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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实施商城县灌河水环境综合治理的措施与重要意义

刘安宇
商城县水利局Ǔ河南Ǔ信阳Ǔ465350

摘Ȟ要：灌河是商城县城区的生态屏障，是连通大别山与淮河的重要生态廊道，也是纵贯商城县南北的最宽阔河

流，是城市重要的行洪通道。文章从灌河水环境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剖析、治理原则和目标、治理措施等方面来论述

灌河水环境综合治理的必要性。商城县灌河灌河水环境综合治工程建设十分必要，工程建设条件有利，工程治理技术

上可行、经济上合理，不存在制约工程实施的不利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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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灌河地处淮河上游右岸，是淮河二级支流，史河

一级支流，流域地处东经115°22′40″~115°26′36″，北纬
31°49′13″~32°05′47″，流经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固始两
县。灌河左邻白露河，中游右邻灌河支流小沙河，上游

左右均为淮河长江流域分水岭，北入淮河，是商城县境

内的一条主要河流，流域内有14个乡镇，276个行政村。
商城县灌河控制断面为固始马罡国控监测断面，根

据《河南省水功能区划》、《河南省主体功能区划》，

灌河商城县项目区共划定2个二级水功能区（灌河商城排
污控制区、灌河下游农业用水区），灌河商城县段河长

108km。灌河商城排污控制区水质主要污染控制指标目
标为达到Ⅲ类，目前水质主要污染控制指标为Ⅴ类；灌

河下游农业用水区水质主要污染控制指标目标为达到Ⅱ

类，目前水质主要污染控制指标为Ⅲ类。灌河商城县段

现状水质达不到区划要求，亟需对水质状况进行修复改

善，具体问题如下：

1.1  水质不达标
1.2  底泥内源污染严重
1.3  农业面源污染缺乏控制
1.4  沿河生态空间挤占，部分河段岸线冲刷严重
2��存在问题剖析

2.1  河流底泥淤积，内源污染严重
灌河沿线由于常年的雨污水直排，生活垃圾沿河无

序堆放，农药、化肥随地表径流进入水体，造成水体富

营养化；存在大量畜禽养殖，畜禽养殖污水中的有机

物， 随径流进入灌河，造成水体污染；大量未被水体降

解的污染物沉积在河道底部，形成底泥污染，内源污染

严重。河道底泥中沉积了大量污染物，经过河流冲刷、

化学及生物作用，形成疏松状、富含有机质和营养盐的

灰黑淤泥，在水动力的作用下，沉积在底泥中的污染物

将会得到释放，造成水体的二次污染。

2.2  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严重，农村环境基础设施薄弱
商城县境内村镇多数污水处理设施缺乏，污水直接

洒向大地等待自然蒸发或者就近排入附近沟渠，农村居

民污废水、农药化肥等农业面源在降雨冲刷作用下， 以

地表径流、土壤侵蚀和地下水蓄渗等为载体进入附近沟

渠，最终支流通过排水沟进入灌河，造成水体污染。

2.3  沿河生态空间挤占严重，水生态环境退化
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内，灌河两岸人类活动较为

集中，随着旅游、交通、城镇建设等开发项目不断增

多，灌河沿岸生态环境被严重挤占，河流岸线自然属性

被人为改变，水体水文条件发生大幅度变化，原有的物

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受到扰乱，当地物种生境遭到破

坏，造成水生态脆弱，水环境恶化。

2.4  河湖护岸冲刷严重，生态功能受损
灌河商城县郊区两岸多为自然河岸，无护砌，且岸

边农田较多，抗冲刷能力较差，河水对凹岸冲刷严重，

影响岸坡稳定。两岸因农业种植，河道基本无自然缓冲

带，河道和陆地之间缺少生态屏障，河道截污纳污、水

体自净能力减弱，水体生态功能退化，原有水生生物生

存环境已不存在，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生态功能受损。

3��治理原则和目标

3.1  治理原则
商城县灌河水环境综合治理措施的选择应遵循“适

用性、综合性、经济性、长效性、生态性和安全性”等

原则。

适用性：地域特征及水体的环境条件将直接影响商

城县灌河水环境的综合治理的难度，需要根据水体整治

阶段目标、污染原因和污染程度的不同，有针对性地选

择适用的技术方法及组合。

综合性：水环境治理通常具有成因复杂、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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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特点，其整治技术也应具有综合性、全面性，需

