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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发展，生态水利工程河流规划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因此，为了使河流质量和生态学效益最大化，
充分结合生态学保水工程的生态学安全概念，满足航行、下水、排水、生态学可持续开发的需要，改善水系统周边居民的生

活环境，创造更好的河流生态环境和水循环有必要加强河流规划的生态学设计。在此基础上，论文就生态水利工程中河流规

划的内容、存在问题和设计要点进行讨论和分析，并提出相关意见。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importance of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river planning 
is	more	and	more	high.	Therefore,	in	order	to	make	the	river	quality	and	ecology	benefit	maximization,	fully	combined	with	ecology	
water conservation engineering ecology security concept, meet the navigation, water, drainage, ecological need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mprov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create a better riv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water circul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ecological design of river planning.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content, existing problems and 
design points of river planning in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op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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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资源保护工程与生态学概念的深入整合，是为了满足

环境保护、治理和恢复的必然性，生态学水利工程是在原有

项目建设开发的基础上，能够满足生态学可持续开发的基本

概念，满足周边水系统循环、人们生活需要提高水循环利用

效率，合理规划和设计，对生态学保水工程至关重要。因此，

生态学保水工程的规划和设计尤为重要，需要与生态学概念

的深入整合，通过相关的设计理论和建设规划，修复和管理

受损的水系，然后确保生态学保水工程的整体效益我们需要

跟进设计计划的实施 [1]。

2 生态水利工程河流规划设计原则

2.1 开发治理的协同效应
在规划设计过程中，在开发阶段和治理阶段，河流必须

坚持开发治理协同效应的原则，合理设计区域开发和景观建

设，始终坚持开发治理协同效应的原则，以便真正形成新的

设计融合点。此外，在开发设计中，必须始终从河流治理的

角度，确认河流治理环境与邻近栖息地相一致，合理设计有

助于城市的发展和发展。

2.2 以人为中心
在生态学保水工程的河流规划和设计过程中，为了确保

规划设计的合理有效性，必须始终遵守以人为中心的做法，

把这一原则看作是为人们服务的主要载体 [2]。同时，在设计

工作过程中，还应充分考虑保水工程，控制生态学土地利用，

使保水工程具有强大的休闲生态学功能，使水力资源的作用

最大化，使河流景观设计接近原生态环境。

2.3 河流生态保护原则
由于不同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等因素，不同河流的生

态环境差异很大，因此生态水利工程的建设需要根据实际生

态环境特性，采取针对性的生态环境保护策略，以有效保护

河流生态环境 [3]。



128

工程技术研究·第 04 卷·第 11 期·2022 年 11 月

2.4 加强水系统整体保护
在生态水利工程设计过程中，为了保护整个由地下水和

表面水组成的水系统，不破坏地下水和表面水，还应实现对

水系统的整体保护。

2.5 加强水利工程周边动植物保护
构建生态学保水工程，要诚实遵守生物多样性原则，在

各项工程启动前，对项目影响下的多种生物进行详细的调

查，以完全掌握周边生态环境，然后我们需要找到合理的工

程措施，防止水利项目对周边生物物种造成严重危害。

3 河流黑臭成因及机理分析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

市内河和城郊河的自身运输能力面临严峻考验。大量的污染废

水，包括高浓度的氮、磷和有机物，被排入水中，外部有机污

染物在需氧微生物的作用下分解溶解在水中的氧，从而使水转

化为低氧或厌氧状态。水中的铁、锰、其他金属离子和硫离子

容易形成硫化亚铁、硫化锰，吸附在水域的悬浮液表面，水域

变黑，产生有机污染物的腐败、降解工艺、氨、硫化氢及其他

恶臭物质，引起水体黑臭。河流污染严重，分析结果表明，污

染源主要来自沿线村庄的污水和化工企业排水，还发现了更多

雨水混合管道的排放口。企业和村庄众多，几乎所有的管道都

没有纳入自治体的雨水和下水管网，而是传统的混合管道，几

乎被排放到河流中，创造了现在的黑臭水环境。

4 河流水质管理现状
4.1 多头管理

河流管理组织在环境保护部门、农业和水局、城管部门、

镇（街）的日常工作中，进行河流水质污浊的监督管理、水

利板块的河流管理、河流的生态管理、河流的清扫管理、管

辖内河流的日常清扫、堤坝及其两岸绿化的管理保护等。河

流评价标准的审查方法因各功能部门而异 [4]。

4.2 陆上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和缺乏高效利用
宝贵而有限的江岸土壤水资源，没有充分反映“深层水

