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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在城市河道治理工程中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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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河道治理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重要环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河道治理的需求也越来越迫

切。传统的河道治理方法存在着许多问题，如过度硬化、缺乏生态保护等。生态水利设计理念作为一种新型的河道治

理理念，注重生态保护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为城市河道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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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本文介绍了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在城市河道治

理工程中的应用，包括河岸生态环境的恢复、跨河建筑

生态设计、水质改善和净化、景观设计和人文关怀以及

生态管理和维护等方面。应用生态水利设计理念能够恢

复和改善河道生态环境，提高河道的生态服务功能和综

合效益。

1��生态水利设计理念

（1）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强调在水利工程设计中尊重
自然。这意味着在河道治理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大拆大

建，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设计时应根据河流的

自然形态、水流特点、河床质地等因素进行规划，避

免对自然河流的过度干预。（2）注重保护生态系统。
河流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河道的形态、水质、

生物多样性等都对生态系统产生重要影响。在设计过程

中，应采取措施恢复和再造河道形态，恢复河岸生态环

境，如植被、水生动物等，以提高河道的自净能力和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3）还强调科学规划。在进行河道
治理时，需要进行全面的科学规划，综合考虑水利工程

的安全性、生态保护、景观等多方面的因素。通过科学

规划，可以实现水利工程的功能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

展，提高水利工程的综合效益。（4）注重资源的合理
利用。在治理河道的过程中，应合理利用水资源、土地

资源等，避免浪费和过度开发。通过资源的高效利用和

合理的资源配置，可以实现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发展，为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1]。（5）需要多学科的协同
合作。在实践中，需要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景观设计

等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进行协同合作，共同制定设计方

案，以确保生态水利工程的顺利实施。

2��生态水利设计理念的基本原则

（1）尊重自然原则：在生态水利工程设计中，应尊
重自然环境，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根据

河流的自然形态、水流特点、河床质地等因素进行规划

设计，避免对自然河流的过度干预。（2）保护生态系
统原则：生态水利设计的核心是保护生态系统。在设计

中，应采取措施恢复和再造河道形态，恢复河岸生态环

境，如植被、水生动物等，以提高河道的自净能力和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3）科学规划原则：在进行生态水
利工程设计时，需要进行科学的规划，综合考虑水利工

程的安全性、生态保护、景观等多方面的因素。通过科

学规划，可以实现水利工程的功能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

展，提高水利工程的综合效益。（4）合理利用资源原
则：在生态水利工程设计中，应合理利用资源，如水资

源、土地资源等，避免浪费和过度开发。通过资源的高

效利用和合理的资源配置，可以实现水利工程的可持续

发展。（5）集成优化设计原则：在生态水利工程设计
中，应综合考虑水利工程的水利、生态、环境、景观等

多方面的因素，进行集成优化设计，使水利工程成为一

个完整的系统，发挥最大的综合效益[2]。（6）可持续性
原则：生态水利设计理念的核心是实现水利工程的可持

续发展。因此，在设计中应考虑未来的生态环境变化和

人类需求变化，使水利工程能够适应未来的变化，实现

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3��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在河道治理工程中的应用

3.1  河道生态恢复与改善
通过对河道进行生态水利设计，可以实现河道的生

态恢复与改善，从而提高河道的生态环境和生态服务功

能。（1）进行生态恢复设计。在河道治理中，生态恢
复设计主要是针对受到不同程度污染和破坏的河道生态

系统进行恢复和修复。其中包括清除河道内的垃圾、恢

复河道原有的生态系统、提高河道的自净能力等措施。

在生态恢复设计中，可以采用生物修复技术，如种植水

生植物、投放有益微生物等，以加速河道的生态恢复。

（2）进行河道形态改善。河道形态的改善主要是针对
河道原有的不良形态进行改造和优化，以实现河道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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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化和生态化。其中包括调整河道线型、改善河道断