系统考虑不同技术措施的组合，多措并举、多管齐下，

实现商城县灌河水环境的综合治理。

经济性：坚持生态效益为主导，生态、社会、经济

三大效益协调统一的原则，对拟选择的整治方案进行技

术经济比选，确保技术的可行性和经济的合理性。

长效性：针对水体的季节性、易复发等特点，整治

方案既要满足近期水质改善的目标，也要兼顾远期水质

进一步改善和水质稳定达标的要求。

生态性原则：形成丰富变化的景观微环境，创造多

类型的微湿地，建立多样性的湿生植物群落和动物栖息

环境，赋予环境以生命；

安全性：强化技术安全性评估，避免对水环境和水

生态造成不利影响和二次污染等问题。

3.2  治理内容
商城县灌河水环境综合治理范围位为陶家河入灌河

口（桩号4+660）~宁西铁路（桩号24+870），治理总长
度为20.21km。
工程建设包含垃圾清理、污染底泥清理、生态护

岸、人工湿地、生态隔离带、生态沟渠等六部分。

3.3  治理目标
通过对灌河的综合治理，将实现以下主要目标：

3.3.1  商城县灌河水质主要指标达到地表水Ⅲ类标
准，水功能区水质达标；

3.3.2  打造整洁优美、水清岸绿的河流水环境；
3.3.3  增强河流自然水系统的自净能力，实现水体生

态的强化净化；

3.3.4  恢复生态水体原有的生物多样性、连续性。
3.4  治理措施
3.4.1  垃圾清理工程措施
结合商城县生态环境条件和水体整治目标，需要对

灌河的河面、河中、河岸以及河底的漂浮物、废弃物、

障碍物以及岸线垃圾杂物、堆积物等进行清理，清理范

围为下游段从陶家河入灌河口以下~宁西铁路段（桩号
4+660~24+870），治理总长度20.21km，垃圾清理量约
0.62万吨。项目区域内河段流经鲇鱼山办事处、河凤桥
乡等乡镇和众多村庄，乡镇居民生产、生活产生的农

业、生活垃圾较多，同时由于附近周边居民环保意识淡

薄，部分的生活、生产垃圾直接倾倒河道内，经过长期

沉淀，导致河道内水质恶化，污染物浓度较高，影响河

道水环境状况。为保持河道内的清洁干净，水质状况改

善，维护打造整洁优美、水清岸绿的河流水环境，需要

对项目区河道内的垃圾及漂浮物、河中物障碍物以及河

岸物垃圾的进行清理。根据现状调研及《灌河水系下游一

河一策》，项目区域内共有5处生活、建筑垃圾堆放点，
分布于岸坡、滩地；3处违章建筑，分布于河道滩地内。

3.4.2  污染底泥清理工程措施
本项目拟对陶家河入灌河口至规划锦绣大道（桩号

4+660~桩号8+670）、规划锦绣大道至宁西铁路（桩号
8+670~桩号24+870）共2段开展污染底泥清理工程。由于
灌河沿线多年来存在着雨污水排入，生活垃圾沿河无序

堆放，农药、化肥随地表径流进入水体等现象，大量的

氮、磷和有机物进入水体，形成了一定的污染源，造成

大量污染物沉积、积累在底泥中，水体的物理性质和化

学性质发生变化，导致灌河底泥普遍存在着污染现象，

河床断面缩小，河道比降缓，流速慢，从而形成内源污

染，威胁河道水质。经现场勘查，灌河河床底部污染底

泥淤积深度达到0.3~0.7m。
3.4.3  生态护岸工程措施
本次拟建设的生态护岸工程有3处：桩号4+500~5+ 

400左右岸1.8km；桩号6+500~6+800河道左岸支沟，长度
0.5km。生态护岸建设总长度2.3km。
灌河弯道险工形成的原因较多，主要有以下成因：

一是灌河河道为宽浅式游荡型河道，为强降雨多发区，

洪水汇流快，河道比降陡，当上游发生洪水时，洪水

迅速下泄，量大流急，加之弯道多，主流左突右冲，直

撞岸坡，造成河岸冲刷严重；二是灌河岸坡多为砂质河

床，结构松散，抗冲能力较低，河水暴涨暴落，随着洪

水的快速退却，岸坡土体逐渐坍塌，危及堤岸安全。

据现场调查，鲇鱼山水库以下河道部分弯道险工已

经进行了浆砌石防护，但仍有几处弯道存在塌岸、冲刷

严重等问题，受洪水冲淘，局部主槽已逼近河岸，河

岸塌滑成陡坎，对河岸安全已构成威胁，局部主槽距河

岸较近，对河岸村庄和未来建设的滨河道路构成安全威

胁，还导致水体生态功能退化，破坏了原有水生生物生

存环境，使得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生态功能受损。急需

进行防护。

3.4.4  人工湿地工程措施
拟建设4处人工湿地，分别为陶家河入灌河口表流人

工湿地净化工程、河凤桥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新桥村

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和滩地溪流人工湿地，有效削减入

湖污染负荷。

3.4.5  生态隔离带工程措施
结合生态护岸、人工湿地建设等工程，在沿河外侧

1km范围内生态隔离林带，河道左岸生态隔离带以栽植灌
丛、地被为主，同时整理沿河河道边坡。生态隔离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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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连续，乔灌草结合，分区块布置，单块区域长度不小

