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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城市水环境保护中河道治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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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本文围绕城市水环境保护中河道治理的重要性展开探讨，通过分析河道治理对生态系统平衡、城市防洪

排涝、水资源合理利用以及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的作用，阐述河道治理在城市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旨

在为城市水环境保护工作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推动城市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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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城市化浪潮席卷之下，人口与建筑密度激增，城

市河道面临前所未有的环境危机。污水直排、生态退

化、防洪能力削弱等问题频发，致使河道从生态动脉沦为

污染载体，不仅威胁居民生活品质，更掣肘城市可持续发

展。河道治理作为破解城市水环境困局的核心路径，其重

要性不仅体现在修复生态、保障防洪安全，更对优化人居

环境、激活城市发展动能意义深远。深入剖析其价值，对

重塑城市生态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关键作用。

1��河道治理对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

河道治理是维系城市生态系统平衡的核心举措，天

然河道承载着由水生植物、微生物、鱼类等生物构成的

复杂生态链，各生物间相互依存、协同作用。通过河道

清淤、河岸带植被恢复等治理措施，能够有效恢复河道

自然生态功能。清淤工程可减少底泥污染物释放，净化

水体，为水生生物打造安全的栖息环境；河岸植被恢复

则能过滤地表径流污染物，同时为鸟类等生物提供栖息

地，促进生物多样性的提升。此外，河道生态系统具备

强大的自净能力，水生植物通过吸收氮、磷营养物质抑

制藻类过度繁殖，微生物则分解有机污染物。河道治理

能够激活并强化这些自净机制，使河道具备一定的自我

修复能力，从而维持城市水生态环境稳定，保障城市生

态系统的良性运转[1]。

2��河道治理与城市防洪排涝

2.1  提升河道行洪能力
（1）城市河道在城市防洪排涝体系中占据着关键地

位，是极为重要的行洪通道。在暴雨等极端天气侵袭

时，大量降水短时间内汇聚，城市河道肩负着将这些雨

水及时输送至城市外的重任，其行洪能力直接关乎城市

能否有效避免内涝灾害。然而，现实状况不容乐观，长

期以来，部分城市河道由于缺乏有效管理与维护，出现

了严重的淤积现象。大量泥沙、杂物在河道内堆积，使

得河道的过水断面逐渐减小；同时，一些不合理的城市

建设活动，如填河造地、侵占河道等，导致河道被人为

缩窄。这些问题极大地削弱了河道的行洪能力，在暴雨

来临时，河水无法顺畅下泄，极易造成河水漫溢，引发

城市内涝。（2）通过河道清淤、拓宽等针对性治理措
施，能够显著改善这一局面。河道清淤工作利用专业设

备，将河道底部淤积的泥沙、垃圾等清理出去，恢复河

道原本的深度，增加过水空间。拓宽河道则是通过合理

规划，对河道狭窄段进行扩宽改造，扩大过水断面面

积。诸多城市的实践成果有力地证明了这些措施的有效

性。例如，某城市在对城区一条关键河道进行清淤拓宽

治理后，经过专业评估，河道的行洪能力提升了40%。在
后续遭遇的几次暴雨天气中，该城市原本内涝严重的区

域积水情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城市交通、居民生活等受

到的影响大幅降低，充分显示出提升河道行洪能力对于

城市防洪排涝的重要意义。

2.2  构建防洪缓冲带
（1）在河道治理过程中，河岸的加固与整治工作意

义重大，能够构建起一道坚实且有效的防洪缓冲带。稳

固的河岸是抵御洪水冲击的第一道防线，洪水具有强大

的冲击力，若河岸土质疏松、结构不稳定，在洪水的长

期冲刷下，极易发生坍塌，一旦河岸坍塌，洪水将直接

涌入周边区域，给城市基础设施、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带

来巨大威胁。通过采用浆砌石、混凝土护坡等工程措施

对河岸进行加固，同时对河岸进行平整、修护，可极大

增强河岸的抗冲刷能力，保障河道周边区域的安全。

（2）合理规划河岸绿化带也是构建防洪缓冲带的重要环
节。河岸绿化带不仅能够美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景观

