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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域概况 1

案例流域为东莞市石马河流域，总面积1249km2，

自2012年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加强石马河整治的决议以

来，石马河污染综合整治一直是省重点督导项目，其中

旗岭断面是国考断面，要求2019年达V类标准。为尽快

完成国家、省关于石马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攻坚要求，

实现石马河流域水环境长治久清，东莞市决定实施石马

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二、流域治理亮点

本项目由中电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多

家建设单位共同参与，在建设中，秉承“总量减排，断

面达标”核心，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有多处综合治理亮

点。

2.1明确治理目标

治理目标：2020年6月流域内基本完成进村入户管

网改造，雨污分流系统基本建成，污水处理率90%以上，

107条河涌全面稳定消除黑臭，旗岭断面水质达到Ⅴ类水

质标准，干流防洪能力达到50年一遇，建成信息化、智

能化的流域一体化管控平台。

2.2全国规模最大的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EPC+O项

目

东莞市石马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工程总投资一百多

亿元，涵盖水环境治理工程、水安全保障工程、水景观

提升工程和一体化管控平台工程，工程整体采用EPC+O

的建设模式，是截至目前为止，全国规模最大的流域水

环境综合治理EPC+O项目。

2.3开展“五洗”工作，现状本底调查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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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标后，各建设单位对石马河流域7个镇街开

展洗楼、洗地、洗井、洗管、洗涌“五洗”调查工作，

涉及流域面积达601km2，共完成234个大片区，8.7万栋

建筑，16.1万块水表，3083个排水单元，5100km市政管网、

190km暗渠、468km暗涵、10727个排口、107条河涌的

本底调查工作，为后期实现系统治理、精准治污提供了

有力依据。

2.4水质达标见效最快

本项目以“两监测、两平衡、一分析”为基础，以

水环境模型为载体，根据各流域特点划分流域控制单元，

并建立各控制单元与排污口的一一对应关系，进行水环

境容量核算，将污染削减分配到各控制单元，并建立各

控制单元与水质达标的敏感性关系排序。坚持问题、目

标“双导向”，提出五大治理措施：管网完善、河道整

治、生态修复、景观提升、智慧管控；统筹考虑各控制

单元污染削减需求及工程实施难易程度，紧扣水质目标

要求，近远结合、科学安排施工进度，实现水环境质量

改善，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岸线景观进一步提升，洪涝

灾害风险削弱，信息化、智能化管控。

东莞市石马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于2019年1月13日

中标，中标后随即组织开展勘察设计和工程建设工作，

工程实施后，旗岭断面水质持续呈现好转情况，并于

2019年12月达到V类水标准，实现了“当年中标、当年

设计、当年建设、当年达标”的壮举。

2.5规划引领、设计先行

按流域统筹，系统治理的治水理念，由一家设计单

位从摸排、规划、设计、实施、运维全过程技术统筹，

实现了摸排、勘察、设计与智慧管控的无缝对接，真正

意义上践行了“规划引领、设计先行”的治水模式。

2.6开创全国首个全流域覆盖、全流程管控的智慧运

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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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流域管理制度与运维措施，构建一体化管控平

