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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利工程扮演着能源输送、洪涝灾害防治的重要角色。中国许多城市都与河道有密切的联系，这些城市的发展离不

开河道的支持。近些年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水利工程等河道治理工作变得愈发困难，水环境恶化、河道功能减退已经影响到

了城市的发展。为了提高河道治理效果、建立良好的水生态环境，论文分析了水利工程河道治理的常见问题、具体的治理措施、

生态水利的具体应用等。

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nergy transmission and flood disaster prevention. Many cities in 
our countr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iv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citie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upport of the river.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ny factor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other river management work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he deterioration of water environment and the decline of river function have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river management and establish a good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ommon problems of river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specific management measures, and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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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实现人水和谐共处的目标，城市河道治理已经成为

城市规划建设的重点。生态水利工程就契合这一目标，在河

道治理时应用生态水利可以改善河道的生态环境，建立完善

的生态系统，打造可持续性发展的局面。基于此开展水利工

程河道治理、应用生态水利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水利工程河道治理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2.1 不合理开发占用河道

城市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涌入了大量人口，这加速了土

地开发进程。部分城市会出现土地资源较少、用土需求量较

大的情况。为了满足城市的用土需求，人们将目光放在了河

道周边，肆意开发利用河道周围的土地。这虽然拓展了城市

的土地资源，但严重破坏了河道周边的环境，导致河道的河

滩面积大幅度减小。一些开发商虽然在开发河道周边土地前

签署了相关承诺书，但由于缺少施工经验、施工技术不足等

多种因素，并未做好河道防护工作，增加了后期河道安全管

理的难度。还有部分城市对河道管理的重视度不足，放任周

边居民在河道周围种菜，导致河道周围的生态平衡遭到破

坏，水体受到污染 [1]。

2.2 河流污染严重
河流污染是河道治理过程中较为常见的问题，一方面是

周边居民缺少环保意识，经常将生活污水、垃圾随意的倒入

河道，影响到了河道的水质。另一方面是周边企业将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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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渣倒入河道。这些污染物会沉积在河道底部，与河道底泥

