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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生态河道

苑 阳
北京市清河管理处 北京 100192

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治河理念也在演变，从自然放任，工程控制，污染治理的河道治理，到河道生态

系统的综合治理。本文结合清河生态河道治理的实例，对照传统河道，个绍了生态河道的概念及其功能，并对生态河

道提出了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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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恶化日益严重，尤

其是水污染所造成的河流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使人们不

仅不能亲近河流，甚至还要退避三舍。这些现象的出现

促使了水务工作者的深刻反思，反思之一就是河道的治

理模式。河道的治理不应只是工程设计合理，工程实施

成功，更要注重河流生态的保护，河流生态是自然生态

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简单地将其单独割裂出来

进行设计施工，于是河道生态治理孕育而生。20世纪90
年代，我国开始出现生态治河的概念，进入21世纪，随
着治河理念、治河知识和治河方法的提高，践行生态治

河理论已渐趋普遍、渐趋成熟，如：北京地区的清洁小

流域，上海地区的生态河道示范区，深圳福田河治理等

等，但是什么是生态河道？与传统河道的主要区别有哪

些？它的生态功能是什么？本篇拟就结合清河生态治河

理论的实践，并对照传统治河道，说明发展生态河道的

重要性和优越性，最后对生态河道提出几点看法，敬请

批评指正。

1 传统河道

传统治理的河道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

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但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

展，它的弊端也日益凸现。传统的河道往往主要是从功

利价值的角度（如防洪、航运、灌溉等）出发，通过裁

弯取直、疏挖河道、浆砌石或混凝土护岸等方法对河道

进行改造。历史证明，这种硬化平直的河道破坏了河道

本身的自然特性，河道的生命系统单一呆板，不仅没有

更好地发挥河道本身应有的综合功能，而且出现了许多

问题，如：河道的裁弯取直使水流流速增大，水体滞留

时间缩短，加剧了对河床和河坡的冲刷，也减少了对地

下水的补充；大量的浆砌石或混凝土等材料对河道的硬

化，破坏了沿河动植物的栖息繁衍地，使河流生态功能

减弱；硬化的岸坡挡墙拉大了人与水的距离，使人们亲

水性的心理难以得到满足；岸坡植被遭到破坏，使各种

污染未经过滤吸收直接排入河道，最终使河道变成一个

只能泄洪排污的通道。

2 生态河道

生态河道是通过一系列的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在满足

对人类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创造出有自然河道形态特征的

河道，它拥有丰富的生物群落，是能够进行自我修复并可

持续发展的生态廊道。它并非是简单重塑的自然河道，而

是在功效上高于自然河道的创新。下面结合清河生态治河

的实例，说明生态河道的特征及其发挥的作用。

2.1  河道形态
传统的河道整治，出于河道对人类基本功能的考虑，

对河道进行裁弯取直或采用单纯的规则断面，使河道平

直，流态单一，生物赖以生存栖息的环境遭到破坏，河道

生态系统的容量减小和完整性缺失。而生态河道是在满足

对人类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或模拟自然河道，或在河道的

两边制造浅滩、枯树或堆石等，形成类似自然河道的凸岸

和凹岸，使河道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曲折的形状，这样不仅

有利于河道滞留涵养水体，水生植物的生存范围增大，而

且更能促进河道生态功能的恢复。

2.1.1  河道平面
生态河道是通过一系列的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在满足

对人类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创造出有自然河道形态特征的

河道，它拥有丰富的生物群落，是能够进行自我修复并可

持续发展的生态廊道。生态河道不仅仅是简单的对自然河

道进行重塑，更是在功效上高于自然河道的创新。

以清河下段水环境治理工程为例，全长13.4公里的河
道走向基本沿着原有的河道形态，规划河道中心线作为

设计河道治导线，避免平直规则的河道走向。紧密结合

城市规划，河道的坡脚和上开口能够根据情况进行拓宽

或者弯曲，尽量使河床形状趋近自然。同时，根据现有

两岸拆迁占地情况以及左岸第九水厂输水管线，下清河

闸到沈家坟闸之间的河段，在一侧或者两侧进行扩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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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沈家坟到河口的河道上口线基本保持不变。这样设

