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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不断凸显,河道治理工程也在逐渐开展,河道

治理美化了城市,同时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为减少不利影响,做好城市河道工程治理过程的生态保

护工作。我们就必须坚持科学、合理的生态治河理念。对此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应用

城市河道治理工程当中。将生态水利设计理念贯彻到城市河道治理,大大推进了水利工程建设行业与河

道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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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河道现状及其存在的主

要问题 

纵观历史发展,可以发现很多城市、

村庄均是依河而发展的,并且大部分的

农田地址也选择在沿河两岸,虽然人口

总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可是城市建

设用地以及耕地却十分紧缺。所以,为了

进一步发展,只能占用河道水域,这也直

接导致了河流可利用空间的日渐缩小。

很多城市起源于河流,因此,从某种程度

上来讲,河流也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城

市是人们生产与生活的主要场所,在城

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各个领域的进一步发

展中,人类活动对河道的影响愈加明显。 

例如,在河流中肆意倾倒工业废物

或是人们的生活垃圾,在河道中直接排

放废水、污水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

水体的污染程度,而且,河流水质也受到

相应的影响。一方面降低了水中生物的

多样性,另一方面使得淤积的垃圾占用

河道,在缩减过水断面的同时,对其防洪

排涝造成影响。因为人类不能合理使用

水资源,给河流生态系统带去重创,不仅

使其系统多样性快速下降,而且也导致

诸多珍稀水生物大量死亡。关于河流污

染,其已是现下环境污染的重点内容,更

是不容忽视。不仅如此,各种规模的采砂

等相关采挖行为,也严重影响到河道堤

岸的稳定性。基于此,我们需要认识到河

道治理是社会发展中必须要解决的重点

问题,提高城市河道治理的有效性和科

学性,能够在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的基

础上,优化河流的社会功能及重要的自

然功能。 

2 城市河道治理的相关原则 

2.1实现河道的自我修复。要想实现

河道的自我修复,首先,要让河道水体拥

有一定的自净能力,而若想真正地实现

这一目标,则应该有效确保河道具有充

足水量,可以达到生物生存的标准。与此

同时,河流水可以和地下水实现自主交

换,只有这样河道才能实现自我修复。因

此,提高河道日常的储水能力是十分必

要的,针对治理而言,需要采用针对性的

举措,进而确保河流周围环境生物的丰

富性。 

2.2保证生物多样程度。关于河道治

理,有必要确保生物的多样性,生物多样

性程度越高,那么其整体价值也会随之

提升,在对河道进行治理时,应该以实际

情况为依据,对河道面积进行扩展,也要

保证河道周围的绿化程度,所选择的绿

化植物应该与当地生物环境相吻合。 

2.3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发展。众所周

知,排涝防洪是河道 基本的功能,而且

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周围气候,在对河道

进行治理时,应该保证人和自然能够平

衡,也要确保其排洪能力,尽可能确保其

自身的基本功能,进而发挥出河道的

优效益,到达人和自然共生发展的目标。 

2.4以城市景观设计为基础。在对城

市的生态环境进行治理时,一定要充分

设计好河道周围的生态景观,应让其满

足城市发展与规划的要求,且河道治理

应和城市文化相融合,而且河道周围绿

化也应该满足人文发展的实际需要,以

此来带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3 城市河道工程中生态工程技

术运用的必要性 

3.1城市河道治理模式的选择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城市河道工程的规划决

定了河流的平面、断面的层体形态,对河

道防洪施工工程、生态景观工程及生态

措施布置形式也起着决定性的影响。由

此可见,城市河道工程规划合理性科学

性的选择往往对河道生态环境至关重

要。例如一些城市的防洪工程的主要防

护形式是以混凝土挡土墙。混凝土挡土

墙工程造价与其它工程形式比较,并不

算经济,同时它在城市与河流之间设置

了一条人为的屏障,使河流与周边生态

系统形成隔离,既不美观又不符合河道

生态保护发展理念。 

3.2城市河道治理施工技术对水生

态环境的影响。靠近水源生物依靠河流

生存,万物的生长离不开水源。河道工程

治理通常包括：加固护岸工程、桥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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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改造、生态景观建设、河道防洪工

