护和供应水源、提供休憩娱乐的场所、改善和美化生

存环境、保持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功能，在生态建设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实现河渠工程中水生态修复的自然

理念的有效应用，可以进一步推动我国环境保护工程和可

持续发展工程全面良好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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