台。在河湖水系、排水管网等位置布设测控站点，构建

流域立体感知体系。利用倾斜摄影、地理信息系统、BIM

等技术构建地上地下通透的数字平台，地上呈现流域三

维场景、河湖水系、测控站点信息及分布；地下呈现管

网布设及二三维空间位置关系，利用管网数据采集APP，

结合数字管网模型，实现管网信息的实时录入、查询分

析、故障诊断和精准定位。通过发布预警信息、设置监

控阈值、调用模型算法、调度厂站闸阀，提升流域管理

运维水平。

2.7东莞市建设效率最高

2019年1月13日，中电建中标后即刻开展工作，在

工期紧、工程范围广、治理难度大的压力背景下，充分

发挥EPC+O模式下中电建作为央企的责任担当，边设计

边施工，于2019年11月底初步完成全流域管网工程建设

内容，10个月建成管网3000km。确保了国考旗岭断面，

在2019年12月份达V类水质的阶段治理目标。

2.8建立水质模型，实现精准治污

运用产汇流、管网、河道耦合的水动力学水质模型，

模拟分析了多种工程组合方案实施后，晴天和雨天工况

下河流水质变化情况。为工程方案比选和优化设计提供

技术支持。

2.9挂图作战，重点突破

项目自中标后迅速开展作战图绘制，实行“流域一

张图、一镇一图制”，指导项目前期设计，同时结合水质

改善重点目标与工程类别划分，将流域内七镇的作战图

进一步细化至“五图二表”，包含管网布置图、排污口分

布图、水质监测点分布图、源头雨污分流分布图、管网

实施计划表及排污口整治计划表，为工程稳步实施、水

质顺利达标塑造了良好基础。

2.10新技术应用

针对石马河流域排水系统的复杂性和难点问题，率

先将三维激光扫描、三维探地雷达技术运用于水环境治

理领域，先后采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暗渠进行探测，

实现暗渠内部结构实景重现。采用三维探地雷达对复杂

管线段进行精细化探测。同时采用倾斜摄影技术进行三

维建模，从宏观到细部全局提供精确的地形数据支撑。

2.11建立管网监测、水质监测智能管理平台。

东莞市石马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是全国首个采用全

流域整体运维模式的EPC+O项目，五年运维期间中电建

将为石马河流域提供河道管养、管网检测及巡查、绿化

养护、污水提升泵站管理、一体化管控平台运维等保姆

式服务，真正意义上做到责任一杆子揽到底，从设计、

施工、运维全流程进行流域水环境管控，保障流域长治

久清。

三、流域治理后的管制

3.1推动河长制管控优势

充分发挥“河长制”各级河长的优势，加强河道管

理，加大“清四乱”和“五清”专项行动力度，全面清

理沿河岸外延6m范围内一切违法搭建、种植、养殖活

动。市决战督导组会同各镇城管、生态环境等部门，加

强对垃圾填埋场、收集点、堆放点、中转站进行巡查，

累计发现问题386处，均已落实整改；巡河新发现“五

清”和“清四乱”问题981处，目前均整改销号。29条

重点河湖已有28条完成两岸六米范围内“五清”和“清

四乱”专项工作。以石马河国考断面水质达标百日攻坚

战为契机，进一步压实镇村河长责任，通过巡查、抽查、

暗访考核等措施，发动2万多人次加入“清四乱”“五

清”行动。

3.2开展专项协同执法行动

根据水系分布、河流走向、污染源现状定期开展集

中专项执法行动，对水质变差、水质持续排名靠后、污

水处理厂进水异常、工业聚集、垃圾乱堆乱放、河道违

章搭建、占道种植养殖等重点片区实施地毯式排查，严

厉打击各类违法排污行为。组织开展了多次联合专项排

查行动，石马河专项行动共出动市镇两级监管执法人员

4094人次，共对企业开展现场检查1743家次，查处散乱

污企业252家，现场取样监测70家（其中夜查出动212

人次，检查企业85家次；节假日检查出动280人次，检

查企业119家次）。

检查中共发现问题企业953家（其中涉嫌直排113

家、偷排4家、漏排18家，不正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12

家），已现场查封35家，拟立案查处环境违法行为141

宗。已出行政责令文书69份，行政处罚告知书128份、

行政处罚决定书19份。严厉打击了一批直排、偷排等环

境违法行为。

3.3落实联动执法机制

强化部门联动、跨市联合、跨镇联合执法力度，制

定石马河流域水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法，实施突击

检查、交叉执法、联动执法、抽查稽查等执法机制，全

面落实网格化监管、随机抽查制度，从6月份起加大对

流域内涉氮磷和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污染源执法监管力

度，实现每月对涉氮磷和重金属污染企业联动监测执法

检查1次；加强对企业污水处理设施、在线监控、中水



89

Hydraulic Engineering and Design, 水利工程与设计(4)2021,3
ISSN: 2661-3816(Print)

回用设施、生活污水排放口、雨水排放口和工业废水排

放口的监测监管，力争检查一次，取样监测一次。加强

深莞惠执法联合力度，每半年开展一次跨界联合执法或

交叉执法；强化排污者责任，对无证排污、未按证排污、

超标排放、规避监管违法排放，依法从严从重处罚并启

动按日计罚。

3.4公众参与、共同护河

充分发动和鼓励群众积极参与河长制工作，提出河

长制公众号、投诉信箱、投诉电话等公众参与河长制工

作的渠道。通过利用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向社会公告河长

名单，及时发布河湖管理保护相关信息。通过专项“护

河”行动，提升了市民素养，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身

边河涌、爱护河涌。这也成为石马河流域上游四镇巩固

治水成效的片段。

在各级河长的努力下，河涌沿线设置了河长公示牌、

河道保洁警示牌，“有人管、有人治、有人护”。通过传

统媒体、新媒体等多种方式，加大对石马河流域水环境

治理的宣传，鼓励公众参与和监督河湖管理保护工作，

积极拓宽公众参与渠道，使群众充分感受河湖生态环境

改善带来的生活品质提升，自觉增强护水意识，形成全

社会共同爱水、管水的良好社会氛围。

四、结语

通过对石马河流域的综合治理，中电建等相关建设

单位在项目建设中，严格树立目标，运用了新技术、新

手段，高效的完成了石马河流域的治理问题，在治理方

案上亮点众多，成效高，以及治理后的各项管理手段明

确，为石马流的生态环境打下了坚固基础，为建设美丽

东莞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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