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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内所拥有的大小河流数量众多,其生态环境治理和水文规划设计会直接影响到周边群众的

日常生活。针对当前国内中小河流的现状问题作为分析,明确中小河流治理管控中存在的各类不合理方

式并提出相应的管控防治措施。如对部分河流区域进行不合理开采、河道污染严重、河道损毁堵塞等

问题,严重影响了生态环境,同时对于河流防洪工程的建设发展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对中小合理防治不

佳的情况下,需要深入的分析当前中小河流的治理需求,优化水文规划方案,保障河流的水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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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large and small rivers in China, and thei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nd 

hydrological planning and design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daily life of surrounding peopl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s in China, the various unreasonable ways in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s are identified and corresponding control and 

prevention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For example, unreasonable exploitation of some river areas, serious river 

pollution, damage and blockage of river channels, etc., have seriously affect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iver flood control projects. In 

the case of poor reasonabl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s,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analyze the current governance need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s, optimize the hydrological planning 

scheme, and ensure the hydrological quality of the r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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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镇建设规模和建设速度的加快,也使得社会与环境的发

展矛盾日渐突出。而围绕着国内中小河流的防洪抗涝和环保问

题,也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背景下所需要重视的问题。当前很

多中小河流中都出现了河道淤积、工程年久失修、管理不当、

水质污染严重等问题。进而也导致河流的防洪标准也被降低,

影响了防洪抗涝工作的顺利开展,容易引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问题。为此各地部门应该大力重视中小河流的治理问题,合理

规划水文建设方案,加强治理管控措施,保证河道的正常功能,

减少洪涝灾害问题。 

1 国内中小河流治理目标 

在持续推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背景下,生态环境保护

成为了社会各个层面广泛重视的问题。国家环保、农业等众多

部门也对国内中小河流治理工作提出了建议和工作管理大纲,

并在其中提出了明确的规定要去。需要持续性的对各地重点区

域中的中小河流进行有效科学的防治管控措施,减少污染、非法

开采、侵占河道等多种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还需要在治理工作中

重点对防洪防涝等灾害问题加以重视,制定相应的危害应对原,

并对经常发生洪涝灾害的中小河流区域作为重点防治,避免因

为河流灾害导致人员、财产损失。 

国内对于中小河流的治理工作目标在于对各个区域中的河

道进行多项综合化的治理,尤其需要做好河流清淤、护岸工程,

并且需要高度重视水资源的合理有效历史,加强防洪防涝工程

的标准负荷,减少水污染问题。工程建设目标需要从防洪、排涝、

兴修水利工程等多个方面出发,强化中小河流的统一规划,完善

河流的综合治理工作,保证水文生态体系的有序发展,保障河流



水电水利 
第 6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17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周边生态环境、工程设施、农田等生产生活基础[1]。 

2 目前国内中小河流现状及治理问题 

2.1河道基础设施薄弱,防洪排涝标准低 

中小河流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是国内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由于我国的河流分布面积十分广泛,难以顾及到众多河流区域,

