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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城市污水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以及氮、

磷等多种无机污染物，处理不当排入下水道流经河道很

大概率造成水环境污染，形成黑臭水体、污染土壤、伤

害水中动、植物，严重破坏当地水环境生态平衡。[1]河道

作为城乡水系关键承载物，加强河道水环境治理刻不容

缓。对此，水环境治理人员应利用生态修复技术，改善

河道水利条件，控制河道污染物全方位综合治理河道水

环境，应用生态修复技术，实现水环境生态平衡，促进

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

1��生态修复技术主要理论内容

1.1  生态修复技术内涵
生态修复技术本质是通过协调环境生态内部发展达

到整体生态环境修复目的，即借助外部力量调整内部受

污染对象，使其恢复到生态平衡状态，进而解决环境污

染。[2]在这个过程中不会破坏原有生物，而是令受污染的

生物、环境恢复如初，是改善生态环境最有效、最常用

的技术统称。其遵循一片区域内生态平衡、资源循环复

生的治理原则，秉持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资源的理

念。在河道水环境治理中表现为将非生物成为合成有机

降解物，从而将原本复杂且受污染的物质合成新物质再

降解为有利于河道水环境的简单物质，[3]进行河道水环境

污染控制，维护水环境生态平衡，实现河道环境优化。

1.2  生态修复技术特点
生态修复技术具有好管控、全方位、多角度、效率

高、净水方便的特点。在生态修复技术应用时，往往能够

对河道水环境全方位提供技术支持，无死角清理受污染

物，使得河道水环境治疗管控简单，不会产生有毒有害物

质，做到从根本上修复水环境生态，实现有害物质的降

解。[4]且生态修复效率高，修复河道外源污染物更高效，

对河道内淤泥、藻类等定期清理，促进河道内部环境的清

理使其水体环境自我净化能力提高。实现河道污染的治理

和修复，利用现代水净化体系，消除河道水环境污染威

胁，彻底改善水环境水质，构建河道和谐生态环境，促进

河道水环境治理，充分发挥生态修复技术特点。

2��河道治理应用生态修复技术的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在河道水环境治理工程中广泛应用生态

修复技术，是当前综合治理水环境的重要方法，对河道

内部淤泥、杂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质清理效率最佳，恢复

效果最好，还能利用生态循环平衡达到河道水环境自净

化体系的完善，使其逐步拥有自我净化能力，从而形成

河道水环境长期生态平衡的状态。[5]生态修复技术相比于

传统河道人工清理以及传统设备治理有更大的优势，对

河道水环境治理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既能立足于污染

根源清理，又能规避外来污染物质的侵袭，使得河道水

环境不易被破坏。在生态修复过程中，河道水环境中大

量可见污染物质将会跟随雨水冲入河道内部，进而根据

水环境生态修复技术将其分化降解，最终减少污染物的

数量、体积。[6]总之，河道水环境生态修复能有效提高水

体生态环境的循环净化功能，从而维持河道水体生态圈

的稳定，对促进城市水环境治理以及当地气候改变有非

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3��河道水环境治理面临的问题

3.1  外源污染
现阶段河道水环境治理遭遇外来物质污染，如城市

工业废水、人为投放垃圾以及各类有毒有害矿物质等，

导致河道水环境外源污染严重，使得河道水体环境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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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破坏，这与城市或农村的工农业发展、污废水处理

