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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工业，导致生活

污水、工业废水的排放量持续增加，引发了水体发黑发臭问

题，在长期发展中会形成黑臭水。基于此，本文分析了黑臭水

体治理问题，总结了海绵城市建设中黑臭水体治理思路及技

术措施。

2 黑臭水体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2.1 治理技术问题

现阶段，社会各界的污水排放量持续增加，为城市黑臭

河道治理带来了很大压力，导致很多问题不断显现出来，相

关部门需要引进更多精细化、针对性的河道吸附技术，并加

大生态修复技术的研究力度。

2.2 管理维护问题

在城市黑臭河道治理过程中，短期内城市河道的感官，

如河水颜色、透明度、气味、亲水性等，以及水质指标，如有机

质、总氮、总磷等会得到很大改善。但是，在后期维护管理工

作中，存在管理不科学、后期维护管理不到位问题，导致城市

河道治理后又回到治理前的黑臭问题[1]。

2.3 资金投入问题

目前，在城市黑臭河道治理、海绵城市建设项目中，政府

部门普遍实行“PPP”资金投入方式，但实际效果不够明显，财

政资金投入无法支撑城市黑臭河道治理，政府部门还需要积

极探索更多现代化资金投入方式，如收取城市河道企业治理

专项基金、河道附近房地产、娱乐等相关企业的资金援助、社

会援助、群众参与等。

3 海绵城市建设中黑臭水体治理思路

3.1 污染源控制

在城市建成区中小河流黑臭水体治理过程中，相关部门

需要实行污染源控制措施，从污染源进行有效控制，一般可

以实行城市水源污染、截污纳管等方式进行处理。在城市水

源控制过程中，技术人员需要注重雨水污染成分控制，一般

进行初期雨水控制、低影响开发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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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水体净化

3.2.1 水体富氧

城市河道中黑臭水体的主要原因是水体中的氧气浓度相

对较低，相关部门需要及时解决城市河道外源、内源污染问题，

确保河道水体的富氧化。因此，相关部门需要合理地选择河道

水体富氧方式，有效地增加水体氧气含量，为水生植物、水生

动物、微生物生态提供基础保障，有效地进行生态修复工作。

因此，为了有效实施水体净化工作，必须注重水体富氧环节。

3.2.2 水生植物的种植

在水生生态系统中，水生植物是其中的关键生产者，人

类在河道水体修复过程中，可以重复进行补救，并实行相应

的技术措施进行处理。现阶段，水中的水生植物一般分成两

种，分别是间接种植、直接种植，具体来说是间接的生态浮

床、直接在水体中进行种植。在种植生态浮床水生植物的过

程中，常见的植物是富集氮磷能力强、耐水、观赏性强的植

物，还可以在生态浮床下方设置微生物球，有效地吸附、降解

水中的有机污染物、氮、磷等污染物质；水中直接种植的水生

植物是沉水植物、浮水植物、挺水植物。相关人员需要充分了

解基底实际情况，以此为基础种植沉水植物，还需要深入分

析水质情况合理种植浮水植物，而挺水植物对水深要求相对

较高，一般种植在岸边附近的水域中。

3.2.3 微生物群落恢复

在生态系统中微生物群落发挥着分解作用，其能够针对

动植物残体、有机污染物等进行分解，可以将有机物分解成无

机物，确保生源要素的有效循环。在城市黑臭河道水体中，微

生物群落结构具有单一性特点，不具备分解者的作用，这时需

要在水体中添加微生物制剂，提高水体微生物群落的丰富度。

3.2.4 水生动物投放

在水生生态系统中，水生动物是其中的关键消费者，如

鱼类、底栖生物等，其能够消费河道水生植物中生产者的生

产物质，确保水生生态系统物质的正常循环，及时恢复生态

系统，提升河道水体的自净能力。

3.3 河岸带生态修复和景观营造

3.3.1 生态河岸带的建设

在河道生态系统中，河岸带是其中的关键内容，其发挥

着安全防护、生态保护、景观建设等作用。但是，在城市河岸

建设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如河道河岸带被占用、被垂直

硬质护岸代替等，导致河道河岸带遭到严重破坏。为了有效地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引进河岸带生态修复技术，如垂直驳岸活

枝捆生态护岸成型技术、硬质光滑护岸体表面改造技术等。

3.3.2 亲水河岸的建设

为了提高水体的亲水性，确保城市居民和河道水体的有

效接触，必须做好城市黑臭河道治理工作，确保“人水和谐”