很多中小河流都未能进行全面系统化的防控管理。同时由于很

多中小河流都存在长度短、河水流速快,容易在夏季发生洪水暴

涨暴落的情况,而且很多河流附近都是村落、生产基地,容易引

发不同程度的人员、财产损失。同时,经过实际的调查了解,国

内很多的中小河流的设施防洪标准都没有达到相应的标准基础,

虽然很多河流已经经过了相应的改造建设,但是其中的河流基

础设施建设依旧薄弱,很多只是建立了简单的防洪道和排污沟

等。即使部分河流区域建立了堤防、闸坝还有排涝沟渠等,但是

使用效率低,常年没有得到应有的维护修理,所在面对一些突发

的暴雨洪涝灾害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到周边的居民的生产生活

质量。 

2.2生态环保问题突出,河道淤积严重 

因为国内多数中小河流区域附近的水力资源、沿岸的农业

生产资源条件较好,所以周边的人口都较为集中,可能分布着很

多的城镇、村庄、生产工业区域等。而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环

境治理工作宣传落实不足,导致居民的生态环保意识不足,所以

会产生较多的工业生产废水、废料,生活垃圾污水等。很多废弃

物都没有经过处理被随意的倾倒排泄到河道之中,不仅污染了

河流水质,也加重了河流的堵塞情况,对于整体流域的水文健康

状况产生了极大威胁[2]。而且越是河流沿线区域,排污口也会十

分密集,十分容易导致水体的富营养化状况爆发,对河内的水生

动植物的生存产生影响。 

而且由于河流上流区域的淤泥带入作用,水体对于河床的

套刷状况加剧。一些河流村庄附近的河坡在被开垦、河流被倾

倒垃圾等情况下,加重河流的淤积和污染。 

2.3管理意识薄弱,河流治理资金匮乏 

虽然国家在大力倡导生态河流保护,但是地方部门对于河

道堤防的建设工程不关注、管理意识也十分薄弱,所以也导致对

于河道工程建设管理方面存在意识不强、权责划分不明确等问

题,整体上对于河流的治理建设工作还是十分不足。因为在中小

河流的治理工作当中,由于缺少相应的资源支持,缺少人力、财

力、物力,所以也无法全面铺开河流治理工程。 

2.4河道工程建设整体性较差 

从“十二五”会议之后,国内就将中小河流的治理管控工作

纳入到了生态建设工程的目标之中。而且主要的建设意义在于

对部分乡镇、村庄等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同时对于农业设施形

成一道良好的防洪抗涝保障措施,减低突发性洪涝灾害带来的

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等问题；但是在实际的建设过程中,各类工

程性问题显露出来,如洪水集中宣泄问题、周边堤防、护岸的建

设连续性不强、清淤疏浚工程断裂等诸多问题,导致工程的整体

建设性不强。而且在河道治理过程中,由于管理规划不当,容易

涉及到周边农田、林地征占问题,容易引发群众矛盾。 

3 中小河流治理问题建议 

3.1落实相关管理部门责任,明确治理措施 

针对各个地区的中小河流防治管理,各个省市地区的政府

部门应该重视起来,上级部门需要将河流防治工作作为当地管

理工作的重点内容,明确相应的责任内容。从上至下的明确管理

重点,分层级的将防治任务落实到位,明确各级乡镇、村庄等河

流治理工作指标和具体措施,并且将中小河流的治理管控工作

作为年底工作评估的一项标准。同时还需要建立治理资金的专

项管理小组,确保资金可以专款专用,保证工程建设的覆盖网络

更加全面。 

3.2要进一步对中小河流进行全面统筹规划管理,要确保在

治理各个阶段的工作管理质量 

在河道的治理过程中,还需要抓住工作的落实要点,对于重

点区域要进行标明和关注。首先要优先治理重点区域的河流,

而且河流治理方案也需要密切结合当地的实际河流状况、周边

环境和居民生产生活状况,要考虑到河流位置、资金财力等多方

面的因素,工程建设需要量力而行,确保先将基础工程设施落实

到位,再逐步进行优化改进[3]。 

3.3河流治理需要考虑到当地的气候、地理特征 

不同区域的中小河流都有自身的流域特点。同时由于近年

来全球气候的变化,国内恶劣、灾害性天气状况变化明显,灾害

事故数量也有所增加,所以针对气候、环境因素的变化要及时的

做好防治管控措施。因为气候因素会导致河流环境的突发变化,

影响河流周边环境。所以在建设工程中也需要结合当地气候状

况、建设需求来制定合理方案。 

3.4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在中小河流的治理建设过程中,最为常见的问题就是河流

的污染问题。近年来由于经济、生产的高速发展,河流的污染

情况愈发严重。很多河流的不同区域都遭受到了工业、生活

垃圾的污染,河道整体环境遭受了严重破坏,水生动植物数量

也在减少。所以为了尽可能保证河流的原生态自然环境,就需

要针对性的落实环保治理措施,保证河流水生动植物的多样性,

保持生态良好指标,不能破坏原有水域环境,保护水域生态的自

我修复功能。 

4 水文规划设计方案对策思考 

4.1水分比拟法规划河道水流量 

各地区的管理部门应该首先了解当地各个河道的面积、需

要控制的面积进行综合的统计和对比,然后细致地分析两者的

面积比例,将面积差值比例控制在30%以内；然后还需要当地的

水文规划部门应该搜集整理近年来的河流洪水、河道变化情况

的资料,要统一做好具备可靠性、代表性的工作,保证资料可以

作为水文治理的参考资料；最后,对于水文站的工程设备,还有

建站的相关历史情况都需要进一步了解,并且在此基础上来对

防洪抗涝工作进行实地调研观察,为后续工作打好基础。 

4.2同频率组法来设计暴雨路径 



水电水利 
第 6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18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因为很多中小河流区域中都没有建设相应的控制性水文站