利用、浅水利用、集中开发”的原则，存在深浅利用、多占

少使用的情况。由于建设的反复，一些建成后的使用效率也

不高。历史形成的许多小栈桥、无序布局，不仅造成海岸线

资源的浪费，而且增加了进一步利用和管理的难度。此外，

与国家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缺乏协调的其他海岸线，仅从区域

利益出发，一些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项目无法选

择合适的海岸线，无法达到沿海资源的最优分配。

4.3 环境问题
由于污水处理初始化阶段的影响，会出现雨水管网、污

水管网合谋、破水等现象。大量生产污水直接排入河流，河

流水质恶化，水环境恶化。大部分水道两侧均使用石砌或混

合土壤，缺乏自然和生态学护坡工程，河流自净能力贫乏，

河流污染加速。虽然尚未就河水生态系统修复技术和程序达

成统一协议，但在技术上仍远远落后于城市建设环境良好的

地区。利用排水需氧生物处理的中间过程中曝气和河流设施

的建设效果不明显，由于噪声污染和大规模生产，城市绿化、

河流航行系统、治水防洪功能下降 [5]。

4.4 设计方法和评价标准没有针对性
由于生态水利工程的特殊性，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特性、

服务区域和特定的对象，设计方案和评价标准必须与站点生

态环境的基本情况完全结合，这也意味着不同区域锁定了目

标需要根据站点的数据特性和生态环境进行特定的设计。另

外，由于生态水利项目是一种新型项目，意味着评价标准与

设计标准不一致，设计计划本身存在差异，缺乏很强的针对性。

4.5 河流规划设计人员与生态科技工人缺乏联系
生态水利工程必须有生态科学、技术工人和河流规划设

计师的参与，而河流规划设计者在进行设计工作的过程中，

必须充分结合当地的水流和生态学状况，进行适当的设计。

此外，设计者还将加强对周边生态环境的监测和管理，需要

生态学科技工人的介入，充分考虑生态学环境保护问题，保

证水利工程设计工作更加有效，尽可能发挥水利工程的最佳

管理。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设计者常常忽略了生态科学与

技术工人的合作，因此，河流规划与设计并没有满足当地的

一些有缺点的基本需求。

4.6 生态学水文试验数据不足
在生态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需要以充足的水文试验数

据作为预制的基础，确保水利工程河流规划和设计的健康发

展，通过相关技术部门的检测和数据记录检测水文标准化，

促进后续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然而，在总体设计过程中，

在事前验证和水文数据不足的情况下，或者数据的不准确或

数据泄漏会给跟踪工作带来较大误差，影响参考标准的可靠

性不能保证最终的河流规划设计满足生态学保水工程建设

的基本要求和规划。

5 生态学保水工程河流规划设计与分析
5.1 现场调查、研究

今天，生态学保水工程的河流规划与设计在我国尚未得到

充分推广，在开发进程中，应尊重自然法，将人与自然完全结

合，平衡保水工程与生态环境的深度整合，避免人工过度干预

造成的自然环境不平衡 [6]。因此，在河流设计规划过程中，有

必要综合分析区域水文条件、地理环境等多个方面，制定合理

的设计规划。在建设工作过程中，现场调查和研究非常重要，

在规划设计和生态学类型两方面，考虑到数据的准确性和设计

方案的可行性，分析了许多生态环境方面，根据现场地质条件，

确保基础的牢固，更好地实施生态学湿地保护生态经济效益可

望，规划设计与生态环境需要进一步整合。

5.2 强化河流综合利用率
在河道规划设计过程中，要尽量避免河道覆盖过小的情

况，提高河道本身航行、排水等多项功能的正常运作，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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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周边生态环境进行美化升级，以满足功能性和观赏性

的统一性。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概念，整合到河流规划与设计

流程中，部分水道位于居民周边，因此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理

论也非常重要，必须确保整体质量和实用性。

5.3 附属建筑物的设计
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建设规划建设

步伐也在加快，水利工程大多与辅助建筑密切相关，辅助建

筑由于部分地区位于农村和偏远地区，交通道路封闭为了尽

可能促进水利工程的整体安全性和高效性，确保雨水收集，

避免雨水扩散。此外，在护墙设计过程中，整合建设方法，

将生态环境敏感度降到最低，确保项目与周边服务对象的良

好组合，保证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有效组合，更好地处理

水利项目的矛盾和生态学保护要求。

5.4 有效建立河流绿色道路
为了响应城市化步伐，需要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但土

