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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道综合治理是一个新型概念，是伴随着生态环保理念的发展而诞生的，其将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联合应用，实

现河道系统的持续发展。河流的流通情况、卫生情况和综合治理情况，关乎区域性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为避免河流污染和河

道淤泥堆积等对河流体系造成不良影响，需积极治理河道。论文分析了河道综合治理措施，以期为保护河流体系、维护生态

系统健康及稳定提供依据，希望为维护河道水系、维护环境安全和稳定发展提供依据。

Abstract:	 	Comprehensive	 river	management	 is	 a	new	concept,	which	was	bor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cepts.	It	combines	engineering	measures	with	ecological	measure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iver	system.	The	circulation,	sanitation	and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rivers	are	related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regional	

ecosystem.	In	order	to	avoid	the	adverse	effects	of	river	pollution	and	river	silt	accumulation	on	the	river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control	 the	riv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prehensive	river	management	meas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a	basis	for	

protecting	the	river	system	and	maintaining	the	health	and	stability	of	 the	ecosystem.	It	 is	hoped	that	 it	will	provide	a	basis	for	

maintaining	the	river	system,	maintaining	environmental	safet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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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也

是促进生态和环境发展的有效举措。根据当前河流建设面临

的问题，根据特点，因地制宜，充分发挥现有河流资源和条

件，从生态、经济、人文、社会效应等多方位来考量，做好

城市市区段河流建设与综合治理工作，以实现城市防洪除

涝、沿岸景观绿化等综合效果，对于改变人民群众的日常生

活与工作环境、美化、提高生活品位、树立崭新城市形象，

都将发挥着非常大的意义。所以，做好河流规划与综合治理

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城市人口的增长，

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也日益增多，导致干支流河道的环境污

染，已严重损害了人们的健康与环境，政府部门与公众对整

治河流环境污染的愿望已十分急切。针对以上问题，怎样全

面整治河流环境污染，是当前各级人民政府遇到的一项十分

严重且棘手的课题，也是衡量政府创建文明、建设和谐社会

能力的一个关键标准。

2 治理目标
恢复与提高河流防洪、排涝等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

挥河流蓄水、输水、生态景观等综合效益，以达到“洪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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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固、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河流建设综合目标。一是

控源拦阻。通过加强污染淤泥的处理，逐步减少黑臭水域，

以改善水体水质；二是水体畅通。疏泼地整治河流，加强堤

防，修建桥涵闸坝，保障河流防汛排涝的安全，提高河流蓄

水能力；三是生态良好。开展生态整治，沿河植草植树，根

据区域实际情况和美好村庄建设，视情建成生态景观河流；

四是有效管护。落实河流管辖与保护区范围，边界明确，严

格整治“八乱”，形成了有效管护制度 [1]；五是加大力度宣

传人人关注污水处理，人人做到积极配合污水处理，已达到

保护河流的目的。

3 基本原则

3.1 控源截污

全面排查入河排污口，堵塞各种违规排污口，保证生活

污染物不入河道。宣传污水处理规范制度，推进城市污水处

理工程，完善污水处理系统。强化对沿江乡镇、乡村的生活

污染整治，严格控制工业生产点源、农村面源、畜禽种类便

和生活污水的直接排入河道，全面淘汰黑臭水域排污企业，

修复河流生态，改善水体水质。

3.2 河流的安全

根据国家有关要求标准进行疏泼整治河道，并加强堤防，

以保证河流行洪安全。城区和蓝谷区河流的防洪标准按照

50 年一遇，排涝标准按照 10 年一遇；其他地区河流的防洪

标准按照 20 年一遇，排涝标准按照五年一遇 [2]。

3.3 生态良好

河流岸坡平整，无违规种植，养殖，并进行了环境整治，

除在危工险段和村河运道路的狭窄部分进行了硬质护墙以

外，其余河道路边植草，在外围（河道管理范围内）种植。

同时结合美好村庄的创建，鼓励大家植树种草退耕还林，打

造了生态景观河道。

3.4 长效管护

实施了河路管理与维护的范围并埋设了界桩界碑，界限

分明，无乱占滥建、乱圈滥封、乱采滥挖、乱倒滥排等“八乱”