于200m，宽度4-10m。河道右岸以生态隔离带以栽植乔
木为主，结合灌丛、地被栽植，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具

备生物栖息功能的大型沿河生态隔离带。生态隔离带是

以林地、湿地、农业用地、园地等生态用地为主的绿色

植被带。生态隔离带在面源污染控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据大量研究表明，人工植草条带和自然森林植被

对面源污染中的TN和TP截留率均高于40%，当地表水从
农田流向水体时，隔离带可起到两种效应：对地表径流

起到阻滞作用，调节入河洪峰流量；有效地减少地表和

地下径流中固体颗粒和养分含量。生态隔离带对沿河生

态系统同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乔木林带是鸟类重要

的栖息地，灌木丛、湿地带是沿岸两栖类生存的重要场

所，是维持沿河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因素。本次灌河水

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构建沿河生态隔离带，充分发挥区生

态净化功能、生态安全功能。

3.4.6  生态沟渠工程
河道左岸以增加开挖生态边沟为主，布置边沟宽度

5m，沟深0.5-1.0m，总长度12km。右岸生态沟渠布置采
用复式布置形式，沿现状道路边坡及河道滩地分别布置

宽度5-15m，沟深0.8-1.2m。生态沟渠也称之为沟渠湿地
生态系统。生态沟渠主要是通过坡种草、岸种柳、沟塘

种植水生植物来发挥截流泥沙、土壤吸附、植物吸收、

生物降解等一系列功能，来达到“三清除”（清除垃

圾、淤泥、杂草）和“三拦截”（拦截污水、污泥、杂

草）的作用，从而减少水土流失，降低进入地表水氮、

磷的含量。

4��效益评价

4.1  经济效益
4.1.1  通过垃圾清理和底泥清理，每年可节约河道清

淤和垃圾清理费用至少在500万元以上。
4.1.2  作为塑造文明城镇的城市，通过人工湿地、生

态隔离带净化作用，可极大程度的减轻城市污水处理压

力，涵养水源。

4.1.3  生态护岸可加固稳定坡岸，控制土壤侵蚀能够
在保障行人安全的前提下，提供居民亲近自然的场所，

有益身心健康。

4.1.4  可直接削减入河污染负荷总氮108.95t/a，总磷
15.94t/a，氨氮89.89t/a，提高商城县灌河水环境质量。

4.2  社会效益
工程实施后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也是潜在

的。水环境改善后大大提高了城市绿色空间及安全舒适

度，提升了城市形象，不仅拉近了市民与绿色的距离，

而且改善市民居住环境，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提升市民幸福感，形成人、水、城市、文化和谐发展的

水生态文明城市，有助于提高城市品位，提升区域知名

度， 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此外，本工程的建设，进而

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协调发展，全面提高社会的持续

发展能力，具有可观的社会效益。

4.3  生态效益
商城县灌河水环境综合治理的建设也将带来明显的

生态环境效益。最直观的生态效益包括恢复河岸带的生

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增强水体自净能力和生态抗逆能

力，进一步削减内源污染，改善河湖水质，同时对河湖

的景观具有明显的提升效果。

通过实施人工湿地、生态隔离带等措施，拦截入河

污染负荷，增强水体污染物削减能力，可恢复和重建水

生生态系统。随着生态系统功能的增强，可有效提高对

污染物的吸收分解净化能力和水源涵养能力。

此外，还能调节局部小气候、净化美化环境，通过

维护区域生物多样性，增强区域防灾抗灾能力，有效提

升生态环境安全，形成生态安全格局，促进生态环境的

良性发展。本工程完成以后，还将有效净化水质、补充

蒸发渗漏及城市生态用水，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

和生活环境。对缓解地区水环境污染状况，改善周边水

体水质和景观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5��结束语

工程建成后水环境的改善还能提升城市形象，提高

旅游发展品质，提升游客游览体验，间接增加旅游收

入，经济效益明显；此外，工程能有效改善河湖水质，

削减内源污染，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调节局部地区气

候，促进生物多样性恢复，具有明显的生态环境效益；

最后，工程发挥作用水环境改善后大大提高了城市绿色

空间及安全舒适度，不仅拉近了市民与绿色的距离，而

且改善市民居住环境，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提

升市民幸福感，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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