有一定关系。如果城乡的污废水直接排入河道，无疑是

对水环境污染加剧的行为，加之城市垃圾分类落实不到

位，导致某些不易降解的垃圾被冲入河道，仅靠河道内

部分解者工作无法降解其中的合成物质，进而导致河道

生态环境失衡。长此以往，产生刺激性气味，使得水体

内部动植物生长受阻，污染物长期难以分解、净化，最

终导致河道水环境彻底失衡，成为臭水、死水。

3.2  内源污染
河道水环境治理过程中，内部水体同样存在污染

源，且更加不能被忽视，由于水体植物自我分解产生的

有机物可能发生反应，即河道自身生态系统蕴含的动植

物对河道内部的土壤、水环境等产生威胁，排放的有机

物使得河道的土壤发生变质。加之河道本身对动植物的

营养供给十分充足，这些动植物繁衍速度过快，造成大

量藻类迅速布满水环境表层，阻隔水体与空气接触，底

部成为封闭空间，污染速度更快。总之，河道水环境内

部生态不协调，存在生物排放有机物无法自行净化、降

解，就会导致内源污染加剧，严重破坏河道水体质量。

3.3  河岸硬化改造破坏水体生态平衡
在河道水环境治理中，常采用河岸硬化改造的技术

进行水环境稳定，然而现阶段河岸硬化改造的设计以及

对水环境的控制对其水环境体系的稳定性造成了一定程

度的破坏，其合理性、科学性不足，会造成河道水环境

的不良影响。相关人员对河岸硬化处理范围不断扩大，

大概率会破坏基础河道的整体生态体系，水环境不可避

免遭受破坏，其使用的水泥、钢筋混凝土、沙块等对水

体本身净水能力起到抑制作用，尽管加固材料能够稳固

河岸工程设施，但对河道水环境其实是负面影响，破坏

自身水体平衡，导致净水生物、土壤中喜阴生物等失去

原有功能作用，河道水体协调性遭受破坏，最终导致水

体自净化效果锐减。

3.4  河道断面处理略显单调
在河道水环境治理中需要对河道断面进行科学治

理，但目前我国处理河道断面的手段略显单调，对建立

河道水环境生态平衡圈作用不明显，河道生态多样性保

护不足，河道断面水环境分布微生浮游生物的生存空间

达不到最适宜的程度，对水体内部生态形成不利。此

外，存在部分河道水环境治理工程偷工减料，作业设施

力度不够，建设不到位，直接采取截弯取直操作，使得

河道整体观感整齐但对河道断面处理单一，无弯曲河道

对水体环境的整体结构设计不合理，会影响水环境自身

平衡体系建立，从而影响到水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效率。

4��生态修复技术控制河水污染办法

4.1  外源污染控制法
针对河道水环境大量外源污染，生态修复技术要求

管理人员做好外源污染控制工作，将外来污水排放以及

垃圾投放的控制优化放在首要目标，进一步控制外源污

染，使其水体环境达到自平衡目的。尤其在暴雨过后河

道水污染程度最大时，普通控制方法无法有效清除、控

制污染源头，预期环保目标完成困难，这就需要生态修

复技术对雨水降水量进行控制，相关人员通过引进先进

的设备对雨水进行控制，利用原位雨水自动膜滤设备，

通过超低压的保护膜过滤工艺，有效控制暴雨冲入河道

的直接体量，降低降水量以及水流冲击力，从而有效抵

挡外源污染，使其被阻隔在保护膜外。另外，环保人员

也可采用折叠式滤膜进行污染治理，实现自动虑化污染

达到截留外源污染目的，还能进行河道储水、蓄水目

的，将储存的水体过滤清洗在排入河道，最大限度保护

河道水环境生态平衡。

4.2  内源污染控制法
针对河道内部浮游生物的排放有机物污染，环保人员

应对其内源污染进行精准、有效的处理和控制，需要环保

人员对河道内部存在的重金属、氮磷有机物质进行初步清

除，为后续清除、控制内源污染物排除障碍，也能有效降

低二次污染概率。之后环保人员利用机械化设备清除顽固

淤泥，采用生物酶反应的修复方式将其中不可降解的有机

物统统反应合成到可以清理的状态，组合物理机械设备以

及化学生物反应进行联合排污处理，从根本上解决河道水

环境的污染。内源污染控制是生态修复效果效果最明显且

成本最为可控的方法之一，对修复河道水环境提高其内部

自净化能力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4.3  人工净化修复方法
在河道水体环境遭受破坏，生态失衡状态下，对周

围居住的人们生活带来不便，进行河道生态修复时，可

以采用人工净化来加快水环境的净化清理效果，发动周

遭人们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水环境和谐建设。在环保

人员带领下，通过超微净水处理技术，通过人工净水流

程工艺对河道水体进行全方位净化修复，并建立循环管

道，结合大面积气液混合技术，迅速净化水体，合理运

用超高压气液混合处理，将水体中的超氧物质进行排除

处理，利用一个个微米大小或亚微米级别大小的氧气泡

加快河水内部氧化，提高河道水体净化效率。最后，通

过人工净化方法对水体中超标的氮、磷有机物、各类重

金属以及大量繁殖的藻类进行清洗、净化处理。

4.4  水体自净化系统构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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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水环境生态修复不仅靠外来力量清除水体污染