品质，还在防洪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在洪水来临时，

植被的根系能够固定土壤，防止河岸土壤被水流冲走；

同时，茂密的植被可以对洪水起到一定的阻滞作用，减

缓洪水的流速。根据相关研究，宽度适宜的河岸绿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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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使洪水的流速降低10%-20%，这一减速效果能够有
效降低洪水对城市的冲击力，为城市防洪争取宝贵时

间，减轻洪水对城市基础设施的破坏程度[2]。

2.3  完善城市排水系统
（1）河道治理通常与城市排水系统的优化紧密相

连，二者相辅相成。城市排水系统如同城市的“毛细血

管”，负责收集城市各个角落的雨水，并将其输送至河

道。然而，在一些城市中，排水管道因年久失修、杂物

堵塞等原因，排水不畅问题突出，部分排水口设置不合

理，甚至存在污水直接排入河道的情况，这不仅影响

河道水质，还降低了城市整体排水效率。（2）通过疏
通排水管道，利用高压水枪、管道清淤机器人等先进设

备，清除管道内的淤泥、杂物，恢复排水管道的畅通。

同时，对城市雨水管网与河道进行科学、有效的衔接，

合理规划排水口位置与数量，确保雨水能够顺畅排入河

道，避免出现雨水在管网内淤积的现象。例如，在某城

市的老城区改造项目中，对排水系统进行了全面梳理与

优化，重新规划了排水口布局，将雨水管网与河道进行

精准对接，同时对老旧排水管道进行了更新换代。改造

完成后，该区域在暴雨天气下的排水时间缩短了30%，内
涝发生次数明显减少，河道水质也得到了有效保障。

2.4  调节城市水文环境
（1）治理后的河道在调节城市水文环境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河道具备天然的蓄水功能，在雨季，当降雨

量较大时，河道能够储存多余的雨水，避免雨水短时间

内大量涌入城市排水系统，造成排水不畅和内涝。而在

旱季，城市水资源相对短缺时，河道储存的水又可以缓

慢释放，补充城市水资源，维持河道水位的相对稳定。

（2）这种水文调节作用对城市具有多重益处。一方面，
有助于缓解城市水资源供需矛盾，保障城市生产生活用

水需求。例如，在一些水资源较为紧张的城市，通过合

理利用河道的蓄水和补水功能，在旱季能够为城市的工

业生产、居民生活提供稳定的水源支持，减少对外部调

水的依赖。另一方面，稳定的河道水位能够减少因水位

剧烈波动对城市生态系统和基础设施造成的损害。频繁

的水位涨落会对河岸植被、水生生物栖息地造成破坏，

影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对桥梁、码头等基础设施而

言，水位大幅变化会加速其结构的腐蚀与损坏，增加维

护成本。而治理后的河道通过有效调节水文环境，能够

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延长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促进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3��河道治理对人居环境和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

3.1  改善人居环境质量

河道治理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提升具有系统性价

值。从景观营造角度看，通过水体净化、驳岸重塑和生

态修复，河道能够从原本的黑臭水体或功能性单一的排

水渠，转变为兼具生态与美学价值的滨水空间。例如，

新加坡的碧山-宏茂桥公园在河道改造中，将混凝土河道
恢复为自然蜿蜒的溪流形态，结合本土植物群落种植，

形成多层次生态景观。这种改造不仅使河道水质得到显

著改善，还为居民提供了亲近自然的绿色空间，其设计

理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城市河道生态修复的典

范。在城市微气候调节方面，河道治理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水体蒸发过程中产生的冷却效应，能够有效缓

解城市热岛效应。根据城市气候学研究，宽度超过20米
的连续河道带，可使周边区域夏季平均气温降低1-2℃。
同时，河道周边植被的蒸腾作用与水体的协同效应，能

够增加空气湿度，降低悬浮颗粒物浓度，改善空气质

量。此外，河道治理中建设的滨水步道、亲水广场等公

共设施，构建了立体化的休闲空间网络，满足了居民多

样化的户外活动需求，提升了城市生活品质[3]。

3.2  提升城市形象与竞争力
良好的河道治理成果是城市形象的核心展示窗口。

以杭州京杭大运河为例，通过河道清淤、沿岸历史建筑

修缮和景观亮化工程，将千年运河文化与现代城市风貌

有机融合。这种改造不仅重塑了城市的天际线景观，更

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艺术展览空间等载体，形成了

独特的城市文化标识。数据显示，运河景区年接待游客

量突破2000万人次，相关文旅产业收入占杭州市GDP比
重超过3%，显著提升了城市的国际知名度。从城市竞争
力构建角度，优质的河道环境已成为吸引高端要素集聚

的重要载体。根据城市经济学理论，良好的生态环境能

够产生“绿色溢价”效应，使区域房地产价值提升15-
25%。同时，河道景观的优化能够增强城市对创新人才
的吸引力，形成“环境吸引人才-人才带动创新-创新促进
发展”的良性循环。例如，深圳大沙河生态长廊通过河

