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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道生态建设与景观生态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优化生态环境,推动社会的平稳发展。在规划城市河道的过程中充分融

合水利工程、生态以及景观等多种要素,是人们高度重视的问题,也是优化城市生态环境的重点。本文主要分析了生态、景观

与水利工程融合的河道规划设计,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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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道规划设计原则 

1.1 生态、景观、水利工程协调发展 

水利工程对优化城市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

工程建设和发展中,其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水生态环境,

所以在河道规划的过程中应坚持生态、景观以及水利工程的

协调发展。又由于河道治理在城市水环境建设中占据着关键

位置,所以在规划设计的过程中协调好生态、景观与水利工

程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环境建设,从而为居民提供更加舒

适的居住环境,不仅保证了城市建设的水平,也推动了城市

生态景观的发展。 

1.2 推动水利工程治理可持续发展 

现如今,人们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全新的治水观念

开展水利工程治理工作。而众多先进理念当中,可持续发展

理念是 为重要也是 为核心的理念,其也是水利工程建设

的发展方向。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应高度重视水利工程治理

的可持续发展,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保护水利工程和生态环

境的协调与稳定。 

1.3 始终秉承以人为本 

水利工程建设对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以人

为本也是社会发展所提倡的价值观念。在规划设计中应将娱

乐和休闲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从而使水利工程建设具备更

加完善和丰富的功能,增强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更加全面

和充分地展现水利工程的功能。在水利工程建设时,有关部

门还需积极采取多种有效方式提高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以此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真正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

谐相处。 

1.4 充分利用水资源 

水资源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十分积极的

影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水利工程建设的资金和资

源投入也在不断增多。所以我们也应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

施增大水资源利用率。在生态、景观以及水利工程建设中应

充分利用水资源,改变传统的水资源开发方式,在实现短期

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长远发展。 

2 生态、景观与水利工程融合的河道规划设计的策略 

2.1 科学融合水利工程与景观环境 

在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要设计出高质量的滨水环

境以及河流景观,这也是城市环境建设中不可忽视的环节。

景观环境的建设与河流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当前,人

们将过多的精力放在了城市建设上,其虽然推动了城市工业

的发展,但却拉开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钱学森老先生就

曾提出了山水城市的概念,且在城市发展中,人们十分渴望

美观且环保的城市景观。流动的水和多姿多彩的水面景观也

增强了城市对人的吸引力,提高了城市的灵动感,而并非只

有冰冷的高楼大厦和钢筋水泥。 

基于此,在水利工程设计和建设的过程中,需采取有效

措施保证城市滨水空间规划的科学性及合理性。城市滨水空

间通常指水域与城市之间的过渡区域,滨水区域本身具有较

强的特殊性,其一方面是水体的边缘,另一方面又是混凝土

道路的边缘,是充分融合陆地与水环境的空间区域,同时其

也是人工与自然高度融合的重要表现,在城市发展中发挥着

不可忽视的作用。依据其毗邻的水体性质,城市滨水空间也

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江滨、河滨和海滨等。城市滨水区域还

可协调城市宏观环境与城市微观环境。 

区域中有较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不仅展现出了良

好的精神面貌和城市形象,而且可为居民营造更加自由的活

动空间,可为人们提供旅游休闲等各类服务,从而也反映出

了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另外,在城市景观规划设计和建设

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回归自然,保持原始自然状态的原

则,在规划设计中需积极保护水质和动植物资源,特别是珍

贵的资源。且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堤岸防护时注意利用自然

护坡。在城市河道的规划建设中,规避截弯取直的方式,需要

采取更加科学的渠道化措施。且在选取堤防断面的过程中,

不得将选择的类型仅仅局限于混凝土的防洪墙方面,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还可选择土堤,在土堤上建设适应当地生态环

境的自然景观。 

2.2 推动生态环境与水利工程的完美融合 

城市河流在交通运输、自然保护、绿地建设和提供水源

等方面均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因此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应

充分利用城市河流的生态功能,从而保证城市生态环境建设

的质量。城市河流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自然地理要素,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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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建设的过程中高度重视生态建设的质量,积极发挥河流

