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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在河道治理中的应用

张� 旭*� 晋�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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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道治理对于改善河道生态环境、提升水利工程发展基础具有重要意义。河道治理势必会给周边环境带

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或污染。为了确保河道治理与环境保护实现“双赢”，在具体实施中，务必确保两方面工作相互协

调与促进。与此同时，加大施工控制力度，加强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加大河道治理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进而达到城

市生态建设与河道生态治理的目标，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主要分析了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在河道治理

中的应用。

关键词：生态水利设计；河道治理；应用

���：KWWSV���GRL�RUJ���������������������������

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希望融入自然，接近自然。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在现代河

道治理中的应用，为人们带来了新的感受，符合人们欣赏自然，追求幸福的意愿。目前，越来越多的水利工程正日

益影响着生态环境。生态水利建设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使得河流治理工程也从单一的水利工程演变为环

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河道治理工程主要有堤防工程和护岸工程等。我国传统河道治理的主要形式：一是蜿蜒形天

然河道的线性化或渠道化；二是河岸、河床的混凝土化。上述措施破坏了河流本身的生态平衡，导致河流生态功能丧

失。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水利设计理念，遵循生态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提高河道治理

工程的整体效果。

1��工程概况

某城市河道流经市区中心，流经市区段全长������NP，具有灌溉、供水、航运、排水、泄洪、动力、娱乐等功

能，为该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该地区城市化建设进程加快，外来人口大量涌入，两岸建

起千余家工业化企业，而近���的企业的污水处理设施不完备，并且居民常将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导致该河流水

质受到严重污染，使该地区的水产养殖、莲藕种植等行业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水中生物也濒临灭绝。周围居民反

映，该河臭味扑鼻、垃圾漂浮物较多，为远近闻名的“臭水沟”。

2��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应用于城市河道治理工程中的优势

工业生产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工业生产所造成的废水、废气等也对河道及

环境造成了较大的污染，从而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威胁。生态水利设计理念的应用，也就是在遵循社会发展原则、

维护生态环境平衡、促进生态环境发展的基础上，在河道治理的过程中，将河道治理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之间的

科学关系充分地彰显出来，然后利用一些河道内部物种之间的相互联系，建立一种适合物种生存的生态环境。在此基

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出一种比较科学并且合理的排污系统，进一步增强河道的排污性能，降低对河道水环境造

成的污染，促进河道治理工程的可持续发展，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构建美丽城市创造了条件。

3��在城市河道治理中融入生态水利设计理念的要点

在城市河道治理中融入生态水利设计理念的要点包括：（�）在河道截污工程基本完成后，实施河道生态治理，

确保无明显污染源直排入河。需要注意的是，应在已消除黑臭问题的情况下进行。（�）河道生态治理一般应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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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水质、底质等历史及现状资料收集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诊断现状河道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生态治理

措施。（�）河道生态治理应从适宜生物栖息的角度出发，全面考虑工程对水文、水深、流速、底质、河道形态、断

面形式及材料等生境因子的影响，构建适宜生物栖息及繁殖的生态环境。（�）河道生态治理应尽量保留河道天然的

形态及断面，控制截弯取直，河道断面宽度及形式应避免均一化、单一化。（�）护岸设施应根据河道功能的需要刚

柔结合，因地制宜，在满足强度要求的情况下，护岸材料应选择透水性好，有利于水体交换，适宜动植物生长的生态

亲和性好的材料，并且优先选择当地的天然材料。（�）进行河道生态绿化，在满足河道生态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尽

量保留、利用河道两侧的现有植被，合理配置不同习性的植物，营造植物群落结构及生态景观多样的植物带；植物宜

选择乡土种。（�）治理完成后，应对治理效果进行跟踪、评估，提出改进建议和措施。

4��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应用于河道治理的原则

�����空间异质性原则

在现代河道治理的过程中，为了加强生态水利技术的应用，相关单位及人员首先需要严格遵循空间异质性原则，

在这一过程中，相关人员主要以促进物种生存环境的质量为目标，降低污染问题出现的概率，确保生态系统整体的正

常运转，并在另一方面对河道及周边的环境进行维护与优化。同时促进河道附近生物的多样化，为我国社会整体的进

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性原则

同时，当相关单位及人员在对河道进行治理时，还需要遵循社会性原则，对水资源进行合理的优化调节，确保在

最大程度上避免洪涝灾害问题的出现。经过对大量水利工程的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水利工程在施工建设时的根本目