物质的威胁，还应建立起水体自净化体系，令河道水体

具备一定的自净化能力，才能一劳永逸，彻底解决水

体污染问题，这需要环保人员对河道水环境中植物种类

有充分了解，并明晰该生物的天敌、生长繁殖能力以及

对水体的营养吸收、物质排放等问题，把握其微生浮游

生物的降解能力，从而利用生物转移、辅助引入生物等

手段改善水体自然系统，达到河道水体自净化能力提高

目的的同时还能增加河道水体生态圈的生物多样性。对

此，环保人员可以通过引入绿矮型植被进入河道浅水区

改善水体环境，辅助内源污染清除，种植水下草皮、藻

类降低水污染，引入高水下植物、四季常青的植物等，

集中解决中央水域污染问题，增强其自净化功能效果。

最后，引入一些大型鱼类或两栖动物，解决内部生物残

渣，注意种族数量控制，避免引入无天敌生物，导致其

自身成为水环境破坏者。需要形成完整的食物链，达到

河道水体环境内部平衡，提高水体自净化能力，搭建完

整水环境自净化体系。

5��生态修复技术的应用

5.1  人工湿地技术应用
在生态修复技术应用改善河道水环境中，人工湿地

技术的合理应用能够对河道水质恢复效率以及成果提供

助力，并且对其生态价值的提高、水环境整体外观的提

高都有积极作用。在应用人工湿地技术时，通过搭建人

工湿地，融入原有河道净化环境中，从而达到提高河道

水体的净化能力，加快排水效率的目的。搭建出垂直流

湿地以及淹没流湿地，有效完成河道地表物质过滤，形

成湿地特有环境特点，集中向下处理污染物质，完成高

处导流，形成多层净化水体结构，达到上、中、下游的

河道修复，合理安排人工湿地数量、规模，使其达到充

分净化水体，改善河道环境的目的。

5.2  生态护坡修复技术应用
在河道水环境生态修复技术应用中，常用生态护坡

技术，主要有防侵蚀护坡以及生态平衡护坡方法等，在

实际修复时，环保人员对生态护坡技术合理运用，优化

边坡冲刷，利用护底技术，强化河道护坡结构。尤其是

在较宽较大的河道中，相关人员利用立方钢丝箱阻隔河

水，达到护岸目的，引入本地耐湿植物种植在岸边，如

插穗、水藻等进行护岸种植，也可在中等水流河岸通过

芦苇、木桩等进行护岸处理。达到生态平衡目的，保护

河道水体环境。

5.3  生态清淤处理修复技术应用
由于现代化城市遍布工农业设施，产生的废料重金

属、污水、有毒有害物质随着淤泥流入河道，严重影响

河道水体环境。对此，生态保护人员利用生态清淤处理

技术，将这类淤泥排出河道，进行有效净化，进而完成

河道内环境的净化，保护河道生态圈的生物，相关人员

需要及时清理大型沉浸物，通过定期清淤、定期查看，

分期治理的策略控制河道污染，改善水质，完善当地河

道水环境生态平衡。

5.4  雨水管理技术应用
在河道水环境治理中，雨水管理作为河道生态修复

中较为常见的技术，其对河道水资源的储存、管理意义

非凡。相关人员针对雨水落入河道区域，进行科学合

理处理，减少雨水污染，对其实行阻隔、吸收、储存处

理，再通过净水装置对其内部二氧化硫物质进行清除净

化，使其对河道危害下降。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雨水的

渗透能力进行控制，布置透水性装置、下渗网、雨水处

理网等，进行水体净化、储存。

结束语：总而言之，在河道水环境治理中应用生态

修复技术能够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解决当前水环境外

源污染、内源污染、河岸不合理硬化改造、河道断面处

理单调问题，利用外源污染控制法、内源污染控制法、

人工净化修复法、水体自净化系统构建法改善河道水环

境，应用人工湿地技术、生态护坡、生态清淤以及雨水

管理技术，促进河道生态平衡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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