点,所以可以尝试使用暴雨计算途径来推算设计洪水带来的影

响。这类办法多数都是使用到当地没有水文站,或者是水文站并

没有形成有效的监控水文测算技术。一般来说在河道的地理参

数情况下会包括到承受最大雨水的面积、河流道的长度和河道

的平均比降值,通过这些要素来形成较为统一化的数据。可以在

暴雨的流经途径中采用瞬间单位线法来公式来计算洪水的变化

数值,通过暴雨的变化数据来形成区域内的图集数据,并且可以

查询出暴雨值和相关的C值,为工程建设提供必要数据支撑[4]；根

据暴雨路径来科学制定防洪标准,要结合当地的河流河道的洪

涝灾害特点,还有防护区域内的经济发展需要,来划定具体的保

护目标和范围,要统筹规划到河流治理以及对于下游区域的防

洪抗涝影响,上下游区域需要相互协定防洪标准,并且合理的确

定好防洪除涝的相关标准,同时还需要考虑到干支流、河流途径

流域区域之间的工程防控关系,系统化的明确治理标准来防止

洪水灾害转移和蔓延。 

4.3科学合理规划工程建设措施 

不同的河流区域有着不同的地理特点。比如在山丘区域当

中的河流,多数属于河流源短、流速湍急,水流量较大,而且如果

发生洪水的情况,下泄速度很快,所以应该针对性的加强上游塘

坝的蓄水工程设施,要做好拦蓄截留地面的径流问题,同时减少

在如何区域的洪水影响。对于河道的治理中要以河岸的护坡治

理为主,以此来加强排洪能力、降低穿镇、村段行洪水位等,要

解决在汛期时洪水水位的抬高、洪水上岸问题等；如果实在平

原区域,则是需要重点对堤防进行加固处理,要对河道卡口位

置进行挖疏浚工程处理,重点在于稳定河道岸坡,疏通水系,

保护河岸周边的湿地,便于农民种植树木、耕地；然后还需要

对河道交叉建筑物进行必要的拆除或者重建加固等措施,要

及时的处理一些不合理的建筑物,防止建筑物在结构损坏、不

完整的情况下影响到了阻水、排水能力。通过优化河道建筑物

来改善两岸的交通条件,提升河道的行洪能力,降低了洪水来临

时的危险系数。 

4.4重视岸线规划,合理确定护坡形式 

要重视岸线规划,明确河道治理线路,严禁周边的生产作业

占用到河道位置。由于河滩地区是河流的主要宣泄、泄洪的地

方,所以要科学的规划好相应的河滩地区,建立蓄泄洪带,来应

对突发性的洪水灾害,给行洪排洪留有一定的空间出路。同时工

程建设中还需要根据治导线来布置周边岸线堤线等,在布置安

排的过程中需要保证水流平顺,减少人为约束河道的情况。尽可

能的要保护好河道的自然发展生态；在对护坡护岸的方案设计

和建设过程中,还需要重点明确到“安全、实用,要便于维护”

的原则[5]。其中对于迎流顶冲、淘刷严重的区域应该积极的采

取硬护坡的方式；在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可能会出现垃圾、废

料污染堆积的河段,这时候就应该建设硬性材料的使用,而改用

生态护坡,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对于河坡的扰动,也比较符合

水生动植物的生存需求,可以有效保护河流的自然状态,发挥出

河流的自我修复功能。此外,还需要明确护岸护砌类型,减少人

工渠道破坏天然渠道的情况,大力推广使用生态天然材料,可以

使用生态袋、植物护坡等多种复合生态护坡形式,减少河岸两侧

的水土流失,保护周围植被和耕地。 

4.5重视后续监管保护措施的落实 

为了保证中小河流长期的发挥出自身的自然效益,同时促

进项目工程的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利用,还需要重视对于河流后

续的监管维护工作。针对当前多数地区对于河流的建设、监管

不力的情况,还需要重点落实完善河长制措施,要推动区、镇、

村三个层级的监管责任,利用河长制来及时的发现和管理河道

中存在的各种污染、淤积、乱排乱放等问题,及时上报处理,减

少河道污染情况。同时也需要大力呼吁周边群众要爱护生态环

境,减少生活垃圾和废水对河流的污染,保持周边区域环境整洁,

鼓励群众参与到河流的保护当中,营造良好的水文环境。 

5 结语 

重视国内中小河流的治理规划是保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

施,可以有效改善当地区域的河道环境。尤其在当前河流水质污

染较为严重的情况下,生态水文治理工作愈发的紧迫和重要。由

于长期以来各地政府对于中小河流的治理意识薄弱、工作落实

不力等情况,造成了很多地区的中小河流污染淤积严重、河流功

能退化等诸多问题,因此更加需要重视统筹发展,规划设计好治

理方案,推动生态环保工作的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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