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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河道治理策略与方法研究

魏亚杰
河北省水利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石家庄�050000

摘�要：河流污染对于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它降低了河流的生态功能，导致局部水资源变得更加

短缺，同时也削弱了生物多样性，影响了全球的生态平衡。因此，采取措施对河流进行有效治理成为了迫切需要。本

文首先对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水利概念进行解读，接下来结合实际案例，讨论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河道治理策略与方

法，展示如何在治理过程中恢复和保护河流生态系统，为如何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模式提供珍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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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河流对于人类社会扮演着多重角色，几乎每

个城市都拥有一条被誉为“生命之源”的河流。它们为

居民提供饮用水，增添自然美景，有时还成为经济活动

的场所，更重要的是，起到关键的防洪作用。可惜，由

于之前经济发展的短视，“经济优先”的思维导致了环

境保护的忽视。一些商家甚至将未经处理的废水排放到

河中，这样的做法严重破坏了河流的生态，有的河流需

要数十年时间才能恢复其生态功能。随着对持续发展的

认识加深，人们开始意识到需要修正这种破坏性的开发

模式，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因此，要想实

现水环境的改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步推进，就必须采

取更为有效的河流管理和保护措施。

1��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水利概述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水利作为一门古老的知识，

其定义涉及到水资源的安全和效率使用。这包括通过设

计与执行各类水利设施和管理措施，实现水资源的有序

分配和管理，以应对洪水灾害，保证日常和生产活动中

的水需求。在这一传统框架中，水利的目的主要集中在

利用和控制水资源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可持续发展、

生态水利概念应运而生，它标志着人类对水资源管理理

念的一大进步。与传统水利相比，生态水利更加注重在

满足人类用水安全需求的同时，维护和保护水生生态系

统的健康及其可持续发展。生态水利追求在尽可能减少

对生态环境干扰的前提下，通过生态友好的建设和管

理，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水生生态系统，无

论是覆盖面广阔的咸水体系还是珍贵的淡水资源，都是

地球上不可或缺的生态组成。河流系统，作为淡水生态

的核心，扮演着联通咸淡水生态、维系生物多样性的重

要角色。

但是，随着全球人口激增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许

多河流面临严峻的污染和生态退化挑战，这不仅威胁到

河流自身的存续，也对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造成了影

响，比如减少了可利用的水资源，降低了生物多样性，

甚至影响到大气和陆地的生态系统。将生态水利理念应

用于河流治理，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和修复受损的河流生

态环境。这一方面可以直接恢复河流的生态功能与美，

另一方面也能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人为破坏，从而在人

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寻求一种和谐共存的状态 [1]。借

此，不仅可以为地球上的各种生命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

还可以为人类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这

个过程中，生态水利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桥梁，维护地

球生态平衡的同时，支持着人类文明的前行。

2��工程案例

某河流，流域覆盖面积高达6960平方公里的巨型水
利工程项目，发源于颍河的茨河铺。设计之初，河道项

目的宗旨便是缓解淮河干流从正阳关至怀远段洪水的压

力，极大地增强了淮北大堤的安全保障功能。它能够实

现最大1580立方米每秒的分洪流量，有效削减80%的支流
洪峰，从而使豫皖两省1500万亩的农田受益。不仅如此，
河道项目的船闸建设还遵循了五级航道的国家标准，每年

的货运吞吐量约达1000万吨，显著缩短了阜阳至蚌埠的
航行距离达100公里。该工程不只在灌溉和航运领域展现
出了巨大的应用价值，在防洪、排涝以及生态环境保护

等多个层面，也体现出了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2]。

3��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河道治理策略与方法

3.1  构建完善防洪减灾体系
防洪规划的实施，不仅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极大地提高了居民的生活安全

质量。在河道项目的治理工程中，创建一个全面的防

洪减灾体系成为了优先任务。这包括加大水利基础设施

的建设力度，比如及时升级和改造旧有的抽水泵设施，

同时建设新的抽水站，以增强整体的排水能力。为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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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区的抵御洪水能力，还需兴建多样的水渠建筑，

