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Hydraulic Engineering and Design, 水利工程与设计(5)2022,4
ISSN: 2661-3816(Print)

引言：

为了解决我国中小河道生态水利治理的主流问题，

借鉴国外治河经验，对国内主流的中小河流治理理念、

基本原则、治理思路、技术措施等进行归纳整理。基于

此，将目前中小河流生态水利工程治理的主流理论和较

为成熟的实践应用归纳整合，基本形成一套完整连贯的

中小河流生态水利工程规划设计体系，为年轻的水利设

计师提供可参考的思考体系。

一、中小河道生态水利工程治理面临主要问题

1. 河道行洪断面缩小，防洪安全存在隐患

目前我国河流里中小河流比重较大，而中小河流的

治理受重视程度往往不如大江大河。据统计，目前中小河

流水灾损失约占全国水灾损失的80%，中小河流洪水灾害

和山洪灾害伤亡人数占全国水灾伤亡人数的2/3以上。

（1）河道断面侵占严重

部分县（区）、乡镇、农村河流往往存在河道侵占严

重的问题。河道管理范围线内违建耸立，周边居民将河

道岸坡甚至河道内变为耕地、河岸乱倒垃圾的现象常有

发生。

（2）堤防损坏失修，水土流失严重

较多的中小河道由于治理资金缺乏，岸坡仅为疏松

的土坡，土坡之上并无种植或是其他固土措施，导致雨

季水土流失严重，河道逐渐淤积，防洪不达标的情况屡

见不鲜。下雨时泥水掺杂，土质岸坡逐渐被淘刷后退，

河床抬高，增加了清淤频率和清淤量，淤积对河道“束

窄口”行洪也造成了威胁。

2. 水量不足或水动力较差，水质恶化，水生动植物

灭绝

（1）河道蓄水困难，水量不足，频频断流，水生动

植物灭绝

中小河流季节性干枯频发，在北方河流中较为常见，

夏季行洪凶猛，冬季来水不足，更有甚者，夏季也无水。

河道中水生动物无生存空间，植物缺乏相应的水分补给，

导致水生动植物基本灭绝，连生命力旺盛的野草也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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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例如，在九月底左右，即汛期之后对潮白河、北

