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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河道生态治理以及环境修复理论

基础的重要性

1.1 城市河道生态以及环境修复的重要性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

大多数人选择了城市发展，这样就造成了城市人口的剧增，大

量的生活工业污水被生产，并流入河流，给水循环生态系统带

来了很大的破坏。如何进行城市河道生态治理和环境修复成

为城市发展必须要面临的重要难题。在过去的城市河道治理

过程中，大多使用的是裁弯取直、人工渠化等硬性措施，这些

措施只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城市河道污染的问题，但是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城市河道的问题。另外，长时间采用这些硬性措施

还会进一步破坏周围的生态环境，严重时甚至导致一些河流

没有进行正常的排水和净化等基本的能力。因此，在解决河道

生态治理的过程中，需要进行统筹规划，全面看待环境修复的

问题。在治理过程中需要遵循自然发展的规律，充分发挥生态

学的相关理论，建立一种新型的河流治理模式，通过这种模式

不仅能够修复城市河道的生态环境，同时还能修复环境，从而

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1]。

1.2 理论基础

生态恢复是指生态系统的结构及其原有功能的再生产过

程。生态修复是一个包括修复、复绿、重建等含义的总称。生态

修复的过程不是在破坏生态系统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一个新的

生态系统，而是在现有的生态系统进行修复，没有必要跟原始

的生态系统一样，只需要恢复原始生态系统的部分功能。生态

重建的目的不是完全重现原有的生态系统，只是将原来生态

系统关键的结构和功能进行自我持续的过程。生态演替理论

是指导城市河道生态治理以及环境修复过程的最核心的理

论。在城市河道植被恢复过程中引入的原始植物经过一系列

演替阶段，最终要达到顶级群落。在发展生态演替理论中，最

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整体性原则、结构性原则、稳定性原则及

循环利用原则等。

2 城市河道生态治理以及环境修复的原则

2.1 河流基本功能的原则

在开展对河流进行生态治理和管理过程中，需要进行统

筹规划、协调发展，制订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河道生态治理方

案，首先在制订策略是在优化城市居民基本的用水需要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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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考虑河道的其他功能，如排水、防洪以及航运等功能。在

河道生态治理以及环境修复工程的过程中，不仅要对城市河

流生态进行治理，同时，还应尽可能恢复河道原有的生态功

能，从而提高河流生态自身的净化和恢复能力。

2.2 生物多样性的原则

河流中的动植物是河流净化的重要基础，正是这些动植

物的作用才能够有效分解河流中存在的有机物，这些水生动

植物和陆地上的生物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为了更好地开展

城市河道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需要以生态学的相关理

论为基础，扩大水域附近的河道，从而更好地河道两侧的区域

为水生动物和植物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来满足不同物种生物

的需求，从而保障生物的多样性。另外，在河道周围栽种一些

合适的树木，这样就能够保证河滩附近动植物的多样性，同时

为周围市民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对一些河道的特殊地段要

加强管理（如河湾、湿地、浅滩和急流），从而保障该地区的鱼

类、陆地植被和其他生物的繁殖[2]。

3 加强城市河道生态治理以及环境修复

的几点建议

3.1 河流纵向线性设计

在开展河流纵向线性设计过程中，应该遵循着尽量根据

河流的原始走向，尽可能保障河流的原始风貌开展设计工作。

结合城市整体发展战略对于河流进行局部调整。当城市道路

与河流相交时，可以根据桥梁和路网规划方案对河流进行适

当调整。在制订调整方案时，应预留足够的转弯半径，要保证

两岸的整体协调和上下岸衔接的合理性。对于规划用地较为

规整的地区，在规划河道通行时，应适当调整河道线，使其尽

可能靠近道路，从而减弱扬尘和噪声对城市环境的影响。此

外，裁弯取直的治理方案虽然在短时期能够有效提高河道的

防洪能力，但是采取这种设计方案会破坏原有的河道景观和

生态系统，因此，在决定是否采取裁弯取直的治理方案需要进

行严谨的论证。

3.2 加强人工设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城市河道的生态恢复过程需要人为的干预，从而减少生

态修复的时间。但是在进行人工设计过程中需要掌握一定的

设计方法，生态修复的系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层次的生态

系统，要注意系统多层功能。在实际设计环节常用的设计原则

有：生态位原理、限制因子原理、植物入侵原理、生物多样性理

论、种群密度控制与分布控制原理、生态学的协同进化原则

等。在采煤塌陷区、城市河道废弃地土地复垦的生态恢复过程

中不能只是强调生态修复的时间，要注意人工干预可能对生

态系统修复的影响，要充分利用生态学的相关原理进行修复，

在生态学理论技术之上，合理利用工程绿化技术、土壤改良技

术，来对采煤塌陷区、城市河道废弃地的生态系统开展修复。

另外城市河道废弃地复垦应坚持生态的相关理念，以保护物

种多样性为目标，针对不同的土质和污染情况制订最佳的土

壤改良方案，同时利用相关的生物技术来进行生态系统的恢

复。同时要注意加大对重金属的处理，可以利用煤炭垃圾或粉

煤灰作为养料来促进植被的生长。

3.3 开发生态型护岸机制

生态护岸机制也是城市河流生态管理和环境恢复的重要

措施，同时这种保护机制已经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

种治理机制的最大优势是成本低，还能够有效改善生态系统

的环境。但是在发展生态型护岸机制时，不能够盲目照搬其他

城市成功经验。应该充分结合本地区的气候和河岸具体的地

势来选择合适的护岸植物，避免使用外来植物造成物种入侵

的生态问题[3]。

3.4 在法律层面加强对于城市河道治理

中国的经济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进行，近些年，

中国环境问题尤其突出，虽然中国采取了很大措施来进行整

顿，但取得的效果还是十分有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环境部门执法遇到的障碍很大，很多部门对于环境问题没有

真正重视，因此，中国必须把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提升到法律

的层次，真正约束着相关职能部门，使得中国的政策方针能够

真正执行贯彻下去。

在监管方面，中国要统筹各个环境管理部门建立严格的

监管制度，同时，要明确各个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坚决打击偷

排工业废水的行为和企业。同时，要不断改革和创新管理系统

的建设,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国的生态环境不被破坏。

4 结语

城市河道治理对一个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开展城市

河道治理和环境修复的过程中需要掌握一定的原则和一定的

方法，要按照生态学的理论来指导治理和修复工程，这样更好

保护城市生态系统。

参考文献

[1]张晨.城市河道生态治理与环境修复关键技术之研究[J].绿色

环保建材,2017(1):215.

[2]张先起,李亚敏,李恩宽,等.基于生态的城镇河道整治与环境修

复方案研究[J].人民黄河,2013,35(2):36-38+77.

[3]石焱.城市河道生态治理与环境修复[J]. 江西建材,2017(11):

118-120.

环境工程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