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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阶段，在中国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城市内涝以及水质污染等现象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环境问题，也已经严重危及

中国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因此，必须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相应的整治。随着中国对于城市水文的不断重视，逐渐引进了健康

城市水文这一理念，也采用了非常多的水文整治措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是在城市使用效应规划过程中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

Abstract: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phenomenon of urban waterlogging and water pollution has become a prominent environmental 
problem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which has seriously endangered the daily production and life of 

Chinese residen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corresponding remediation for these problems. With the continuous attention 

to urban hydrology in China, the concept of healthy urban hydrology has been gradually introduced, and a lot of hydrology regulation 

measures have been adopted and good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use 

effect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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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虽然中国各地政府都非常重视城市化进程中的水

资源保护问题，但是某些措施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并没有切中

问题的要害，所以效果并不明显，导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水

文问题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一旦发生暴雨等恶劣天气的时候

城市内涝现象非常严重，因此在城市水文效应规划过程中，

必须针对城市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水文规划措施，才能

够保证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2 在城市水文效应规划过程中引入健康水文
循环的重要意义

水文循环的过程是中国生态系统来自我净化的一个过

程，也是一种自然生态演化的过程，因此这个过程相对来说

是非常复杂的。在循环过程中，最主要的一些载体就是河流、

湖泊、湿地、内陆湖等，而如果这些载体出现污染比较严重

的情况，那么，在水文循环过程中就会扩大这个污染的范围，

导致城市污染的加重，进而形成水文效应，而一些恶劣的水

文效应，对于城市内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容易出现城市

内涝，洪水等自然灾害现象对于居民的人身健康及财产所带

来的损失是不可估计的。因此，目前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

对于水文循环的重视是非常高的，相关的研究人员也为此做

出了非常多的努力，最开始，相关专家在城市水文循环规划

过程中，主要用的是一些工程技术设备，但是，经过相关实

践发现，这类设计并不能很好地保证城市水文循环的稳定

性，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就提出了健康水文循环这一重要

理念，并且提出了相应的一些解决措施，让理念与实践相结

合，用理念去指导实践来进行相应的水文循环保护活动所取

得的效果是比较突出的。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水文效应

对于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仍然需要各大居民不断的努力，贯

彻落实健康水文循环的理念，提高居民的自然保护意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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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化对于水文循环的作用影响
城市化进程中，这个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建筑物不断的

增多，这就对中国的地表及地下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

此对于水文循环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3.1 城市化进程影响了雨水的下渗
为了保证建筑物的质量，通常都需要一个良好的地基支

持，越高的建筑物地基往往越深，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土地

结构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并且在后期，由于各种钢筋、混

凝土等材料的灌入，导致地面以及地层硬化现象非常严重，

如果出现降雨量比较多的天气，那么还有可能导致雨水的下

身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在自然的地表环境下，由于土壤相对

来说是比较疏松的，雨水可以从土壤缝隙中下渗到地下河，

但是随着地面固化现象的不断加重，有很多地下水无法下

渗，只能够在地表流动，只有到达相应的下水口之后才能够

汇入到地下河，而这些地表水如果积累过多，那么就很容易

造成城市内涝的现象 [2]。

3.2 城市化进程打破了地表格局特征
在水文循环过程中，各个不同流域的水源之间是有着相

应的影响和联系的，而在城市中，对于各种建筑项目进行施

工过程中导致水文形态和水文的产流特征发生了重要的变

化。通常情况下，各个河流的支流以及各个湖泊会形成不同

的水系网络特征，而且这个特征如果不在人为因素的影响

下，是不会轻易发生改变的，但是在各种建筑物的建设过程

中，为了提高建筑的质量和效益，严重忽视了河流所具有的

天然网络形态。例如，在城市道路的建设过程中，为了保证

城市道路规划的合理性，通常会对一些河床和河流领域采取

截流，或者改道等方式，清早会导致河道的不断缩小，重则

会导致整条河流的消失，而一个城市中每个季节的水流量是

一定的，这些消失的水流就会并入地下河或者其他的流域，

打破了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而一旦生态平衡被打破，

那么最终影响最深的还是人类自己。

3.3 城市化进程降低了水文系统的调节能力
生态系统在发展过程中拥有比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但

是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调

节能力跟不上被破坏的速度，所以就导致了极大的生态破

坏。水文系统也不例外，也拥有非常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可

以保证每条河流或流域的流量和流速都有一定的规律性。但

是，通过相关调查发现，近几年中国城市水文在发展和调节

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危机，暴雨洪涝的出现频率增

加，这些都是由于水文循环系统遭受到了破坏。但是，在中

国城市化进程中对于水文系统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只能尽力地采取措施去降低影响 [3]。

4 对于城市水文效应的规划对策
4.1 从地缘划分转变为水缘划分

现阶段，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已经充

分意识到了各种建筑物对于城市水文环境的影响，因此都在

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在南美洲等一些国家，他们在城市规划

过程中，不以城市的地形形状作为划分依据，而是以城市的

水缘形态作为划分依据，这种方法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取

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对于城市水文循环的保护是非常有利

的。但是各个城市之间的联系相对来说比较弱，而水文流域

的联系是非常强的，如果一条河流到上游城市，是按照水缘

划分进行城市建设，而下游地区则是采用地缘划分进行，那

么从整体上来看，对于水文循环的保护效果就比较弱，因此

必须加强同一流域内不同城市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才能够保

证这种划分方式可以取得更好的成效。同时，在同一流域内

还要进行合理的分工，避免重复工业和产业类型的建设，实

现优势互补的发展方式，既可以保证同一流域内的经济发展

水平，而且对于流域环境的水文保护也是非常有利的。

4.2 将流域内的水资源量作为城镇定级的标准
现阶段，在中国大多数城市定级的过程中，通常是将经

济发展作为主要标准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中国经

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但是也忽视了对于环境的保护。因此，

为了更好地促进健康水循环理念的传播，在城镇定级的过程

中可以将水资源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结合起来进行使用作为

城市定级的标准，可以保证城镇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健康

水文循环的发展。并且同一流域内上游城市的水资源量的标

准要高于下游城市，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加强同一流域内城镇

之间的协调配合，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城市水文效应规划对策的应用过程中

对于健康水文循环的理念认可度是非常高的，而且通过相关

实践发现，健康水文循环的方式所取得的效果是最好的，但

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于水文循环仍然存在

着很多影响，论文就针对这些影响展开了具体论述，并且提

出了有效的解决措施，希望可以为中国不同地区的水源规划

提供一点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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