运河和永定河三个流域的多条河道进行生态补水，以此

来改变多年来多条河流“寸草不生”的局面。

（2）水动力较差，水体黑臭，水质恶化

中小河道有时为了“存得住水”，往往通过建坝来蓄

水，而上游来水不足导致换水周期达不到规划要求，因

此水体流动性变差。同时，中小河道污水乱排情况仍需

治理，在污水处理厂不达标污水排放、河边养殖场污水

排放及沿河排污口偷排加剧情况下，水环境承载能力严

重不足，水体自净能力减弱甚至完全丧失。城市水体黑

臭的直接原因是水中溶解氧含量过低导致厌氧或无氧反

应。水体中溶解氧浓度在低于 2mg/L 后就容易黑臭，水

质恶化导致水生动植物难以生存。

3. 河道用地紧张，水景观效果差，周边居民幸福度低

中小河道由于缺乏统筹规划，河道两岸往往紧邻道

路、房屋或是基本农田，基本无休憩空间，亲水性较差。

在治理时也往往由于两岸用地紧张，堤防多采用直立式

挡墙，即便存在休闲人行慢道，但往往较窄。较为常见

的是一侧临河，但因过流断面受限导致水位控制不佳，

亲水感较差；另一侧采用较陡甚至直立护岸以便节省横

向空间，导致居民游憩时压迫感较强，体验性较差。中

小河道由于堤防受损失修、水量不足、水动力较差、用

地紧张而导致水体自身景观效果差、河道两侧无景观休

憩空间，逐渐丧失了宜居、高地价的优势，再加上行洪

隐患和水体污染的问题，周边居民幸福度不仅得不到提

升，反而开始下降。

4. 设计院力量参差不齐，缺乏统筹系统观念，复合

型人才缺失，知识更新缓慢

（1）设计院力量参差不齐，设计缺乏统筹系统观念

中小河流生态水利治理项目的规划设计往往是由当

地的水利设计单位进行的，其设计力量参差不齐，传统

水利观念根深蒂固，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可复制的治理

模式。这种单一片面的模式缺乏从宏观角度出发，来统

筹系统的考虑、因地制宜的治理，对于河道与周边地形、

与周边居民、与景观设计、与生态系统融合考虑不够。

例如，GB50707— 2011《河道整治设计规范》条文说明，

裁弯工程改变了河势，对上下游、左右岸的影响太大，

因此确定实施裁弯工程应经技术经济充分论证。裁弯工

程是一种根本改变河道现状的河道整治工程，要保证工

程取得成功，必须认真做好裁弯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

而在以往河道治理项目中，盲目地截弯取直且不加论证

的做法在实际中被屡屡诟病。

（2）缺乏专业人才和复合人才，知识更新较慢

设计院是智力密集型服务单位，主要依托专业设计

人才来完成项目的规划设计。对于传统水利设计单位而

言，水利专业人才是主流，而水生态、环境专业人才相

对不足，水利水生态复合人才更是少之又少。对综合性

较强的水环境治理项目，未达标水体治理项目，或是需

要统筹考虑、系统治理的河道往往力不从心。规划设计

的依据除了相关法律法规外，主要是规范标准。目前涉

及生态河道治理的规范除了国家标准外，主要来自水利

部发布的规范，不少规范多年未修订更新，缺乏以生态

水利为根本的普适性规范体系。此外，更新较为及时的

便是参考书籍和文献，而这些作为设计依据时又往往面

临较多阻力且难以落地。目前我国水利工程设计方面的

标准科学指导文献较少，相关的准则只是针对整体水利

工程设计提供指导，在具体的生态水利河道规划设计缺

乏相应的指导内容。

二、中小河道生态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应当遵循的治

理理念、基本原则和技术思路

1. 治理理念

“人 — 水 — 生 态 ” 和 谐。“人 ” 是“以 人 为 本 ”，

“水”是“以水为重”，“生态”是“以生态为先”。“人”

与“水”和谐发展，人理解水，水富裕人；“水”与“生

态”相互促进改善，水为生态系统中的动植物提供生命

元素和栖息空间，生态系统对水体进行净化美化；“人”

与“生态”和谐共生，人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生态系

统养育人。

2. 基本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因地制宜型、资源节约型、可持续

型。中小河流往往分布范围广、地域差异大，“一河一

策”说明了每条河流都有其独特的特征和治理策略，采

用因地制宜型原则对中小河流进行本土化规划设计是人

对水的最大理解。资源节约型和可持续型原则与国家提

出的“两山理论”一脉相承，应用在中小河流上既能节

省工程投资、减少对环境的负面扰动，又能为河流自修

复、持续发展提供基础。第二个原则是使用功能满足要

求、结构安全稳定可靠。对中小河流的生态水利工程治

理往往采取一系列的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其目的是

解决现状问题，确保其使用功能满足要求，同时结构安

全需要稳定可靠。例如，在解决防洪问题时，应确保河

道行洪断面、亲水平台及生态堤防的功能满足要求和结

构安全。第三个原则是自然健康化、空间异质化、透水

性、连续性。“两化”中的自然健康化是指尊重河流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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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原貌，关心水生动植物的生命，关注水质状况；空

间异质化是指对不同段河流和不同空间功能下的休憩空

间进行异质化设计，同时尽量保证物种多样性，既会增

强生态系统对河流的修复作用，也能提升周边居民的休

憩体验和精神愉悦。“两性”中的透水性是指遵循土壤与

河流之间微生物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如可采用柔性、软

质驳岸、护底和透水性材料；连续性包括两个方面，一

是水流的连续性，是指确保生态基流，避免断流，二是

河道的连续性，例如采取清淤疏浚、减少闸坝等阻断河

道的水工建筑物以及水系连通措施。

3. 技术思路

结合常规的规划设计思路，对其内容进行细化和补

充，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流程。

（1）准备工作

在现场踏勘调研前先对河道进行大致了解，采用遥

感影像等方法顺着河道进行俯视游览，对观察到的隐患

和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标注说明，针对利益相关者提出

的问题先做出开放性的假设，正如胡适所言“大胆的假

设，小心的求证”。此步骤往往容易被设计师忽视，带着

问题去现场求证更加有的放矢。

（2）踏勘及收集资料

现场踏勘的主要目的包括直观地了解河道要素和现

状地形、周边人居环境及当地工程惯例等自然条件，同

时更加高效地获取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建议。设计师需

要了解的诉求方分为两类，一类是项目所在地的水务、

住建和环保等部门，一类是治理河道附近的受益居民。

设计师往往容易忽略对周边居民的民意调查，实际上让

他们也参与到河道规划设计当中，适当合理听取他们的

意见，会提高周边居民对河道治理后维护的自发性和积

极性。针对提前做好的问题假设，在现场对假设进行排

除和验证，基本锁定河道现状问题、治理难点要点、可

利用的本土资源等。

（3）设置规划设计目标

针对确定的问题设置规划设计目标，目标应分为总

体目标、子目标和专业目标。例如，贵阳南明河水环境

治理综合整治项目的总体治理目标是“水变清、岸变绿、

景变美”，并设置了三期工程，每个阶段又设置了多个子

目标。针对不同项目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设置相应的总体

目标，总体目标可通俗易懂，对于子目标，笔者从水安

全和水生态两个方面论述。水安全子目标下包括三个专

业目标，分别是防洪安全、水质安全、运管安全。水生

态子目标下包括两个专业目标：生态水量保障、水生动

植物保障。

三、总结

通过整合国外、国内主流中小河流治理技术，基本

形成一套完整连贯的中小河流生态水利规划设计体系，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年轻的水利设计师提供参考。因河

流生态治理涉及专业较多，笔者仅从水安全和水生态两

个目标的实现切入，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随着项目

类型的逐渐增多以及南北方地域特色和水文化等概念的

强调，该设计体系需要不断完善、纠偏或是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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