标是为人们日常生活及社会运转提供便利与保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相关单位及人员需要以社会性原则为基础，确

保水利工程的顺利进行，并以此为基础来开拓其他行业，以此来促进社会整体的进步与发展。

�����整体性原则

在现代河道治理的过程中，为了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河道内部水环境，相关单位及人员还需要遵循整体性原则，以

保障河道内部生态系统整体健康为目标，加强现代化技术与方式的应用。同时还可以将河道内部生态系统的组成元素进

行彼此结合，确保在最大程度上提高河道内部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与综合性水平，进而加强河道内部环境的健康发展。

5��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在城市河道治理中的应用

�����加强对生态系统的保护

�������种植水生植物

为了使受到破坏的生态系统得到及时修复，可以采用种植水生植物的方式，避免河道水质出现富营养化的现象。

例如，在河道中种植、投放金鱼藻、美人蕉、灯芯草等水生植物，其可以有效消纳河道中的有机营养物质，还可以发

挥清洁、净化水环境的作用，为水体环境的生态平衡提供一定的保障。另外，也可以在河道浅水区域投放菖蒲、芦苇

等植物，一方面发挥减弱水体冲刷、侵蚀河岸的作用，另一方面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提高河道的美观度。

�������建设生态护坡

河道治理施工对于周边水环境、土壤环境、生态动植物环境中的物质能量循环的影响是较大的，会导致河道水质

降低。对此，应进行生态护坡建设，从而保护生态系统。通过选择透水砖、杉木桩、治理块石等材料，并配置适量的

绿化物种，进行生态护坡建设，从而加强水体和土壤之间的生态循环，不仅确保了河道水环境具备良好的自我净化功

能，还实现了河道生态环境保护。

�����自然景观的应用

河道的蜿蜒性，使其能够容纳更多的水资源，并且也能给更多的生物创造生存的空间。水利工程在河道整治时应

保持原有的曲折度，因为不同的地点有不同物种所需的生活环境。在河流治理中，应尽可能保留河流的自然形态，以

避免规则化和形式化。通过调查分析，并根据植物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征，系统地研究各植物的覆盖度、适应性、植

株及根系特征、抗冲刷能力。选择适合于本河道岸坡及滨水区生长的植物，筛选适合于河道岸坡及滨水区生长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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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它起到了减少固体土壤侵蚀的作用，同时利于研究植物护坡建设对净化水质、美化环境的影响。

�����加强护岸结构的设计

在护岸结构设计方面，设计人员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遵循河道生态环境的多样性，根据河道周边环境，全

面分析治理目标以及治理效果后，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出一种比较合理的护岸形式。目前，城市河道护岸生态设计方

面主要包括人工生态和自然生态，对于一些比较窄的城市河道，比较常用的护岸结构为人工生态护岸，通过打造河道

景观，能够有效降低河道岸坡可能发生的坍塌风险。其次，对于一些比较宽的河道，则大多采用自然生态护岸，比如

可以在河道内种植一些亲水性植物，以此来对河道周边的水土稳定性进行巩固。在具体工作中，可以将人工生态和自

然生态护岸结构设计进行结合使用，注意还要选择一些自然且通透性较强的材料，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水流对岸

坡结构的冲刷。

�����生态护岸材料的应用

目前，混凝土和浆砌石护岸工程已经无法满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为实现人水和谐，特别是为人们提供良

好的水环境，需要恢复河道的原始生态功能和自然面貌，将河道的护岸功能从单一功能增加为给人类提供休闲和亲近

水体等多重功能。

现阶段格宾石笼是河道治理、生态防护工程中正在被国家大力推广、在全国各地广泛应用的一种柔性编织金属

网。石笼砌体覆盖土壤后，植物将逐渐长出，并实现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的结合。柔性材料的绿化景观，将恢复建筑

的自然生态。结构填料之间的间隙可以保持水体与土体之间的自然交换功能，也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实现水土保持与

自然生态环境的统一。

6��结束语

综上所述，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在城市河道治理工程中的应用优势较多，一方面为河道内部一些动植物系统的生存

提供了健康的环境，另一方面还有效地促进了河道生态系统的稳定发展，降低了水体污染，提高了河道微环境调节的

能力，为周边居民创造了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城市河道治理工程设计人员应充分利用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在

详细掌握河道内外实际环境情况的基础上，更好地满足城市河道治理工作的需求，促进河道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

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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