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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天鹅湖城市湿地（蓄滞洪）工程建设分析 

石  鹏 

东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东营  257000 

【摘要】近年来，东营市着力打造“湿地之城、生态之城”的城市品牌，依托“六水共治”方针，优化中心城河网水系布局，全面构筑独具

特色的“河-湖-湿地”水生态系统。市委六届四次全会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用生态的办法解决生态问题，推进水系网格化、生态化建

设，实现河相通、水相连、能循环，打造河畅、水清、显湿、岸绿、景美的生态景观”。为缓解城市内涝，解决广利河雨洪水入海顶托，在

城市东南侧启动建设天鹅湖城市湿地（蓄滞洪）工程，建设蓄滞洪区域，缓解内涝并改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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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湿地是东营生态系统的核心，建设湿地城市，彰显“湿地在城

中、城在湿地中”的城市特色是东营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东

营市拥有湿地面积约 45 万公顷，湿地率 41.6%，排名山东第一。但

在 2017 年、2018 年东营市相继遭遇温比亚与利奇马两场台风，造

成城市内涝，积水严重，局部排水不畅地段 6、7 天积水，整个城市

蓄滞洪下垫面受到严峻考验。广利河、支脉河作为境内较大的两条

河流，是雨洪水入海的主要通道，其中广利河更是主城区唯一泄洪

通道，受渤海潮水顶托及地势平坦坡降小等原因影响，泄洪时大约

有 4~6 个小时流速减缓，其流域内入海口处急需增加蓄滞洪空间。

经模拟分析计算，大约需增加 4000 万立方米的蓄滞雨洪水空间。天

鹅湖城市湿地（蓄滞洪）项目规划片区位于广利河下游，地势低洼、

面积广阔，现状有一定湿地基础，可作为城市重要的洪涝调蓄区。

2019 年 9 月底，天鹅湖城市湿地（蓄滞洪）工程应此而生。 

一、项目概况 

东营市天鹅湖城市湿地（蓄滞洪）工程位于东营市城市东南侧

开发区范围内，规划范围北起广利河与白马河路，南至新广蒲河与

支脉河，西起登州路，东至广南水库东坝，总面积约 110 平方公里。

核心规划区域为南北两片主蓄滞洪区，总面积约 32 平方公里，可蓄

雨洪水 4000 余万立方米。项目投资建安费造价约 22.11 亿元，其中

南、北蓄滞洪区建安费总造价为 19.55 亿元。 

 

图一 

二、建设内容 

为满足蓄滞洪空间及连接广利河通道，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有道

桥、水工建筑物、土方挖运工程、植物种植工程、配套建筑工程等，

分六期实施。包括南北两个主蓄滞洪区，广利河与北蓄滞洪区连接

的四座进出水闸，跨南二路三座桥，南北蓄滞洪区控制闸五座，南

北蓄滞洪区连接的徐州路水系，生产配套道路、码头、公厕等附属

建筑物、给水管线工程、湿地内连通桥梁 13 座桥、景观园林工程及

油田设施改造提升等。 

三、规划定位 

天鹅湖城市湿地（蓄滞洪）工程区域规划定位体现为生态与城

市两个层面：生态层面是以蓄滞洪为首要功能，兼具水源涵养与地

下水补给、鸟类栖息、气候调节等生态服务功能的湖泊沼泽型城市

滞洪湿地；城市层面是集滨水休闲、生态游憩、文旅升级为一体的，

助推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城市湿地生态景区。 

从城市蓄滞洪湿地和湿地生态景区两大定位出发，规划区划分

为五大功能区。一是水源保护区：主要包括广南水库、南郊水库及

其沉沙区，以涵养水源、鸟类栖息以及水域风光展示功能为主。二

是北部蓄滞洪区：以广利河雨洪调蓄功能为主，兼顾湿地水域的休

闲旅游。该区域依托游憩路和巡河路构建特色湿地游览线路，将东

八路东西两侧的湿地水域串联。沿西湖湿地区域规划重点打造山水

景观，以湿地游览、山水观光功能为主；沿东湖湿地区域规划重点

打造洲岛景观，以滨水休闲、水上运动功能为主。三是田园体验区：

依托现状林地、农田，重点发展林果业和生态农业，打造采摘农园

与生态营地。四是南部蓄滞洪区：退出现状盐田，以广蒲河雨洪调

蓄功能为主，并依托坑塘打造生态渔业养殖区和国际垂钓休闲项目。

五是湿地城市建设区：以湿地为特色的城市功能区。通过城市与湿

地间功能与空间的组织，营造优美生态环境，培育文旅产业发展，

打造文旅湿地之城和南部新城区。 

蓄滞洪区域及配套工程：规划区域总蓄洪能力 4000 万方，其中

北部蓄滞洪区占地 17 平方公里，蓄洪能力 2800 万方，通过四个进

水闸 170 个流量分泄广利河洪水；南部蓄滞洪区占地 12 平方公里，

蓄洪能力 1200 万方，按 45 个流量分泄新广蒲河洪水；南、北蓄滞

洪区通过徐州路水系相连，相互协调、共同承担蓄滞洪任务。结合

蓄滞洪功能，雨洪资源被蓄存下来，通过湿地净化提升水质，可保

障区域内湿地的旱季生态用水，基本实现区域生态用水平衡。同时

配合蓄滞洪，规划完善了土方整理、岸线修筑、水工设施建设、道

路建设等一系列配套工程。土方整理涉及挖方 2345 万方、填方 2407

万方，基本实现就地挖填平衡；岸线处理以缓坡、扦插、植生垫、

抛石等生态方式为主，岸线自然化率为 98.7%；水工建设共涉及新

建 9 座水闸，2 座倒虹，21 座桥梁；道路建设重点打造“三横五纵”

