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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河道的现状，加强对其生态建设不仅可以确保区域防洪安全、消除洪水隐患以及改善河道生态环境，还可

以保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基于此，本文概述了生态型河道建设，阐述了生态型河道建设的必要性及其要求，对加强生态

型河道建设的措施进行了论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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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型河道就是河道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袁又可以

确保自然生态环境不受破坏袁从而实现自然景观与人文景

观的和谐共处遥
在河道建设过程当中袁 充分贯彻生态型河道的理念袁

在使河道满足人们需求的情况下袁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活动

对于河道所处的生态系统的破坏袁从而使河道的生态系统

能够保持自我恢复的功能袁从而使人类和河道以及周围的

生态系统能够和谐共处遥 生态型河道的建设涉及到多个学

科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遥 通过生态型河道的建设袁
使河道既具备满足人们需要的能力袁同时又能够保证良好

的生态环境袁同时还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遥

2.1 生态型河道建设的必要性遥 随着人类活动的急剧

扩张袁河道在一天天走向枯萎袁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使河流

回归自然的可能性遥
人们逐渐认识到维持河流生物多样性和河流生命活力

的重要性袁积极探索河道生态建设的新方法尧新技术袁采取

各种生态方法和工程技术使受损河流尽可能恢复至近自

然状态袁发挥其生态服务功能遥 而河流生态安全是生态文

明的重要内容之一遥
健康的河流系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袁承担着环境

和生态安全的使命袁 其重要作用已得到了全球的广泛认

同遥 鉴于河道的形成是一个自然循环以及多种因素共同作

用的过程袁所以在生态型河道建设时袁要从区域的角度袁以
系统的观点进行综合性考虑遥

2.2 生态型河道建设的要求遥 主要表现为院
渊1冤要求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遥生态河道建设中应该

充分的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袁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

处遥 在建设之前通过科学的论证袁防止盲目建设带来的各

种浪费以及污染问题遥 通过生态型河道的建设使人们能够

充分的享受河道所带来的经济上的便利以及生态环境上

的益处遥
渊2冤要求体现生物多样性和本地化遥 水利工程的建设

本身是对自然原生态的一种破坏袁只是在整体上权衡利弊

得失时这种破坏利大于弊而值得干遥 生态也不是一成不

变袁而是动态平衡的遥
因此袁生态型河道建设时必须极大地关注恢复或重建

陆域和水体的生物多样性形态袁尽可能地减少一些不必要

的硬质工程遥 河岸选择栽种的树种尧草种尽可能用本地尧土
生土长尧成活率高尧便于管理的袁即便是杂树杂草也不要

紧遥 由此来充分体现河道整治的生态理念遥

3.1 建设生态型河道的提出

20 世纪 80-90 年代袁经济发达国家鉴于水环境遭到破

坏而给城镇带来的负面影响日趋严重袁提出了建设多自然

型河川等理念袁并建设了大量的示范工程袁在河道治理中

拆掉了浆砌石袁采用土料筑堤袁草皮护坡袁堤脚采用防冲材

料袁或者采用隐藏式的硬质护岸袁表明建成自然式的景观袁
河道中摆放鹅卵石或不规则石块袁形成弯弯曲曲的潺潺细

流袁为鱼尧虾尧蟹等水生生物建造栖息场所袁为儿童建造接

触自然尧玩耍戏水的空间遥 治理前谁也不愿靠近的地方袁成
为居民亲水活动的场所袁河流的生态环境大为改善遥

3.2 恢复河道的生态功能和本来面貌

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袁特别是为人们居住环境的

改善提供良好的水环境袁需要对河道治理中所采用的混凝

土河床及浆砌墙护岸进行必要的改造袁恢复河道的生态功

能和本来面貌遥
具体做法是依据生态河道建设的需要部分 渊或全部冤

拆除浆砌石护岸的上半部分袁改用土料筑堤袁自然草皮护

坡袁或者采用适于动植物生长的特殊结构护岸渊如生态混

凝土草坪护坡冤遥 保留设计洪水位以下部分硬质护岸袁或者

保留堤基部分硬质护岸防止洪水冲刷遥 部分或全部拆除混

凝土浇筑的河床袁允许河岸和河底出现自然侵蚀尧冲刷淤

积等现象袁在自然力的作用下袁使河道形成浅滩尧深潭自然

分布袁宽宽窄窄尧弯弯曲曲的水路自然衔接袁陡峭尧平缓的

多种构造多种材料的堤岸浑然一体袁营造出生境丰富的多

样性空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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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还原水面袁绿化河道