生态的多种功能,能够为城市生产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丰

富的水源支持,从而减轻城市热岛效应对生态环境构成的不

利影响,优化城市绿地建设,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还可保护城市

生态多样性,从而为人们营造更加怡人的活动和娱乐环境。 

2.3 积极改善河道生态环境 

河流生态环境涵盖的内容较多,改善河道生态环境时,

需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护坡萎缩、河流断流的现象,长时间维

持 小径流量,保证河流系统的自净和稀释能力,确保河流

系统的水盐分布处于平衡状态。再者,提高地下水位的合理

性,并对河流湿地等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以此推动沼泽地

的平衡,为地表水转化提供充足的蒸发量和消耗量,为水陆

生物气息提供充分的水资源。具体措施为： 

首先应做好河道与周边城市用地的协调工作。用地问题

是导致城市河道无法成为滨水景观和城市休闲区的重要因

素。当前,城市道路和建筑已经能够直接与河道相连,连接时

多采用直立墙护岸的形式,没有缓冲的空间。虽然建筑和城

市道路占据了河道两岸的部分用地,但是采取有效的调控措

施后可解决上述问题。在调控的过程中,带状绿地面积明显

增多,既保证了防洪排涝工作的平稳进行,也能显著提升城

市的美观性和安全性。 

其次是建立完善的绿色廊道。现如今,我国城市化发展

水平显著提高,使得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也受到了一定的不

利影响,对当地的自然水系统以及湿地系统等都产生了较大

的负面作用。而且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因此受到了不同程度

的损害,再加上湿地系统和自然水系统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

的功能,更加大了城市的生态风险。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需在

城市中建立战略性自然系统结构,从而保证绿色廊道可充分

发挥其作用,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在建立绿色廊道的过程

中,注意连接河流,形成相对完善的系统网络,并积极重建栖

息地,恢复原有的生态环境。 

后是合理规划河道景观的功能区与休闲区。在河道水

功能分区的过程中,应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及要求科学设置一

级区和二级区,同时还应对区域内的功能予以严格划分,创建

相对完善的河道景观,使其与河道景区协调统一。在河道休闲

旅游区规划的过程中,注意及时建立水利风景区和生态区,而

且还要保证水利风国内工程与生态景观之间的协调统一。 

3 工程实例分析 

为了确定规划设计方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以某工

程为例进行研究和分析。河流长 12.8km,流域面积 45 万平

方千米,该河流为季节性河流,断水时间较长,且其位于城市

河流当中,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较为明显,故而河流的轮廓已

逐渐模糊。再加上河流水资源供给不足,河道缺水现象较为

严重,河段的河岸线不够清晰,且农田占据了河岸的大部分

空间,两岸植被覆盖不足,不具备较强的防洪能力,存在着较

为严重的水污染问题。 

为有效改变这一状态,在河道规划设计的过程中将生态

与景观因素充分融合。在设计中积极扩容并改建了河道周围

的水库,需水量也较以往增加了 10 倍以上,为河流提供了充

足的水源。另外,合理规划蓝线和绿线,以规定要求为依据,

充分结合河流概况,规定河道的蓝线不小于30m,河道两侧绿

线的宽度不小于 30m,郊区段不小于 50m。在湖泊区域,蓝线

不小于 60m,绿线不小于 30m。在再者,河道景观设计规划的

过程中,需采取城河一体的规划方式,由于迫降较为明显,形

成了河道休眠屏障,在这一背景下,要设置十余个蓄水坝。在

建设河道景观期间,需高度重视拦蓄坝的设计工作,在设计

中可采取夜景灯光结合设计方式,也可选择与湿生植物种植

池相结合的方式。设计完成后,不仅上述问题得到了有效的

改善,而且也利用了河道的自然特点,统筹了河道生态与城

市建设之间的关系,增强了河道规划设计的合理性。 

4 结束语 

在河道规划设计的过程中,应始终坚持生态景观与水利

工程科学融合的原则,在河道设计和规划中,做好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并加大对垃圾排放的控制力度,重视水资源保护

与河道治理,以此推动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终不断优

化河道景观,促进自然环境与城市建设的完美融合。 

[参考文献] 

[1]罗仕军.生态、景观与水利工程融合的河道规划设计

研究[J].建材与装饰,2018(2):72. 

[2]于会源,朱霞,孙勇.生态、景观与水利工程融合的河道

规划设计[J].门窗,2018(1):78. 

[3]邵平峰,陈京华.基于生态水利工程的河道规划设计

初步研究[J].工程建设与设计,2018(1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