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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型河道建设的必然性性

第一，生态型河道需要表现人类同大自然的和睦相处。

生态型河道属于亲近水源这一类型的，在展现人文情怀的

同时，还倡导人和自然的和睦相处。这样能够防止水利项目

建造中的冲动性以及投入的随便性，尤其是防止水利项目

人工化的偏向。

第二，展现物种多样化与本土化。实际上，水利项目的

建造本就是对原生态环境的一种伤害，但是衡量得失利弊，

这种伤害得小于失，才值得去做。生态环境并不是墨守成

规，反而是平衡变化的。所以，开发生态型河道的同时，要特

别注重还原或者再建陆域以及水域的物种多样化形态，最

大可能缩减不需要的非生态项目

第三，生态型河道的建设应该是循序式的。不管物种多

样化的再建，还是自身净涤、本身修整能力的复原，于河道

治理中均无法一举功成，当是一个不断、循序的进程。一旦

忽视环境而迅速地开展生态水利项目，常常能造成生态环

境的混乱。

2河道目前存在的问题

2.1工业污染

数年来，很多河道河床强制接受了某些没有经过处置

的工业污水，使用化学肥料、农药、禽畜饲养业排出的污水、

废料，住户生活污水以及多种废物，造成了河道河床堵塞以

及污染，水质越来越坏，水体生物营养物质（如氮、磷）不断

积累，含量过多，水源污浊、臭气弥漫、水生物灭绝，河道自

然功能受到很大程度上伤害。

2.2河道河床大程度受损，抗洪抗旱能力较低

因为自然腐蚀以及人为原因等因素导致流失水土、造

成河道遭受淤积、侵害，河床抬高，调节储蓄能力降低，河道

排洪排涝以及蓄能力不断降低，同时淤塞的底部淤泥也由

于缺氧发酵排放出废弃物，伤害水体，给水生物的成长产生

威胁，另外河道中不合法的混乱过分采砂，导致河床河道扭

曲，堤坝根基受损，河岸塌陷，结果给人类的生命以及财产

安全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2.3随意填占河流，河道水面面积萎缩

随意倒废弃物、垃圾堵塞河道、局部交通设施建设、城

区建设基本建设侵占河道，导致河道变窄，河床蓄水面积缩

减或者收缩。近年以来经过多种项目的设计创建认识了河

道目前状况。

2.4河道挡墙构造简单，河道硬质、渠道化状况严重

因为前些年许多河道治理为了满足排洪排涝、引水浇

灌、航运交通等要，同时为了缩减用地，保障形态断面，大批

采取混泥土以及浆砌块石等原料修筑河道，纵深那么常常

尚未加以验证就开始取直裁弯，河道渠道化状况严重。很多

旧河道都有这类状况。硬化横断面阻碍了水体同土质之间

的替换渗入，让具备净化能力的水体植物、鱼虾蟹类以及乞

讨物种很难生长，水体自身净化能力降低，同时固化护岸视

觉效果单一、生硬景观效果差。

3河道治理以及生态型河道建设的措施

3.1河道线型设计

河道线型布置需要对症下药，当尽对最大能力保持湖

泊江河的生态形态，保持或者复原它的曲折性或者分流错

落形态，就是保持或者复原湿地、河道、激流以及浅滩。当具

备的地域尽力让堤线远离岸坡顶端，一层面能够保障充分

的排洪断面以及堤身的稳固，再一层面还能保留岸坡的天

然自然状态并且保护堤岸的自然植被。

从工程角度，自然曲折的河道线型能够缓解洪峰，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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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能量，控制流速，所以也减少了对下游护岸的冲刷，对