现象，通过成立管护团队，确定了管护负责人，已达到责任

到人。落实好管护职责和资金，强化对河流的每日检查巡逻，

建立了长效管护制度，实现了河流整治得长效。

4 河道综合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4.1 缺乏综合治理意识

认识是人的能动性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不可衡量的影

响，积极的认识能够指导人们创新发展，而消极认识则会阻

碍人积极意识的形成和社会发展。河流综合治理能力是政府

指导人民做相关工作的重要前提条件，但是当前的中国河流

综合治理工作却出现“治理有余、综合性不足”的消极现

状，究其主要内因源于人民普遍没有综合治理的意识能力，

河流综合治理能力相对分散，又没有综合治理计划，无法

形成河流综合治理的联动系统，严重限制了河流综合治理 

效果 [3]。

4.2 河道污染严重

导致河流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一是生活企

业污水。生活企业污水的不规范排放，严重危害了河流水质

量以及周围大气环境的稳定性。二是生活企业垃圾不规范处

理。生活废水中所含有的许多富营养，如果大规模地集中在

河流里，将会产生水域富营养化现象，导致藻类等漂浮水生

植物的迅速繁衍，从而极大耗费水域空气资源，损害了水生

动植被赖以存活的环境条件。三是基础建设。为了解决城乡

建设发展和用地面积之间的冲突，部分地方通过填充河流的

方式实现城乡建设和发展目标，并未全面考虑河流和生态建

设体系的关联，损害了地方的自然，徒增河流整治压力，同

时施工垃圾任意未妥善处理，造成河流淤堵现象频频发生，

无法提升河流综合治理质量 [4]。

4.3 河岸硬化与水生态系统不协调

在以往的河流治理中，人们过多地关注了河流防洪排涝

能力的实现，突出以人为中心，从而扩大了市民的活动空间，

人们大量使用浆砌块和钢筋砼对河堤加以硬化，尽管实现了

稳固河堤和使洪涝水流回槽的目的，但同时也切断了城市水

土间的连接，把水、土壤、植被——城市生态间的生物和能

量循环完全摧毁，土地和水体的自净功能也降低。而河流的

过度人工化，则彻底地打破了河流的天然特性，由于河堤直、

硬，将大量的公园、运动场地硬化，人们活动空间太多，严

重损害了城市生态多样性。而生硬的岸壁既不利于游客亲近

水、欣赏水景，也抑制了岸边的水体动植物的迁移，严重影

响了城市生态的多样化；岸边休息区内游客们过多的活动，

也影响了动物们生长、筑巢和产卵的环境。

4.4 河道断面单一，影响生物多样性

在天然的河道横断面上，暗沙和深泓水之间，是生物群

系的生息繁殖之所，而由于整治过后的河道采用了输水特性

较强且易于开挖的阶梯形和简单而规整的断面方式，因此部

分地区在整治的同时也硬化了河道，使水流流速更加均一

化，从而破坏了原始河流多样性的特征特点。

在全社会齐心协力打造生态文明型社会的新常态下，

要不断创新河流综合治理方式，在创新中攻克河流综合治

理障碍，在实践中积累河流综合治理的成功经验，为健全

全国河流综合治理制度、完善相关综合治理政策提供了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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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河道综合治理措施