的城市路网系统，游憩路与巡堤路组成的园区路网系统以及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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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慢跑道、步栈道、游船道构成的游憩系统。 

重点生态景观项目：天鹅湖蓄滞洪工程内近期规划有六大重点

生态景观项目：分别为南二路-广利河提升、人工山体营造、三岛五

洲、特色游步道与网红栈道、樱花林带、国际滨海垂钓休闲区。 

（1）南二路-广利河提升：沿南二路和广利河进行湿地修复和

景观提升，因地制宜、显湿露水，打造与天鹅湖主湿地水域相协调

的城市湿地边带。 

（2）人工山体营造：规划选址五干渠北侧、东八路以西进行人

工堆山，山体高 32 米，山上设置安澜阁与观景餐厅，突破场地过于

平缓的地形，形成整个区域的视觉交点。同时山体采用建筑垃圾和

场地弃土堆砌，并利用山体坡地跌水曝氧净化水质，体现生态环保

理念。 

（3）三岛五洲：规划在东八路以东湿地水域中营造三岛五洲。

三岛突出特色植物景观并以空中廊桥连接，五洲依托现状油井井台

周边营造湿地，共同呈现洲岛连绵的湿地美景。 

（4）特色游步道与网红栈道：连接湿地城市建设区与北部蓄滞

洪区的特色游径，其中游步道以宿根花卉和观赏草组成的花田台地

为景观特色，网红栈道以成片自然的荷塘、芦苇荡为景观特色。 

（5）樱花林带：沿游憩路布置的 7.6KM 风景长堤。堤两侧形

成樱花大道，并穿插连片的荷塘和树岛为景观特色，沿线开展科普、

亲子、休闲等活动。 

（6）国际滨海垂钓休闲区：后期招商引进垂钓竞赛、自由野钓、

休闲垂钓、出海海钓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国际垂钓旅游目的地。 

 

图二 

四、施工施工难点 

项目自 2019 年 9 月底进行科研分析，年底完成部分前期三通一

平等基础工作，2020 年 1 月分期开工，过年及疫情期间未停工才有

了较好的连续性。项目涉及道路、桥梁、涵闸、水系、大体积土方

挖运、绿化等，关键是大体积、大土方量碱土的调配，在尽可能减

少投资，基本达到土方平衡，减少调运距离的要求下，建设、设计、

施工三方在勘察测绘基础上，结合设计方案，利用堆岛、景观地形

近可能消化土方， 终碱土挖方 2200 余万立方米，碱土填方 1600

余万立方米，碱土余土外运仍有 600 余万立方米，这 600 万立方米

土方须在施工队伍进场后、雨季来临前只有不到 100 天时间完成整

形，外运，压实等工序，前期开工的道路、涵闸、桥、水系也须达

到蓄滞洪通水条件，这极大的考验了专班、管理人员和施工队伍的

调度能力，现场 高峰是集中机械约 3000 余辆，两班施工，终于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达到条件并经受住雨季考验。 

 

图三 

五、施工及后期管理会常存在的问题 

5.1 现状盐碱化严重 

项目按照蓄滞洪设计及施工，但还要完善成城市生态湿地公园，

以利于游憩和保持。东营市整个区域土壤和水质盐碱化严重，不仅

影响湿地的景观效果，而且对不耐高盐分的草本植物及其生长环境

极其不利，对植物设计是严峻的考验。 

5.2 后期管理 

该项目出资建设单位为城投集团，资产属城投所有，项目主要

功能为蓄滞雨洪水功能，属水务局管理职能，建成生态湿地公园的

维护和管理又属湿地管理中心职能，涉及多个行业和职能部门，可

能会存在管理混乱、缺乏协调的尴尬局面。需政府协调各部门，建

立权威有效的集功能和维护管理一体的综合协调机制。 

5.3 油田生产影响 

目前，在片区内已封停油田生产设施 100 多口油井或注水井，

但仍有 50 余口生产井经营，施工中已为其预留进井路，高压线路和

注水管线、输油管线进行合并归集，但后期运输车辆进出、管线跑

冒滴露仍存在污染风险，须高度重视。 

结束语 

东营市天鹅湖城市湿地（蓄滞洪）工程建设工程以蓄滞雨洪水、

水质净化为重点、充分利用现有雨洪水资源、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和

物种多样性、建设优美湿地生态环境及宣教科谱为基本目标，对美

化城市、恢复湿地生态环境等具有积极地生态效益。2020 年 7 月蓄

滞洪工程已基本完成并经受住雨季的考验，目前已转入生态湿地建

设工程，下一步还将通过招商引资完成渔业及垂钓等项目，为东营

市民建设一个新的休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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