如此一来，可以系统性地整改和优化现有的涵闸结构，

同时也对沿岸的电动灌溉设站进行升级改造。这一系列

措施的目的在于，通过构建和完善辅助设施，形成一个

互联互补的水管理网络，从而有效地应对潜在的洪水威

胁。通过这样一套综合性的治理策略，不仅可以确保河

道项目及其周边地区的防洪安全，更能为整个淮河流域

的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提供新的思路和模式，为未来可

能出现的挑战做好充分的准备。

3.2  清基
为确保河道的顺畅与环境的整洁，设计方案中特别

提出了在堤基设计边缘外额外留出30至50厘米的处理空
间[3]。这一策略的实施，需要借助50型正铲挖掘机的高效
作业能力，专门针对河道中的各类杂质——包括但不限

于腐殖土、淤泥、建筑废弃物、树木根部以及草丛等，

进行全面的清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会依据河道项目

具体的地质与环境特点来确定清除杂质的深度，通常情

况下定为30厘米以保证清理工作的彻底。完成河道表面
清理后，所累积的废弃物需要及时处理，以防对环境造

成二次污染。这时，自卸汽车的使用成为运输这些垃

圾至预定处置地点的理想选择。通过这样一连串细致周

到的措施，不仅可以有效提升河道的防洪能力和生态质

量，同时也为河道周边地区的居民提供了更加安全、清

洁的生活环境。

3.3  土方开挖
工程的精确施工起始于专业的测量团队对项目的仔

细放样和界定开挖边缘，这一步是确保工程顺利进行的

关键。完成准确测量后，接下来的任务是开始挡墙基础

的土方挖掘工作。为保障挖掘的位置和深度达到既定的

精度，施工过程中必须不断进行精确的测量和监控。采

用反铲式挖掘机，按照由上至下逐层进行的挖掘策略，

而河道的底层则通过人工细致处理。在挖掘工程中，设

置斜率为1∶0.3的槽壁斜坡，这样做无需额外加固槽壁，
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节约了成本。为避免槽壁因侧向