计出的蜿蜒曲折的河道，使得河水在河道内有更多的滞

留时间，从而有利于水质的自我净化和河流生物的生存

需求。

河道的扩宽和弯曲也有助于减缓水流速度，减少水

流对岸边土壤的侵蚀，从而保护了河岸的生态环境。其

次，生态河道能够创造丰富的生物栖息地，为各种水生

生物提供了繁衍和生存的条件，促进了河流生态系统的

恢复和保护。此外，生态河道还能够为周边的生态廊道

提供连接和通道，促进生物的迁移和分布，增加生态的

连通性。

生态河道还具有自我修复和可持续发展的特点。通

过模拟自然河道的形态和功能，生态河道能够自我修复

受到的损害，例如河岸的侵蚀、水质的污染等。同时，

生态河道还能够持续地提供生态服务，如水质净化、水

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等，为当地社区和生态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2.1.2  河道断面
生态河道的断面形式是在安全和稳定的前提下，模

拟自然河道生态系统的工程措施，目标是维护河道的生

态循环和可持续发展。河道断面的建设是整个河道治理

的重点，它的治理效果会直接影响到整个河道治理的最

终效果，在此，结合清河下段水环境治理工程将生态河

道的几个主要断面型式进行简要说明。

清河下段（下清河闸——温榆河入河口）的河道断

面是80 年代初期形成的，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河
道断面仅对局部河坡进行了护砌：河道弯道的凹岸，支

流入口段以及顶冲段采用浆砌石护砌；土质不好的河段

采用碎石护砌；村镇旁、桥梁上下游采用砼板护砌。在

清河下段水环境治理中，河道断面首先要满足的是该段

河道防洪排水的基本功能，考虑到河道断面流速均大于

河床土壤的不冲流速，为防止岸坡淘刷，需对岸坡及坡

脚进行防护；另外结合自然生态、景观效应、规划控制

及工程投资等因素，不同河段采取了不同的断面型式。

①抛石护脚

抛石护脚是一种主要适用于护坡较为平缓的固基方

法，常常在河道护坡工程中得到应用。常水位以下采用天

然卵石护砌作为护坡方式。这种护坡断面形式，既能够提

供足够的抗冲击能力，又能够在保护河道稳定性的同时，

减少对河床边界条件的改变。这对于河道护坡工程来说具

有重要意义，可以有效保护河道生态环境，防止河岸侵

蚀，并且在景观效果上也具有一定的美化作用。

天然卵石护砌作为一种抛石护脚的固基方法，在下

清河闸至洼里新桥河段两岸以及洼里新桥至仰山大沟右

岸等河道护坡工程中得到了应用。其断面形式的设计可

以提供较好的抗冲击能力和稳定性，并通过绿化工程增

强生态环境和景观效果，达到综合护岸的目的。

②生态砖护砌

洼里新桥——羊坊闸的大部分河段常水位以下采用

了生态墙壁砖和鱼巢砖作为迎水结构，这种环保建筑材

料为河道生态保护和水质改善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生态

墙壁砖和鱼巢砖作为生态护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河道

常水位以下的区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生态墙壁砖采用了环保的建筑材料，其特殊的设计

形式能够为河道提供多层次的生物栖息空间。同时，生

态墙壁砖还能够有效减缓水流速度，减少对河岸的冲击

力，从而保护河岸，防止侵蚀和水土流失的发生。

鱼巢砖作为生态墙壁砖的一种形式，其特殊的设计形

式更加符合鱼类生活习性，提供了更加理想的栖息和繁衍

条件。鱼巢砖的空腔结构和表面的凹凸设计，能够为鱼类

提供隐蔽和安全的栖息空间，促进其繁衍和生长。

在洼里新桥——羊坊闸的常水位以上部分，为了进

一步提高河道生态保护效果，结合了浅水湾进行水生植

物种植，采用了生态植草护坡砖。生态植草护坡砖是一

种结合了生态砖和植草护坡技术的护岸形式。生态植草

护坡砖通过在砖体中设置土槽，种植水生植物，形成了

一种具有生态功能的护岸形式。这种复合型的护岸形式

在常水位以上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

③仿木桩护坡

仿木桩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是一种常用于河道护岸

的结构形式。该结构通过在坡脚沿线制作灌注桩，然后

回填卵石等材料，进一步加固坡脚，以防止河水淘刷岸

坡回填土，同时也能增强景观效果，实现了稳定性、安

全性和生态景观性的和谐统一。

在羊坊闸～外环铁路桥的常水位以下左岸，采用

了D200～D300仿木桩式格栅护岸，护岸的高度通常在
1.2～2米之间，底部为C25钢筋混凝土基础。这种护岸结
构采用了仿木桩的外观，既保持了自然的生态景观，又