混合，滋生大量微生物进一步污染水质。这会影响周边居民

用水、破坏河道的生态系统。

2.3 河道植被较少
水利工程涉及到的项目繁多，需要多家企业共同联手才

能完成。部分企业在参与水利工程项目时为了降低成本会购

入价格低廉的植被，一些植被不适宜生长在河道周边，死亡

率较高、一些植被不能净化水质、过滤杂质；这些植被在生

长过程中缺少科学管理，常常会出现大面积死亡的情况，难

以维持河道周边的生态平衡。

2.4 防洪能力不足
部分城市的河道由于缺少管理，周边水土流失严重，导

致河底沉积大量淤泥，加剧了河道的拥堵情况。如果出现强

降雨甚至发洪水的情况，河道水位会快速上升影响周边居民

的正常生活和安全；部分城市河道两边的堤岸没有做好维

护，植被较少导致堤岸的水土流失情况严重。这些堤岸的厚

度不足不符合防洪标准。在出现强降雨及大洪水的情况后，

堤岸很容易出现垮塌 [2]。

3 水利工程河道治理措施
3.1 加大河道审查力度

当前人们在解决河道被占用问题时往往采取变道处理的

方法，这只是事后补救并不能从源头解决问题。必须做好相

关审查工作，从源头制止这些行为。水利部门要加大河道审

查力度，把握城市河道的被占用情况，打击不合理占用行为。

可以组建治理检查小组，定期检查河道周边土地的开发情

况，明确具体责任人建立相关奖惩制度，这样在后期不会出

现河道治理责任混乱的情况。一旦检查小组发现不合理占用

河道的行为，要通知各部门进行联合治理 [3]。

3.2 做好宣传与监测
相关部门可以对周边企业及居民加强河道环境维护宣传

工作，通过周边广告屏投放电子宣传语，提升企业及居民的

水环境维护意识。要求居民分类收集日常生活垃圾、分类处

理，不能随意倾倒在河流中。这样能够高效利用部分废物垃

圾，减少对水环境的污染；针对企业要制定完善的废水排放

监测制度，在众企业的废水排放口投放废水监测系统，如果

企业排放的废水超标，系统会在第一时间将信息传送给相关

部门。相关部门还要做好不定期检查工作，加大惩戒力度，

必要的时候可以禁止其正常运转以提高企业的重视度。

3.3 做好河道绿化工作
在进行河道治理时人们要邀请专业的河道治理人员与植

被工作者共同挑选植被品种，确保种植的植被适应当地的气

候、河道环境，不会出现大面积死亡的情况；在种植河道周

边的植被时可以选择梯次交叉的方式，这样即使一种植被出

现问题，管理者也有时间重新栽种新品种，且不会过多影响

到河道的绿化情况；后期人们需要做好植被管理工作。组织

专业的植被维护人员定期维护河道周边的植被。为了避免植

被维护人员敷衍工作，人们还可以采取卫星勘察、实地调查

等不同的方式，上报植被管理结果。这样能够提高植被管理

质量，降低河道堤岸的水土流失率。

3.4 及时清理河道淤泥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很多城市的河道底部有大量淤泥和

废物，这会降低河道的防洪能力。如果不能及时清理这些淤

泥和废物，就会增加河道的泥土密度吸引更多附着物，加剧

河道的阻塞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需要将抽水装置

安装在河道排水口的上层，抽水装置能够抽出大量的水，增

大排水通道起点的压力，提高河道内部的水流速度，从而软

化推出淤泥通过排水通道排出；对于河道内部软黏的淤泥可

以采取真空预压法，由于这些软黏的淤泥有较强的流动性，

如果不能及早清理就会结块，加大处理难度。所以要及早应

用真空预压法打散淤泥中的颗粒物，降低淤泥的浓度这样也

能够缓解淤泥拥堵的情况；在清理河道内面积较大的废物

时，可以采取人工打捞的方式，但这种方式不适宜应用在河

流流速较快的河道。

4 生态水利应用的优势及应用原则
4.1 应用优势

传统的河道治理方式较为单一，无法有效改善河道周围

的生态环境。在应用生态水利的过程中人们能够考虑到河道

的自然气候、水生物等多种情况，合理配置河道周边的植被、

水生物等，建立完善的生态系统，为周边的动植物提供良好

的栖息环境；在治理河道污染问题时，应用生态水利技术能

够提高河道的自我净化能力。可以将有机物、微生物等投入

到河道中，为河道内的真菌、细菌和植物提供更多食物。这

样就能营造水下森林，消除吸收大量淤泥、净化水体，部分

藻类释放出的氧气又能够供河道中的生物生长。在良性循环

下解决了河道水污染问题，提高了河道的自我净化能力 [4]。

4.2 应用原则

4.2.1 适宜性原则
河道治理工作涉及到了多个环节，包括植物配置、绿色

优化等，只有坚持适宜性的原则才能够提高治理效果。例如，

选择植物时考虑到河道周边的土壤情况，以固土能力强、适

宜气候的植被类型为主，这样植被才能发挥水土稳定的作

用。在配置植物时要考虑到河道的条件、植被的生长习性等，

喜阴喜水的植被可以种植在河滩部位、故土固坡能力强的植

被可以种植在水位较高的河道堤岸。

4.2.2 反馈式调整原则
生态系统是自然演变的，可能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无法

按照人类既定的目标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河道治理工作就存

在很多不稳定性。人们在治理时必须做好反馈调整，把握河

道治理的具体情况，及时调整不合理之处，这样才能够保证

河道生态环境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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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会服务性原则
无论是城市河道还是农村河道，都承担着调节水资源的