面、恢复河道原有的河床和河岸等措施。在河道形态改

善中，可以采用自然河道设计理念，如采用自然河床、

设置自然坡度等，以实现河道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

（3）进行河道护岸生态设计。河道护岸生态设计主要是
针对河岸进行加固和生态化改造，以增强河岸的稳定性

和生态服务功能。其中包括采用生态护岸技术、设置生

态挡墙等措施。在河道护岸生态设计中，可以采用自然

护岸设计理念，如采用天然材料、设置自然植被等，以

实现河岸的生态化和自然化。（4）进行水资源优化配
置。水资源优化配置主要是针对河道水资源进行合理调

配和利用，以实现水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和生态保护。其中

包括合理分配河道水资源、加强水资源管理、建设水资源

利用设施等措施。在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可以采用水资源

综合管理技术，如水资源监测、水资源调度、水资源评估

等，以实现河道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保护。

3.2  河岸生态环境的恢复
河岸生态环境的恢复不仅可以增加河岸的植被覆

盖，提高河岸的抗侵蚀能力和稳定性，还可以恢复水生

动物栖息地，提高河道的生物多样性。（1）建设生态堤
岸和生态护坡。生态堤岸和生态护坡是河岸生态环境恢

复的重要措施。通过采用自然材料，如石头、木材等，

建设生态堤岸和生态护坡，不仅可以增加河岸的植被覆

盖，还可以提高河岸的抗侵蚀能力和稳定性。同时，在

建设过程中，应尽量保留原有的地形、植被和水生动物

栖息地，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3]。（2）恢复水生动
物栖息地。水生动物是河岸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恢复水生动物栖息地对提高河道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作

用。可以通过建设人工湿地、水生植物带等方式，为水

生动物提供繁殖和生存的环境。同时，在河道治理过程

中，应注意保护水生动物的栖息地，避免破坏其生存环

境。（3）加强河岸植被的养护管理。河岸植被是河岸生
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河岸植被的养护管理对河

岸生态环境的恢复具有重要作用。可以通过定期修剪、

除草、浇水等方式，保证河岸植被的生长和发育。同

时，应注重河岸植被的种类选择和配置，以适应当地的

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4）加强河道的水质管理。
水质是河道生态环境的重要指标，加强河道的水质管理

对河岸生态环境的恢复具有重要作用。可以通过建立水

质监测系统、加强排污管理等方式，保证河道水质的安

全和稳定。同时，应注重推广环保理念，提高公众的环

保意识，共同维护河道生态环境。

3.3  跨河建筑生态设计

（1）进行生态选址和布局。在跨河建筑的设计中，
应选择合适的地理位置和布局，以减少对河道生态系统

的影响。例如，在桥梁建设中，应选择河道较为平缓的

地点，避免在河道转弯处或河床变化较大处建设，减少

对河道水流和河床的影响。（2）采用生态建筑材料。生
态建筑材料是跨河建筑生态设计的重要措施。例如，在

桥梁建设中采用生态混凝土，可以减少对河道生态系统

的影响。生态混凝土具有较高的透气性和渗透性，有利

于河道水生植物的生长和栖息。同时，在建设中还可以

采用生物栅栏、生态护岸等技术，以减少对河道生态系

统的影响。（3）考虑水生生物的生态通道。水生生物是
河道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跨河建筑可能会影响水