发展。现阶段，在建设亲水河岸的过程中，需要降低河岸坡

度、延伸河岸平台，合理地建设亲水性走道，并将河道的单一

形状恢复成自然的蜿蜒形状。

4 海绵城市建设中黑臭水体治理技术措施

4.1 环保清淤

在环保清淤工作中，工作人员普遍利用挖泥船中的泥浆

泵吸附水底淤泥，并对其进行脱水、分离、净化处理。清淤管

道的密封性比较强，在处理淤泥过程中不会影响周边生态环

境，也不易带来水体二次污染问题。因此，相关部门必须做好

环保清淤工作，及时处理建成区中小河流水道中的淤泥、重

污染物质，进一步提高中小河流的防洪能力、泄洪能力，实现

河道的良性循环。

4.2 新型材料

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中，很多新型材料已融入海绵城市

建设中，为河流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有效进行提供了支持，技

术人员必须予以重视，有效地治理黑臭水体。

4.2.1 柔性生态土工袋

柔性生态土工袋指的是利用聚酯纤维、聚丙烯材料生产

而成的土工袋，工作人员可以放置促进植物繁殖的土壤、种

子，将其摆放在护坡表面、坡地位置，这样就会形成防护墙，

在持续发展中植物也会不断生长，为护坡的稳定性、牢固性

提供支持，有效地抵抗雨水、洪水带来的危害，减少水土流失

问题的出现。

4.2.2 生态混凝土

生态混凝土的重点是环保，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生态环

境、硬性护坡之间的问题，适用于中小河流护坡工程中[2]。并

且，生态混凝土护坡的渗透性、力学性能比较强，既能够促进

植物生长，又可以净化水资源。

4.2.3 蜂巢格式护坡

蜂巢格式护坡指的是利用高强度新型复合材料、超声波

焊接技术制作的护坡结构，其主要是将沙土、水泥混合料、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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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规划编制结果

结合当前国家鼓励建设综合管廊的政策和地方实际，在

上述规划思路和对策运用基础上，规划梅州市将采用地下综

合管廊和分类直埋综合两种形式进行地下管线的敷设。规划

建设地下综合管廊超 100km，并对重要路段的管线综合横断

面提出详尽的布局要求；结合中心城区道路系统规划，确定

骨架路网上主干道相交的 28 个交叉节点作为管线系统上的

重要节点，进行管线竖向高程设计（见图 1）。

图 1 重要交叉节点管线综合图

4 结语

地下管线综合规划是城市地下管线管理、城市地下空间

资源合理利用的规划依据。本文以中小型城市梅州为例，通

过全面深入分析地下管线现状和问题，提出中小城市地下管

线综合规划编制思路：要科学整合各类管线和部门诉求，要

坚持编制承上启下好用实用的规划；提出要将地下管线系统

安全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将地下管线空间布局作为关键内

容，将地下管线综合模式分类分区作为重点工作的编制对

策，以期为中国其他中小城市管线综合规划编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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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料等填充到网格中，这样就会形成刚度大的侧向限制结构

体系，其本质是河道生态体系的柔性护坡，可以增强护岸的

稳固性。

5 海绵城市建设中黑臭水体治理实践

5.1 实例分析

湖南某度假区水专项设计项目总建设面积约 67hm2，项

目所在区域主要包括酒店、商业用地、居住用地。

5.2 实践措施

5.2.1 流域空间分析

湖南某度假区水专项设计项目所在区域的西侧是湖泊，

以此为主呈现出菱形分布，整个场地是独立的回水区域，湖

体面积约 9hm2，集水面积约 4.5km2。

5.2.2 场地总体布置

通过分析场地的实际情况，可以从山体雨水、建筑场地

雨水等方面，针对区域给排水系统进行专项设计，受水位起

落的影响，湖泊上游 1hm2 区域内会出现干湿交替的水面，设

计人员可以将其布置成人工湿地，满足水面升降需求，还可

以将湿地系统作为重点，但在人为因素的影响下，被干扰区

域会出现雨水、污水，在进入湿地净化后，可以进入湖泊的中

心水域。

5.2.3 场地建设时空分析

技术人员针对原场地进行了海面改造，场地内径流时间

增加了 1 倍以上，调蓄空间增加了 3 倍左右，径流总量控制

率由 60%增加到了 90%左右，水域群落改造融入湿地群落

中，通过实行相应的海绵措施，为场地水体提供了相应的时

间、空间，确保核心水域的水质。

6 结语

黑臭水体治理工作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这就需要将其作

为海绵城市建设的关键内容，引进更多现代化技术、先进经

验，并根据河流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治理，为实现长治久安

的目标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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