重要职责，都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所以在河道治

理时还要遵循社会服务性原则。要求人们综合分析水利工程

周边的生态和水文环境，发挥河道的最大化服务价值。

5 生态水利的具体应用
5.1 优选材料与水工建筑物

在进行生态水利河道治理时，出现了很多新型材料，例

如：雷诺护垫材料，是一种六边形的金属网。人们需要在金

属网内填充石头、混凝土等一些生态功能产品，之后铺设在

坡面上，人们可以在坡面上种植一些绿色植被；石龙生态格

宾网，有较强的抗腐蚀性和透水性，由于其成本低廉被经常

应用在河道治理中，能够起到约束洪水的作用。

为了提高河道治理的生态效益，人们研发出了很多新型

水工建筑物。例如：橡胶坝，这种新型水工建筑物是高分子

合成材料，受力骨架含有大量的纤维织物，外部涂上了橡胶

保护层，结构比较简单，可以代替传统的闸门。在具体应用

时橡胶坝有较好的防洪性能，为河道治理提供了诸多便利。

5.2 恢复河道的自然状态
在应用生态水利的过程中人们需要尽可能的将原有的河

道改造为自然状态。第一，提高河道周围环境的协调性。人

们可以将河道岸线设计为宽窄不同的不规则形状，合理搭配

浅滩与深滩，确保淤积和冲刷位置处于河道治理的最佳位

置。这种较为自然的河道环境，也能够为周边生物提供良好

的栖息地。例如：可以通过在河床内填入石头的方式形成浅

滩与深滩，这些也可以成为水下生物的栖息地。这种方式只

能够应用在水位较深，水流较急的河床部位。只有这样这些

石头才不会在枯水期导致淤泥堵塞，在洪水期被冲走。第二，

基于生态系统治理河道环境。为了拓展河道周边的生态系统

食物链，可以在河道周边种植更多植被，建设暗渠与明渠，

这个过程也要考虑到景观美的需求，做好造景工作。例如：

某河道在进行治理修复时为了满足景观美、防洪的需求，将

水体与周边景观综合利用。在河道周围建立了 7 km 的绿色

港湾、8km 的御水空间，还建设了亲水台和临水台，不仅满

足了周边居民的休闲、观赏需求，还强化了河道的自净能力；

沿河流坡角处空隙较大，利于鱼类繁衍生长，可以在这里投

放一些属于本区域的鱼苗。可以养一些清洁能力强的生物种

群。这些生物种群可以吃掉水中的有害物质以及浮游生物，

保持河道内部的生态平衡。还可以结合经济情况，在建设阶

段设计洄游甬道，为水体动物提供生长空间。

5.3 做好污染防治
第一，在防止外部污染时可以建立生态驳岸、应用生物

滞留系统。在具体应用时没有经过处理的雨水会流入河道周

边的系统，系统能够自动清除雨水中的杂质，之后这些雨水

会流入河道周边的植物生长区以及河道内部。

第二，在进行点源污染治理时尽量不要采取化学药剂的

处理方法，这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清理淤泥、净化水体，但

会增加水体的氮磷含量，导致水体出现富营养化问题。人们

可以在治理河道时应用生物酶降解技术，利用生物酶强化水

体内微生物的活性，有效转化水体内的污染物、改变河底淤

泥的生理化性质；在进行河道治理时还要考虑到河道的生物

条件，确保河道生物的多样化。这个过程可以采取生物治理

的方式吸收河道内部的污染物，缓解河道水污染情况，这样

也能够减少化学治理物的投入。例如：在河道底部种植金鱼

藻、黑藻、苦草类的植物，营造水下森林。这些植物可以吸

收淤泥，为水生生物提供大量的氧气。在河道浅水区域种植

一些水葱、菖蒲等既能够清洁水环境，还可以缓解水流对岸

坡的侵蚀。可以在河道内部建立完善的微生物系统，投放一

些微生物。微生物的繁殖速度快，能够分解水中的尸体残骸，

净化水体，还能够提高水体的含氧量，这有利于水生动物

生长。

5.4 优化河岸带
在河道治理的过程中河岸带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河岸带

这一处的生态圈十分复杂，生存了很多野生动植物。在建设

时人们需要详细调查河岸带的生态环境，把握原有生物群的

习性。在此基础上科学搭配植物品种，优化动植物群落配

置；在设计河岸带时可以选择人工生态和自然生态两种类型

的河岸带。如果河道较窄可以选择人工生态河岸带，这样不

会出现坍塌的情况。如果河道比较宽可以选择自然生态河岸

带，在河道中种植大量亲水性植物提高该区域的固土能力，

保持水土稳定。

6 结语
水利工程河道治理工作关乎城市的发展，是生态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就现阶段的水利工程河道治理情况来看，存

在着河道被占用、河道水污染严重、植被稀少、防洪能力不

足等多项问题。人们必须加大河道审查力度、做好宣传、绿

化等多项工作。在应用水利生态的过程中需要恢复河道原有

的自然状态、优选先进的材料与水工建筑物、做好防治污染

等多项工作，这样才能够提高河道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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