沿线护岸起到保护的作用。退地还河、滨水地带的恢复，使

得设计人员在河道断面设计上留有选择的余地，也不需要

采用高强度的结构形式对河滨建筑进行保护。顺应河势，因

河制宜，无疑在工程经济性方面也是有利的。

3.2保障河道生态体系的稳固

河道断面建设的时候需要足够思考土体使用、堤岸环

境景致以及主要功能等要素，从而保障河道自然体系的稳

固。针对局部隔离居民区的地区，需要尽可能保障河床的自

然性，当适应河床功能之时尽可能缩减人工印迹。选取横断

面时需要最先保留生态断面，无法保障自然生态时再选取

梯形、矩形、复杂断面。相同地，需要提升河床断面的多样

化，当断面更换的河段流动速率会产生改变，导致水里的有

氧量变多。不但对物种的多样化有利，还能出现生态环境景

观地带。

3.3河道总体平面的设计

因为城区土地的短缺，河床滨水区域逐渐遭受占据，河

面不断缩减，水宽不断变窄，然而为了更好的排洪，需要保

障断面过水，只有把河床取直、河道变深，如此关于驳坎的

力度需要就不断地增强，建设耗资不断增多，然而自然功能

不断萎缩，河床差不多成了排洪途径，它同可循环发展的战

术相互违背。在项目立场上讲，生态弯曲的河线类型可以缓

和洪量，减少流水量，把控水流速度，因此也降低了针对下

游堤岸的腐蚀，给沿岸达到巩固的影响。退土还河、滨水地

区的复原，导致设计员工在河床断面建设上保持取舍的余

地，也不用采取大力度的构造方式对河滨建设实行保护。适

应水势，因水而制，肯定在项目经济性层面很大程上是有利

的。

3.4做好岸坡的维护

尽量保留岸坡的原本状态，尽可能不伤害岸坡的天然

植物，部分不稳固的岸坡能部分采取项目举措加以整治，防

止大规模削坡，造成所有岸坡横断面一体化；尽量少的使用

纯粹的无浆块石砌体或者混凝土护坡，应当使用植被护坡，

在堤岸坡面栽植适合的植被，做到防洪定坡的效果，河床坡

岸植被主要的功用之一即是保留土壤，也就是护坡固土。

于河流坡面上的土体遭受损害大体上包含三个基础过

程：①坡面土体表面受雨水冲蚀、大型动物踹踏或者机器耕

种后松散与伤害；②变松土体受坡面水流冲蚀与运输；③泥

沙俱下或者坍塌造成的向下运动。自上游腐蚀至下游淤积，

不一样的地质状况展现不一样的腐蚀形态。最后土体流走

是腐蚀力以及土质抵抗侵蚀力相互影响的结果，河岸植被

经过机械效果以及水流效果降低腐蚀力或者强化抵抗侵蚀

能力进而保留土壤；尽量保持坡脚周围的水潭以及小滩，它

是河床多样性的展现，并给生物的成长准备栖身居所，增强

同生物的和睦性。

3.5配置植物设计

植被根部可以稳固土壤，增强土壤保持水源的能力，植

被地下茎的存在使土壤具备了改进作用，增强了土体的各

种养料含量，提升了土体的构造及机能，增强抵抗侵蚀能力

以及抵抗腐蚀能力，起着保护堤岸巩固土质的作用，还可以

增强岸边土壤肥沃程度，改进自然环境。并且跟着时间的变

化，植被逐渐成长，其影响将会逐渐增强。

当选取植被种类的时候，需要尽可能选取适合当地环

境气候的植被，还不导致外来生物侵袭，植被长大后组成的

景致层要一目了然。水际边际区域需要选取抗逆性强、处理

粗疏、植被根茎发达、巩固土壤能力好的植被，例如垂柳，沙

柳等。格尔木位处高原地带，生态环境差，原生植物存活力

低，运用当地的抗击寒旱植被，可以让这类植被适宜当地气

候，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的。

4结语

河道河床整治是本国国情发展进程中的根本性设施建

设，它不但能够达到改良自然生态的效果，还能够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河道河床整治进程中需要关注同当代发展要求

相结合，增加河流物种群落的多样化，创建和谐的河床生

态。在生态文明逐渐发展的进程中，需要对河道河床环境创

建项目进行不断改善，改进河道河床的功用性已经自然性，

达到生态型河道项目的可循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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