地利用的大幅增加，给水利工程的河流规划和设计带来了一

系列问题，损害了生态学水利工程，损伤了区域生态循环，

造成了一系列水质污染影响邻近居民生活质量，加强城市

病，可能对生态学利益和经济利益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面

对这些问题，绿色生态道路与城市土地建设的结合，可以将

生态学破坏降到最低，确保城市河流建设的生态学稳步发

展，为人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水源环境。

5.5 运输项目和水源项目设计
在当今的生态学保水工程建设中，其中绝大多数都种植

了前人的树木，给后世带来了凉爽，特别是在总体规划和设

计过程中，生态学保水工程面临着许多课题和影响因素，主

要受建设者和设计师自身能力和经验的影响。因此，应完整

构建开发科学概念，加强效率和主观倡议，注意生态学一般

规律，以区域生态学为基础和标准，加强水运输工程和水源

工程的总体规划和设计。此外，在水运输项目设计流程中，

需要加强监督和管理，加强排水和排水的管理，尽量减少技

术和设备的影响，加强仪器维护，增加资本投资，使计算结

果不受影响。此外，水源项目规划设计存在设计差异，需要

分析项目整体水量，考虑丰水期和枯水期，特别是在复杂地

形丘陵地带，通过使用环境材料，规划小台阶水库，以扩大

项目整体经济适用性。

5.6 发挥科学合理的生物学作用
在生态水利工程的河流规划和设计过程中，需要充分考

虑生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一些区域固有植物可以很好地阻

断水质污染的入侵，起到净化水源的作用。因此，在一些河

流规划和设计过程中，通过增加这些水生植物的使用来加强

水循环，同时可以提高整个河流的生态效益和质量。此外，

我们还需要加强对动植物数量和质量的控制，对浮游生物进

行人工干预，以避免洪水泛滥。

5.7 注意河流设计的整体性
中国长期保水工程河流建设存在总体不完善，在当前开

发条件下，要使这一情况完全改变，生态水利工程的概念成

为指导理念。在城市内，已经形成的水渠应根据生态学概念

进行全面规划和建设，尽可能保持自然河流，形成一套比较

完整的河流治理体系。河流规划设计要始终以整体性为导

向，遵循河流自然演化规律，减少河流利用与自然演化的矛

盾纠纷，确保河流建设的合理性和生态性。每个城市的河流

都有自己的特性，在河流设计规划中，根据河流的独特性，

例如在某个城市西北水道的建设中，由于区域西北地区的河

流，水少、沙多、透水性强于俯冲，综合考虑这一因素，从

生态学角度考虑其他因素应提高总体设计效果。

5.8 河道整治线设计
随着保水工程河流的自然演化，河流周边形成了独特的

局部生态系统，由于河流在保水工程中的特殊作用，在整个

河流设计过程中，不仅河流的基本排水能力是否达标河道治

理后水利工程领域内的生态学平衡目标能否达到也需要考

虑。在一些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为了达到集中整治的目的，

对原有河流进行了轻微的调整，这种转换，虽然能在短时间

内满足防洪标准，但长期难以满足生态学功能的要求，难以

确保区域生态系统的平衡，一系列河流的整治和建设使原来

的多样生物更加单一，河流生态系统的生物数量和种类显著

减少。在生态概念下的河流建设中，设计者应注意宽度和

宽度的组合，优选保持河流原有的外观，降低河流的损伤，

自然水道一般具有良好的弯曲度，这种弯曲构造在水流过程

中，水道减少了水流起到缓解水流影响的作用，为鱼类和其

他生物提供繁殖场所，即使在极端自然灾害发生的情况下，

弯曲的水道也能保证水中鱼类和其他生物的安全。

6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重点是生态水利工程的河流规划设计，

希望在规划设计过程中整合生态学、景观、水利工程，提高

生态学效益和经济效益，但实际规划设计过程受到了各个方

面的影响，需要全面探讨建设开发，以加强河流治理的顺利

发展，实现科学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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