程等。现如今的城市河道治理可以美化

城市也可满足防洪标准。但大部分河道

治理工程施工技术并未与生态保护措施

相结合,如护坡大多使用浆砌石、混凝土

盖板,表层无土覆盖,导致植物无法生

存；水下基础防护的石头排布过密,水生

物无生存空间；以上做法都会破坏临河

生物和水生植物原有的生存环境,打乱

他们的生存规律,有些生物甚至会被迫

离开居住地,某些动植物骤减或是增多,

动物食物链遭到破坏,从而原有河流生

态系统被破坏。 

3.3城市河道工程的施工管理对周

边环境的影响。河道管理工作贯穿于施

工全过程,管理工作保障了旌工任务安

全、优质、高效的完成。在施工期间要

对河道及周边环境的生态加强保护,否

则对周边环境造成很大影响。水土流失、

下游淤积、水质污染、大气污染的问题

都是对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由此可见,

城市河道工程治理的生态保护与河道防

洪及生态环境紧密相连。因此坚持科学

合理的生态治河理念,减小河道治理工

程对河道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城市河道

工程治理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的问题。 

4 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在河道治

理中的应用 

4.1河道治理工程概述。河道治理工

程是河道整治及水利工程建设等工作,

由理念指导按规划进行。在城市河道治

理工程要结合全局,从实际出发。当中,

要结合因势利导、综合治理、远近结合、

因地制宜的原则。不可小觑河道的防洪、

排涝、航运、蓄水等功能的作用性,为有

效的规划河道进行河道治理,提高城市

河道的综合效益。现如今将生态水利的

理念引入了河道治理工程道治理当中,

有利于在维护河道景观状况的基础上改

善河道的空间异质性。 

4.2生态水利设计理念的设计要点。

首先,生态水利理念更加注重和利用水

的自然功能。水的自然功能是指影响气

候变化、形成水域、维持生态平衡、净

化空气的功能。设计理念中水利工程中

将水环境与城市功能相互结合,使城市

河道成为了景观的一部分。设计理念中

还蓄水技术的引入比较注重。生态水利

设计中常采用既环保又实用,而且还具

有跨度大、自重轻等优点的橡胶坝进行

蓄洪涵水,生态水利设计理念中为维护

河道生态平衡注重运用自然生态工程措

施。生态工程措施就是指自然属性的人

工性质的生态措施,自然生态工程措施

具有保护和维护生态系统,促进工程与

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的优点。生态

水利设计理念跟传统的设计理念相比较

来说,生态水利设计理念更加看重生态

功能的发挥,而且新的生态水利设计理

念还对地下水的调节比较重视,理念价

值与使用价值都非常高。生态水利设计

理念中尤其注重工程与自然景观的结

合。生态水利设计理念中也 大限度的

保留原生态环境的组合元素,为保证生

态的原始性,施工工程简单的修护工作

也会运用生态工程的措施和方法。 

4.3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对城市河道

工程的指导作用。在生态水利设计理念

具有指导作用,在其指导下河道治理工

程保留天然的河道弯曲,保持河道自然

弯曲性就是保留了河道自然的因素。河

道的弯曲性使河道蓄水量和水容量增

加。生态水利设计理念中提倡在河道治

理中构建生态水网工程。生态水网利于

生态环境的维护与改善,它包含生态理

念以及河道水网的网络系统。这个网络

系统的构建必须各环进行资源调节相互

联系,生态水利设计理念的应用还能保

证河道治理中生多样性的保持。河流的

物种多样性关系到河道生态系统的平衡,

保证生物多样性就要保护河道自然环境,

生态水利设计理念的应用还需要构建生

态河堤。新型的护岸技术中生态河堤是

比较好的一种,为保证河道的自然元素

做好生态河堤建设是非常有必要的。 

5 结语 

城市河道的治理应在满足防洪、景

观需求的同时,从降低污染、保护生态环

境、建立合理有效的水生态保护机制等

方面入手,做好城市河道工程治理过程

的生态保护工作,集以人为本理念、功能

效益理念、文化理念精华于一体,从而极

大限度的减少对河流及周边生态环境造

成的影响,从而保障河道生态环境可持

续发展,进而推进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在

河道工程中的落实应用,有助于提高工

程的效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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