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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水利设计理念的城市河道治理工程

郑建阳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 300222

摘 要：最近几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越来越快，已经走在了全球的前列。面对城市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的生态破坏问题，每

个城市都越来越重视城市的美化和生态恢复，生态水利已经变成了每个城市的重要工作。为了使其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相适应，我国已加大对河流的生态型规划与设计力度，并以此为基础，充分发挥河流水系的功能，以提高我国城镇的环境质

量，推动我国城镇的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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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river management project based on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design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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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urbanization has been accelerating, placing the country at the forefront globally. Faced with a
series of ecological damage caused by urban development, each city is increasingly emphasizing urban beautific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with ecological water management becoming a significant aspect of urban work. To align with China's requirement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ountry has intensified its efforts in ecologically-oriented planning and design for rivers.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it fully leverages the functions of river systems to enhance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urban areas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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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河流就像是一条“血管”，如果河流被污染，那么

这条河流就会失去“血液”，也就是说，整条河流都会“生

病”。目前，我国的城市河流受到了大量的工业污水和生活

污水的侵蚀，一些被污染的河流被称为“臭水沟”，不但失

去了原本的景观效果，还失去了最基础的供水能力，同时也

给周围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更别说实现城市的生态文

明了，所以，在目前的社会发展形势下，迫切需要对城市河

流进行切实有效的整治。

一、河道工程生态治理的性能分析

在河道工程生态治理的过程中，要对河流的水文特性进

行全面的保护，在不对河道进行大范围的破坏的前提下，对

其进行生态的治理，并对其进行高效的处理，从而可以对河

道工程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生态问题进行有效的处理。生态治

理以人与环境的协调共存为根本特征，并具备景观效益、生

态效益、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1]。在进行生态处理的时候，

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对河道的水质进行改善，从而增加河流

中的水生生物和植被，从而达到改善水质的目的。还要对河

道中生物的生活规律展开研究，要将这一过程完全地推进到

河流的自然发展之中，这样才能够对河流中的生命活动起到

良好的作用。此外，在河流的发展过程中，还可以提高河流

中的植物覆盖率，让河流更好地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结合在一

起，从而达到让人与自然之间达到和谐共处的效果。因此，

要想让生态治理的景观效能得到最大程度地体现，就必须要

在河流中设置一些生态化的亭台楼阁，强化自然与河流之间

的融合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给河道建设带来更大的经

济利益，从而推动人们更加关注河流生态治理。

二、我国城市河道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1.忽视生态环境建设

目前我国对河流进行整治时，往往只是强调河流的排泄

作用，而忽略了河流的生态建设。其中，环境、河道和景观

三方面的协调最为关键。在对河流进行综合整治时，既要注

意河流的整治，又要注意河流的生态保护。在传统的河流管

理中，以防洪排涝为基本原理，使用诸如砌石、混凝土等一

些硬物质来达到对河岸的强化和河流防洪的目的，这不但会

影响到河流的生态平衡，也会影响到一些有机体的生存环境。

2.河道内部生态平衡被破坏

在对城镇河道进行管理时，应注意保护好生态环境，实

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在修建河流的过程中，既要保证人

类自身的需要，又要保证河流的正常运行，使河流与河流之

间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1]。所以，在城市河流的管理中，不

能忽略其它生命体的生存环境，维护城市河流的生态平衡。

生活在河流中的生命，在特定的情况下，会与其它生命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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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以维持河道内的生态平衡。过去