5.1 树立河道综合治理意识

首先，以河流为纽带在各领域内形成河流整体综合性治

理框架，并按照河流的整体治理要求，采取统一、合理、全

方位、完整的综合治理方法，以避免出现河流“分割整治有

余，整治不佳”的消极现状。再次，充分调动群众的动力，

充实“综合管理”内容，引领民众建立河流综合管理意志，

明晰河流整治与自己的关联，营建安全、有效的河流整治气

氛。因此，各地政府需遵循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结合各自

的河流整治需要及整体综合性治理能力，制订河道管理措

施，确立“河流整治，人们负责”的政治基调，凸显“综合

管理”政策的实践意义。同时，通过在广告牌、公交车移动

广播、当地广播电视上放置河道综合治理宣传，进一步增强

了河道综合治理宣传力度，带动广大民众积极参与河流综合

整治，汇聚河流综合整治能量，为提升河流综合治理效率夯

实了根基 [5]。

5.2 针对河流排污状况，提出针对性的整治对策

首先，工业生产污水。不断优化工业生产污水净化后的

污染物标准，依据新时代河流污染程度和净化环境的难度，

进一步强化日常生活产业废物违法环境污染处罚力度，主动

实施“谁环境污染、谁整治”的环保原则上，联合环评机关、

综合执法机关、河流整治机关等职责机关，完善河道综合治

理机制，保证工业生产废物合规利用，防止其对河流产生环

境污染。其次，日常生活污水。在人口稠密的河流周围设立

日常生活污水集中式回收处理站，惩处日常生活污水任意倾

倒现象，严抓 " 野泳 "" 野浴 " 和在河流内清洗衣服等污染

物河流环境的不良行为，以减少日常生活产业废物对河流的

环境污染。最后，基础建设。在施工外设置围护结构，围护

内的施工耗材不能堆积在施工围护结构外，更不能任意倾倒

到河流里，施工垃圾要及时按照规范处置，各地人民政府必

须站在生态环境和区域持续稳定发展的角度，客观衡量填充

河流的优劣，使得城乡建设发展决策和河流综合治理不能产

生矛盾 [6]。

5.3 创新了河道综合治理措施

第一，导流与围堰去淤。在流域内采用分期围堰的导流

处理技术措施，即可率先面对单侧水域实施疏通方法、干场

清淤处理技术措施，待另一侧水域处理干净后，再按照同样

方式进行另一侧，还可将水道上下游截断，并分段清除水道

内的淤泥物。第二，挖泥船清淤。面对经常流淌、淤泥松软、

不利于干场作业、交通不便的水道应该先采取挖泥船清淤处

理技术措施，该方式对附近水域和周边环境的危害相对较

小，也具备了一些实践价值。第三，平整处理技术措施。平整，

综合治理措施致力于建设限制污染源、控制扬尘、修复植

被、封河育草等的生态河道系统，在河道上实施分段整治工

程，或建立开阔的绿地环境景点及观光水域，亦可引导公司

在附近地区建立集中型景点，共同组织维护、管理既定的分

段河道系统，引导经济与社会建设、自然环境保护、河流整

治的和谐发展，执行河流综合治理政策措施等。四，数字化

技术措施。把河流综合治理作为特殊工程项目，通过 BIM

技术把河流综合治理参数纳入其中，综合分析并确定河流综

合治理的实施方案，以保证河流综合治理总体目标得到有效 

落实 [7]。

5.4 生态水利，能够进行饮用水污染处理

目前，中国水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怎样进行对水质污

染物的高效处理已成为中国当前发展水利事业的首要目标。

生态水利工程作为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水利建设，它在河流

整治工程中的运用，可以改善河流的自然环境，最后实现河

流整治的目的。对比其他河道处理方式，生态水利工程有着

自然、绿色的优点，它所取得的成效，也就是河流整治成效

的最好目标，目前，没有一个河流整治方式可以实现生态水

利工程对河流整治的成效，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河流整治方式

都需要辅之以生态水利工程的原因。

生态系统是一种强大的社会系统内容，支配着世界万物

的存在和繁衍过程。在现实生活中，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循

环状态是保障人类经济社会环境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要想

让整个生态系统始终保持着这种良性循环态势，就需要管理

好所有影响整个生态环境的重要各种因素。水为万物之源，

它在整个生态环境体系当中的重要作用性不言而喻，做好了

对它的保护便是对生态系统的最大保障。所以，以生态水

利为基础的河流管理是实现整个生态系统循环发展的重要 

途径 [8]。

5.5 加强河道管理

河道整治工程和治理项目并存，可以达到统一整治效果，

实现水质环保的目的。目前很多市区都进行了河道保洁，对

水面净化发挥了效果。同时，在河流管理条例编制上做了大

量研究，力图完善河流治理的规范化管理。完善河流治理的

政策与方法，合理管理污染源，加大执法检查与监管力度，

是加强河流治理成效、维护水资源生态的有效途径 [9]。

5.6 拦截污净化处理

改变河网污染条件的最根本出路，就是截污治污。采取

将都市污染物集中统一排出或经处置后排出、雨污分流的方

法，能够大幅度改变都市水网排放情况，从而显著改善了

水环境质量，为河边的住户带来了良好的人居条件。因此，

太原市政府在整治汾河美化市容的过程中，在河道两侧均设

有都市污染物暗涵，并沿河汇集大量都市污染物，再将都市

污染物运到上下游污水处理厂，有效降低了对河水的环境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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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从而提高了水环境质量 [10]。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生态河流整治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

要确保整个生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整体性发挥，从生态、

经济、人文、社会效应等多方位来考量，做好城市市区段河

流建设与综合治理工作，以实现城市防洪除涝、沿岸景观绿

化等综合效果，对于改变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环境、

美化、提高生活品位、树立崭新城市形象，都将发挥着非常

大的意义。这将促进整个河流周围的自然环境得以全方位的

改善，从而推动整体河道水质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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