压力过大而发生塌方，非常关键的一点是控制基槽两侧

的堆土距槽壁边缘必须达到5米以上的安全距离。随后，
挖出的土方材料需被自卸汽车运往指定地点处理。在完

成了基槽挖掘工作之后，下一步是利用小型电动夯实机

械对槽底进行密实处理，确保基础面的坚实和平整，为

后续施工提供坚实的基础。这一连串精心安排的步骤，

不仅保障了施工的精确性，也为整个项目的顺利实施奠

定了坚实基础。

3.4  砌筑

在本河道的治理项目中，建造浆砌石挡墙是关键步

骤之一，其中块石被选为主要的建筑材料。确保这些石

块在使用前的清洁是基本要求，以便在堆砌过程中能够

保证工程质量[4]。垒砌工作的起始阶段，即首层的砌筑，

对整个挡墙的稳定和美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挡

墙基础的边界必须严格控制在预定范围内，使用砂浆将

石缝隙填补，以确保下一层石块铺设时，上下石块之间

能够更好地结合。由于石块形状自然而多变，有时需要

对其进行适当的修整，以确保石块之间能够稳定匹配。

在堆砌过程中，特别强调增强外侧石块与内侧石块之间

的紧密连接，通过每隔1米设置拉结石块，并保持2至4
厘米的横向及纵向缝隙，逐层施展砌石挡墙。每一层砌

筑完成后，应使用钢筋插入灰缝中，确保灌填的砂浆结

实、牢固且无空隙。挡墙砌筑完成后，针对浆砌石墙体

的勾缝位置进行特别处理显得尤为重要。勾缝前先进行开

缝，确保深度达到或超过4厘米，随后使用高压水彻底冲
洗缝隙，去除所有杂质。接下来用与砌筑砂浆强度相当

的砂浆进行勾缝，以提升整个挡墙的抗压能力和外观效

果。砌筑完成后，墙体需要进行至少14天的定期洒水养
护，以保证砌筑质量，确保墙体的持久稳固和耐用性。

3.5  回填
土方回填工作，包括堤身土方回填与挡墙基槽回

填，是确保工程稳定性的关键一环。工程启动之初，首

先利用振动压实机械对基面进行仔细的碾压，以清理基

面。紧接着，根据工程要求，对原始地基的压实度进行

严格检查，以确保其达到规定的标准。只有在确认地基

符合标准后，才能开展下一步的铺土工作。在进行土方

回填时，调节土料的含水量至适宜水平是至关重要的一

步，既不能过湿也不能过干，以确保土壤达到最佳的压

实效果。对于填筑范围内的任何凹坑，都需要先行填平

并进行碾压，确保整个铺土面的平坦度，然后才能继续

填筑。为保证压实质量，初始设定的土料虚铺厚度为30
厘米，在堤身边线距离大于50厘米的区域，务必保持铺
土的厚度在适宜的水平。具体的操作过程中，首先进行

两轮静压，然后执行三轮振压，以此来达到预期的紧实

效果。之后，再进行一轮静压，确保每30厘米的碾轮压
痕有适当的重叠，以提高压实均匀性。每一层碾压完成

之后，都需进行压实度的测试，确保每一次碾压都达到了

设定的标准。仅当测试结果完全符合要求后，才会铺设下

一层土料[5]。这一层层精心的操作，直到堤顶的碾压工作

全部完成。最终，对堤坡进行修整，这不仅保证了坡面

的整齐美观，也进一步增强了整个堤体的稳定性和安全

性。通过这样精细和科学的工序，确保了土方回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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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质量完成，为整个工程的稳固性提供了坚实保障。

3.6  铅丝石笼护脚
在河道项目河道的整治项目中，采取了一种先进的

施工方法——现场铺笼砌筑包封技术，用以执行铅丝石

笼的护脚作业。这一流程的首个步骤涉及到石笼基础的

开挖，随后利用蛙式夯机将其牢固地夯实。这种稳固的

基础是确保石笼效能发挥至关重要的。关于石笼箱体的

构造，选用的笼片标准尺寸定为1米×1米×3米。在实践
中，每相隔25厘米，石笼笼片的接缝处会被施以一道封
口条，此举旨在增强结构的稳定性。石笼的堆砌过程模

仿了传统的干砌石技法，强调的是实现表层平滑、结构

紧实且分层措施得到恰当执行的效果。对于石笼之间的

连接，采用铅丝进行绑绞，以确保它们能够紧密固结在

一起，每隔25厘米设立一个连接点，保证二者间的牢固
程度。无论是上下方的石笼还是邻近的石笼，连接的方

式都保持一致，以确保整个护脚结构的一致性和稳定

性。通过这一系列严格的施工细节和高标准的执行，确

保了河道治理工程中石笼护脚的质量和效果，为河道带

来了有效保护和持久的稳定。

3.7  伸缩缝
设置沥青砂浆伸缩缝是为了应对温度变化引起的挡

墙热膨胀现象，这种设计可以有效阻止因气候变化导致

的挡墙损伤。在伸缩缝的处理过程中，一个关键步骤是

缝隙内部的彻底清洁，这包括将缝内的杂质完全去除。

完成清洁工作后，使用高压水喷洗或者高压气体吹扫的

方式，确保缝隙内部达到干净的状态。在沥青砂浆的准

备工作中，砂子需要先进行加热处理。随后，在沥青加

热熔化变为液态后，将预热的砂子加入混合，这样处理

后的沥青砂浆不仅流动性好，也易于操作。只有当沥青

砂浆满足质检要求后，才能进一步执行灌缝工序。在灌

缝阶段，首先利用模板临时封闭挡墙的缝隙两侧，确保沥

青砂浆不会泄露。接下来，按从下到上的顺序填充沥青砂

浆，并边填充边用钢筋捣实，以确保没有气泡，实现缝隙

的密实填充。最后，在模板拆除后对沥青缝的外露面进

行整修，使其达到整洁且一致的外观，此举不仅提升了

挡墙的美观度，更保证了沥青缝填充工作的持久效果。

通过这些细致入微的施工步骤，成功防止了挡墙因为温

度变化导致的潜在损害，确保了工程的长期稳定性。

结语：在河道项目河道整治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施

工队伍秉承了严谨的工作态度，确保了各个施工环节，

如土方开挖、土方回填和沥青砂浆灌缝等关键步骤，均

严格遵循了既定的工艺流程。这种对细节的精益求精，

不仅保障了项目的施工品质，同时也为河道项目河道的

稳定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得益于这种高标准、严要

求的施工管理，河道项目河道的治理工作不仅顺利完

成，而且达到了预期目标。这其中包括提高了河道的防

洪效能，缓解了潜在的洪水威胁，同时也增强了河道的

生态价值，为周边的动植物生态环境创造了更优质的条

件。通过系统的河道整治，河道不仅见证了治水效果的

显著提升，也展现了环境生态功能的重要性，治理的成

果得到了全面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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