在管理中，人们往往只是关注目标的实现，而忽略了生活在

其中的生命。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江河管理的终极

目标，也是江河管理的核心。

3.不重视对河流的水体修复

在当前的城市河道建设中，更多的河道整治项目仅仅关

注于提高和改进河道的水利功能，而忽略了对城市河流的水

质的恢复。水质对周围环境产生的污染，将极大地影响到周

围人的生活。它对周边植被的作用也是不可逆转的。所以，

对河流自身的建设既不应仅仅在意，也应给予相应的关注和

关怀。伴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持续提高，工业化进程加速，

各企业在稳定发展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料及污水、农业发

展带来的农药残留、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等，这些不合理的

排放在很大程度上对城市的河流环境进行了破坏，从而造成

了河流中的水体质量的下降，同时也会使河流中的生物多样

性降低，从而破坏了河流中的生态平衡。

三、基于生态水利设计理念的城市河道治理工程

1.水生植被恢复技术

在河流建设中，河流两侧的水生植物受到了某种程度的

损伤，造成了大量的水生植物的死亡，因此，必须采用水生

植物修复技术来保持河流内部的稳定与合理，以保证河流内

部的污染得到有效的治理。在水生植物技术的具体运用中，

其重点是对植物的根茎叶系统进行修复，通过水体中的微生

物来对河道中的污染物进行分解和处理，以此为基础，再通

过植物来进行吸收和处理[3]。植物修复的区域，主要是以对

河道工程沿线植物的破坏程度、河中植物的存活情况等为依

据，采用人工移栽和培养的方法来进行修复。在这个基础之

上，还必须对河流的水质、水温、鱼类等方面展开深入的调

查，从而让河流的植物生长的环境变得更为合理。

2.强化河道建设与管理

在小规模农业项目的河床整治中，首先要解决原有的问

题，然后再进行优化和改善。通过河道周围的建筑物来保证

水流的畅通，从而达到较好的保护整治效果，比如，目前许

多地方都会通过建设丁坝、护岸、锁坝等方法来进行河流的

治理。因此，在进行此类工程施工时，必须充分了解其总体

状况，以确保有关的设计施工是科学合理的。在保证了合理

的布置以后，使得上游和下游的水流更加平稳和稳定，将水

流进行集中，减少了水流对两边的保护材料的冲刷，提高了

河道两边的安全与稳固性。

3.做好河道转弯与扩宽

在修建河流水利工程时，由于河流一般会有特定的形态，

一般会表现出不同的曲线形态，因此，要根据地方的具体条

件，做好河流的转弯和拓宽工作。这种河道的设计既能减轻

河流的流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河流丢失的概率。但在

进行河道曲线形状的设计时，必须要与当地的水流实际情况

相配合，才能避免对河流产生不良的影响。因为这条河流的

地貌，固然可以降低河流的流速，却也会提高洪水泛滥的概

率[4]。由于在弯曲的河道中，凹面往往会受到强大的水流的

冲击，导致了河道凹面上的土层不断地减小，而凸面又会由

于水流的快速而导致泥沙的堆积。所以，要想在维持河流的

曲线度的前提下，防止洪涝灾害的发生，就必须要制定一个

合理的曲线度。地方水利部门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对各个区

域的河道进行全面的调研，对其进行适当的拓宽，从而降低

河流的流速，使河流变得更窄，从而提高河流的流速。然而，

在河流中存在着大量的水，或是面对着剧烈的降水，就会导

致河流上涨的速度变得很快，从而提高了出现洪涝灾害的概

率。通过对河床进行适当的拓宽，可以减少河床的上浮，为

水利工程的建设争取到更多的时间.

4.水质提升工程建设

通过对河流水环境现状、水质状况和污染成因的分析，

提出了“控源截污”、“生态补水”和“新建改扩建”等措施，

改善河流水质。在现有截污干管道基础上，构建河道截污体

系，与现有城市管网相适应，构建污水干支管网，连通各居

民小区，实现源头治理[5]。新改扩建的污水处理厂站，主要

采用的方法是：对原来的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利用人工湿

地对尾水进行深入处理，新建分散式污水处理站点等，来增

加污水处理能力，并提高污水排放标准。生态补水主要是将

经过深度处理和改造后的废水厂的尾水，用新的补水网络将

其补充到河流的上游。

四、案例分析

1.工程概述

东湖港区地处长江南部，跨越青山洪山和东湖三大行政

区划，属于东沙湖系统。近几年，随着东湖港口的快速城镇

化进程，其外在建设环境不断变化，武汉市建设“海绵城市”

和武汉市“大东湖”的生态网络建设等，使得东湖港口建设

面临着新的挑战。

东湖港口从落步咀闸至东湖（唐菱湖），全长 4.7公里，

是一条综合性的生态廊道，具有防洪排水、生物廊道、航运、

旅游等多个方面的作用。该项目是武汉市通过大东湖调水的

主要渠道，是加速城市水环境文明的一项重大举措。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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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按照 50年一遇的防洪要求，降雨的重复周期为 3年，年