道综合治理，打造出集生态、休闲、科创于一体的滨水

空间，吸引了腾讯、大疆等高科技企业在此设立研发中

心，推动了区域产业升级。

3.3  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河道治理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体现在多维度

产业协同发展上。在土地经济层面，河道周边地块因景

观价值提升，土地出让价格显著高于城市平均水平。以

上海苏州河两岸开发为例，通过河道整治与滨水空间改

造，沿线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超过千亿元，为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提供了重要资金支持。同时，房地产开发的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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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带动了建筑、装修等上下游产业发展，形成完整的产

业链条。在文旅经济方面，河道旅游已成为城市经济新

增长点。苏州护城河在治理过程中，充分挖掘其历史文

化资源，开发了水上旅游航线、古城夜游项目等特色产

品。2023年数据显示，护城河旅游项目年接待游客量达
500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产业收入超30
亿元。此外，河道治理还催生了生态康养、水上运动等

新兴业态，进一步拓展了城市经济发展空间[4]。

3.4  传承城市历史文化
河道作为城市历史的物质载体，其治理过程本质上

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过程。在历史文化保护方面，专业

的文物保护技术与现代工程手段相结合，能够实现历史

遗迹的活化利用。例如，扬州古运河在整治过程中，运

用非接触式探测技术、微环境监测系统等手段，对沿线

古桥、码头进行精准修复，同时设置文化展示长廊、非

遗体验馆等设施，使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感知、可体

验的文化产品。从城市文化认同构建角度，河道文化景

观的塑造能够增强居民的归属感。通过挖掘河道相关的

民间传说、传统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现代艺术

表现形式，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空间。例如，成都

府南河治理中，将蜀锦文化、川剧元素融入滨水景观设

计，通过主题雕塑、互动装置等形式，使居民在日常生

活中感受城市文化脉络，形成独特的文化记忆共同体。

3.5  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河道治理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水

资源管理方面，通过构建生态湿地、雨水花园等海绵设

施，河道能够有效提升城市水资源调蓄能力。以海绵

城市试点城市厦门为例，通过筼筜湖流域治理工程，建

成生态湿地面积超100公顷，使区域雨水利用率提高至
40%，有效缓解了水资源短缺问题。同时，稳定的河道生

态系统能够降低水质净化成本，形成经济与环境效益的

双重提升。在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层面，河道治理引导

城市功能布局优化。通过划定滨水生态保护红线、建设

生态缓冲带，能够有效遏制城市无序扩张，促进土地集

约利用。例如，广州珠江前航道治理过程中，通过功能

分区规划，将原本低效的工业用地转化为总部经济集聚

区和生态休闲区，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平衡。

这种治理模式为城市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范

例，推动城市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方向转型[5]。

结语

综上所述，河道治理在城市水环境保护中具有不可

替代的重要性。它不仅关乎城市生态系统的平衡、防洪

排涝安全，还对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形象与竞争

力、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以及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有着深

远影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应充分重视河道治理工

作，采取科学合理的治理措施，实现城市水环境保护与

城市发展的良性互动，为城市居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环境，为城市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刘向峰.河道治理工程的工作重点分析[J].四川水
泥,2022(10):70-72.

[2]张平,李耀祖.河道治理工程的环境污染影响及保护
措施[J].工程技术研究,2021,6(21):205-206..

[3]段亚强.河道治理工程的环境特点及其保护措施[J].
农业科技与信息,2021(07):14-16.

[4]陈正新,何慧,郭春香.优化河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的
措施分析[J].资源节约与环保,2021(03):18-19.

[5]朱兰侠.河道治理改造中水环境保护解析[J].河南水
利与南水北调,2020,49(1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