在以往的城镇建设中袁填平池塘尧洼地袁在小河沟上面

盖水泥板是非常普遍的做法遥 这样虽然扩大了土地空间袁
避免了污水的臭气散发袁却减少了水面面积袁失去了水边

景观遥
某市内原有小河道 115.9km袁 已经盖板的有 52.8km遥

随着下水道系统的分流制和污水集流与集中处理工程的

实施袁很有必要适当还原部分水面袁建设水边景观袁改善城

市环境遥 还原水面在城市的中心地区显得尤为重要袁有了

河道空间以后袁河流水源成为关键因素袁从自然水循环的

角度考虑袁城市化造成的雨水渗透性削弱是其根源遥 为此袁
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袁把花坛尧空地尧路面尧雨水管道等做

成透水性构造袁促进雨水渗透袁这样能够使城市河道的水

环境条件得到改善遥
在城市规划中就要把部分场地做成利于汇集雨水尧利

于雨水下渗的布置曰在大型建筑物及居住小区尧公园尧学校

等工程建设中袁可以考虑推广雨水储留尧利用与渗透技术袁
这样可以涵养地下水袁增加非汛期的河道基础流量袁又能

促进地上尧地下的生物繁殖袁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曰还可以

减轻洪水期间城市排水的压力袁改善城市水循环遥
在人口密集袁污染相对比较严重的河段袁还原水面或

增加水面袁进行河道绿化袁可以改善城区的小气候袁使夏热

冬寒的极端温度得到缓解袁同时市区水域和绿化带还可以

净化空气袁 使生活在河道区域内的人们感受到生活的舒

适袁环境优美遥 这是生态型河道建设的理想状态遥
3.4 丰富多彩的河道设计

河道规划设计中袁 有条件的借鉴了国内外先进经验袁
采用各式各样的护岸形式袁创造丰富多彩的水边景观遥 如

适宜鱼类生息的鱼巢块体护岸袁适宜蛙类生存尧繁衍的两

栖块体护岸袁适宜萤火虫生存尧繁衍的护岸等等遥 护岸形式

的设计和选择袁要充分考虑特定河流尧特定河段的自然生

态状况袁精心构思袁力求细致全面袁特别是珍稀物种和特有

物种袁其生境条件的保护和合理改善非常必要袁有时要作

为重点项目认真研究袁妥善对待遥
为了保护一定河流生物的生存和繁殖袁河道治理选用

的材料要取自于自然袁使得整治后的河流与周围河堤相协

调遥 设计人员认真把握工程与生态的关系袁使河道治理不

仅能满足人们对水环境的需要袁又要能满足生物多样性的

需要遥

4.1 合理修建生态水工建筑遥 生态水工建筑能够起到

改变水量的分配与流态的巨大作用遥 河流上的水工建筑物

主要是橡胶坝袁跌水袁水库和一些闸门遥

橡胶坝能有效缓冲水流的冲击力袁起到保护河道河岸

的功能袁橡胶坝工程不仅为为群众生产生活用水提供了方

便袁而且沿河两岸农田灌溉提供水源袁更重要的是为湿地

生物的可持续生长创造了比较好的生态条件袁其中河流上

的闸门除了提高河道水位外, 还能够起到其他的一些保护

河到的作用遥
4.2 科学应用植被保护河岸遥 植物护岸是采用发达根

系植物进行护坡固土的护岸工程, 其在水土保持方面有很

好的效果,国内外对此研究也较多遥植物护岸的目的就是形

成以植被为重要组成的保护河坡的生态系统,即生态河堤遥
国内多条河道的治理都使用了这一技术遥

国外某些国家都曾采用草芦苇,土堤上生根,逐步繁殖,

对岸坡起到了较好的防护作用曰有些河道流域采用了编柴

施工法进行植物保护河岸的方法,种植柳树袁待柳条生根成

树后可以很好的加固河岸遥
4.3 贯彻落实截污和保洁工程技术的实施遥 由于长期

缺少河床疏浚袁 加之流域内水土流失和沿岸垃圾泥土入

河袁导致河床淤积蓄水过流能力大大降低袁严重影响防洪

排涝袁也造成大量的内源污染袁目前 有的河流多数已成为

纳污河大量的工业农业废水和城镇生活污水排入河中袁水
质越来越差袁已经影响到生活环境袁影响到食品安全袁威胁

到群众的身体健康有些地方到了有河不可近袁有水不能亲

的地步要治理河道必须首先实施彻底的沿河流域截污工

程袁贯通河流上下游截污干管袁完善跨域管网衔接袁扩大生

活污水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范围袁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并完善

再生水循环利用设施另外袁河床内长期淤积的污泥两岸堆

积的废物等潜在污染源同样会对河道造成很大的污染袁所
以治理过程中要定期清理污泥彻底清除污染源袁防止治理

后的水质被二次污染遥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袁使得河道的作用及其自

然功能被得到充分利用袁 同时河道水系产生诸多环境问

题袁为切实改善河道环境袁因此必须加强生态型河道建设袁
从而保护河道生态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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