生生物的迁移和繁殖。在跨河建筑设计中，应考虑水生

生物的生态通道，为水生生物提供必要的栖息地和繁殖

场所。例如，在桥梁建设中，可以设置水生生物通道或

过鱼设施，为水生生物提供安全的迁移通道。（4）加强
环境监测和管理。在跨河建筑生态设计中，应加强环境

监测和管理，及时发现和处理环境问题。例如，建设环

境监测站，对河道水质、生态状况等进行监测和评估，

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处理。同时，应加强环保宣传和教

育，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共同维护河道生态系统。

3.4  水质改善和净化
（1）设置水质监测设施。在河道治理中，应设置水

质监测设施，对河道水质进行实时监测和评估。通过水

质监测设施，可以及时发现和处理水污染问题，保证河

道水质的稳定和安全。同时，应建立水质监测数据库，

对监测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为河道治理提供科学依

据。（2）建设水质净化设施。在河道治理中，可以建设
水质净化设施，如人工湿地、生物膜反应器等，对水质

进行净化。人工湿地可以通过植物、微生物等对污水进

行自然净化；生物膜反应器可以通过生物膜对污水进行

生物净化。这些净化设施可以有效地改善河道水质，提

高河道的生态服务功能。（3）加强水质管理。加强水质
管理是水质改善和净化的重要措施。应建立完善的水质

管理制度，加强排污管理，防止污水流入河道。同时，

应加强环保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共同维

护河道生态环境。（4）应用新型水质净化技术。随着
科技的发展，新型水质净化技术不断涌现。在河道治理

中，可以应用新型水质净化技术，如高效微生物处理技

术、纳米材料水处理技术等，对河道水质进行净化。这

些新型技术具有高效、环保等优点，可以更好地改善河

道水质。

3.5  生态管理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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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完善的监测和管理制度。在河道治理完成
后，应建立完善的监测和管理制度，定期对河道水质、

生态系统进行监测和评估。通过监测和管理，可以及时

发现河道生态环境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修复措施。同

时，应建立生态管理和维护档案，记录河道生态环境的

状况和管理措施，为后续的生态管理和维护提供依据。

（2）加强宣传和教育。加强宣传和教育是生态管理和维
护的重要措施。应通过媒体、宣传栏、宣传册等多种渠

道，向公众宣传河道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保护措施，提

高公众对河流生态保护的意识和参与度。同时，应加强

对学校、社区等场所的宣传教育，培养青少年对河流生

态保护的意识。（3）加强与社会的合作。河道生态环境
的保护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各方的共同

努力。应加强与社会的合作，建立多方参与的河道生态

环境保护机制，发挥各方的优势，共同推进河道生态环

境的保护和管理[4]。（4）加强技术支持和资金保障。河
道生态环境的监测、管理和维护需要先进的技术和充足

的资金支持。应加强技术支持，引进先进的监测和管理

技术，提高河道生态环境保护的水平和效率。同时，应

加强资金保障，为河道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管理提供稳定

的资金支持。

3.6  生态水利与城市规划的协调
在治理过程中，应考虑河道的生态功能和城市景观

的融合，将河道治理与城市绿化、景观建设等结合起

来，为城市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1）协调城市河道
治理与城市发展规划。在城市河道治理过程中，应将河

道治理与城市发展规划相结合，综合考虑河道的生态功

能和城市发展的需求。例如，在河道治理中，可以结合

城市绿化、景观建设等，提高河道的生态功能和城市景

观的价值，为城市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2）综合考
虑河道治理与城市防洪规划。河道治理需要考虑防洪功

能，同时也要注重生态保护。在城市防洪规划中，应综

合考虑河道治理和城市防洪，采用生态护岸、雨水花园

等生态防洪措施，既达到防洪的目的，又保护河道生态

环境。（3）考虑河道治理与城市水资源的综合利用。
城市水资源的管理是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在河道治理

中，应考虑城市水资源的综合利用，合理配置水资源，

保障城市的供水需求。同时，应加强水资源的监测和管

理，防止水资源的浪费和污染。（4）加强公众参与和多
方合作。城市河道治理和城市规划需要公众的参与和多

方的合作。应加强公众参与的渠道，听取公众的意见和

建议，增强公众对河道治理和城市规划的参与感和认同

感。同时，应加强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的合作，

共同推进河道治理和城市规划的实施。（5）应注重河道
的生态功能和城市景观的融合。在河道治理过程中，应

注重河道的生态功能，采用生态护岸、生态修复等技术

措施，恢复河道的生态功能。同时，应将河道治理与城

市景观建设相结合，通过绿化、景观建筑等手段，将河

道打造成城市景观的亮点，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5]。

结语：综上所述，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在城市河道治

理工程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通过采用生态措施和技

术手段，恢复和改善河道生态环境，提高河道的生态服

务功能和综合效益，是未来城市河道治理的发展方向。

同时，还应加强生态管理和维护，保障河道生态环境的

持续改善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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