产汇流量的控制比例为 85%，污染物的消减量（以总 SS 计

算）为 70%，水环境质量为 I类，绿地面积为 75%。

2.协同架构建设

此项目拟以河流水循环多过程为研究主线，在保证城镇

运行安全的前提下，发掘并利用自然生态体系对河流水循环

的调控功能，提升城镇的防汛、排水功能。对港口周边的灰

度和绿度进行了系统性的建设，形成了公路、绿网和水网相

互交错和串联的生态网络。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发展相结合，

对红色基础设施进行构建，并与其文化风貌特点相结合，为

多彩的基础设施提供帮助，推动通道及沿渠陆域水岸联动、

协调发展、人水相宜。

（1）灰色基础设施构建

东湖港口是建设“大东湖”的主要水源地，利用港口引

江济湖，使东湖港口与长江流域重新建立起了连接，提高了

区域水资源的供给，加速了湖泊水循环，改善了水环境，同

时也是武汉钢铁集团的一条后备调水水道。在洪水期间，由

青山湖雨水、杨春湖次中心区雨水和东湖雨水三大流域的雨

水，经东湖港口和水泵输送到长江，共同起到了防汛调度的

功能，增加了地区的排涝容量。在保证每秒 30立方米、每

秒 32立方米、每秒 10立方米的情况下，常常使得东湖港口

水位很高，因此，采取了“以水代地”的方式，将地面上的

空间扩大到最大，以增加绿化面积，并在常水层下方设置垂

直的生态护岸，减少了斜坡的比例，为长廊中的植物和动物

留出了活动的空间。利用各种植被在护壁之上组合，构成了

一种生态驳岸，创造了一种持续的、复合型的水岸景观。

（2）构建灵活的总体界面

既能还原河流的天然生态，又能为河流与河流的互动奠

定基础。慢道网：作为武昌区域绿道规划的一项重点工程，

东湖港绿道将以“东湖绿道”为主线，串联起公园，绿地，

滨水区和其它公众活动空间，为居民提供了一个居住和娱乐

的地方，构成了“东湖绿道”。在此基础上，本项目以 7 条

沿河步道为和绿道为纽带，以跨渠桥梁为桥梁，构建陆地慢

行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以 7 条垂江为纽带，将两个区域之

间的区域连接起来，实现两个区域之间的有效连接。为了将

城市滨水旅游资源的优势和水上旅游的特点完全发挥出来，

从而提升城市的整体环境品质、旅游功能，以大桥为节点，

在港口建立起 4.7 km 的黄金水道，并与景观主题分区相结

合，最终形成了四个具有水陆联动作用的特色区段，将水系

景观游线给打通，将沿线景观进行盘活，构建出一种水陆同

时发力的复合慢道网络。

3.项目亮点

针对城市湖泊群落孤立、水体流动性差、承载能力降低

和生态退化等问题，研究基于多点水动力学的城市湖泊群环

状生态水网络建设技术；通过“绿色长廊、水长廊、生物长

廊、景观长廊四条长廊”的营造方式，以微生物、动物、植

物、人群等生境的结合配置，构筑以水陆两种天然基础为基

础的水陆两种生态空间，以克服人-水争夺土地、城市绿色

空间和生物生境缺乏等问题，将单一的水利工程转化为构建

水-陆两种天然基础的生态空间；为解决河流中多种生物的

生存和迁移问题，采取了“河流中多种生物的生境构造”的

办法。一改以往水利建设中河道功能单一，栖息地易受破坏

的现状；解决了河道在城市多种空间功能形态下，对其进行

全面的生物廊道建设及区域多物种生境构筑的技术难点，进

而确保其能够保持良好的健康和稳定发展；整合上层空间与

地区空间，构建沿河人文风貌，打造“四个主题区”，展现

地区特色，重铸滨水生机。

五、结束语

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在城市河道治理工程中的运用具有

重大意义，它既可以为河道内的某些动植物系统的存活提供

一个健康的环境，还可以有效推动河道生态系统的稳定发展，

同时还可以防止水体污染问题的发生，从而提升河道环境的

调节能力，为周围居民创造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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