具有坚固的结构，能够有效地抵御水流的冲刷和侵蚀。

仿木桩式格栅护岸不仅在防止河水淘刷岸坡回填土

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还能够有效地保护岸坡的稳定性

和安全性。钢筋混凝土的材料特性使得护岸结构具有较

强的抗冲刷和抗侵蚀能力，能够在河道水流冲击下保持

稳定，防止岸坡的坍塌和滑坡，确保了河道的正常运行

和河岸的安全。

仿木桩式格栅护岸还能够增强河道的生态景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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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外观形式类似于木桩，融入了自然的元素，使得护岸结

构与周围的环境相协调，不仅不破坏自然景观，反而能够

提升河道的生态价值，为水生生物提供了栖息和繁衍的场

所，促进了水生态系统的恢复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1]。

④石笼护坡

石笼护岸是一种采用镀锌、喷塑铁丝网笼或竹子编

织的竹笼，装入碎石或其他材料，堆砌成台阶状，并结

合表面覆土或回填土，种植植物等形成的护坡结构。适

用于流速较大的河道断面，具有强大的抗冲刷能力，整

体性好，能够随着地基变形而灵活变化，具有良好的稳

定性和生态性。

石笼护岸的优点之一是其强大的抗冲刷能力，有效

分散水流冲击力，减少河道岸坡的冲刷损害。其整体性

保持了护岸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同时灵活变化的笼子结

构使其能够适应地基的变形情况。此外，石笼护岸采用

天然材料，结合植物种植，提供了生态复合体，增强了

护坡的生态功能和景观性。

石笼护岸是一种可持续、环保的护岸解决方案，能

够在保护河道岸坡的同时，提供生态价值，适应复杂的

地理环境，并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因此，石笼护岸

在河道治理、岸线修复等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展现

出了其独特的优势和广泛的应用前景。

以上是几个主要的河道断面形式，此外还有草皮护

坡， 木材护坡、石材护坡等等，在现实应用中，不惟单

一断面形 式，更多的是采用多种断面形式复合(如：石笼
和生态砖复合，水生植物复合型(浅水湾)等等),让其发挥
各自的长处，以期达到安全生态，美观实用[2]。

2.2  生态河道的功能
（生态河道不仅要满足防洪灌溉等基本功能，还要满

足生态、景观、旅游等具有人性化的需求。通过种植各

种乔灌木及草皮，可以减少水土流失，草皮具有良好的

过滤、截留沉积物和营养物及涵养水分的功能，减少污

染物入河，减轻河道污染负荷，提高水体自净能力；为

各种动植物及微生物提供了栖息繁衍的场所，形成多样

的生物群落，良好的汇源功能可以引来更多的生物，使

河道景观具有更丰富的自然美；使用的材料多是环保材

料，具有环保功能，降低人为污染；随着时间变化，河

道的生态系统将会愈完整，对调节小气候的功能也将会

更加突出。总之，生态河道是除具备了传统河道基本功

能外，还集过滤功能、栖息地功能、环保功能、景观功

能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河道。）

3 几点看法

生态河道治理中植物种植应该具有多样性，实践证

明，乔木在固定河坡和深度涵养水体上的功能比草皮要

强，而灌木及草皮在过滤污物及营养物和涵养土壤浅层水

体功能比乔木要强；种植植物应该尽可能的采用乡土植

物，乡土植物容易成活，维护成本相对较低。在大范围的

河道工程中，切莫仿效园林植物，一些园林植物不仅成活

率低，而且养护成本也会相应增加，管理难度较大。

要注重景观多样性和生物群落的多样性，不可千篇

一律，尽可能做到步移景异，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发挥

河道的生态效益，而且能增加更多的滨水情趣，满足人

们亲水意愿[3]。

生态河道并非与传统河道完全对立，它是对传统河

道的一种完善或是改良，生态河道首先就是要坚持传统

河道对人类的基本功能为第一原则，在此基础上融入生

态、环境等新理念的河道。所以在河道治理实施之前，

一定要权衡生态治理和传统治理的利弊，综合分析，进

行严谨的可行性研究论证，做出合理的治理方案，不能

让“传统”和“生态”顾此失彼。

生态河道的目标是保护和恢复河流的“生态功

能”。通过建设生态河道来净化水体是不现实的，生态

河道不是污水处理厂，其本身不可能净化水体，但是它

对提高水体自净能力是有积极作用的。

结束语

生态河道是维持河流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河道，

其理念与原来的河流整治有很大区别，它是模拟自然河

道状况，在确保防洪排水安全的基础上，创新出来的一

种人类加工的河道，它注重生态景观，更是注重以人为

本，实现人水和谐、 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这种转变将

会使河道发挥更好的生态 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以及长远的潜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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