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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溪性城市河流水环境综合整治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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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山溪性城市河流水环境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水安全、水环境、水

景观、水文化和水经济五位一体的综合整治模式，并阐明了其综合整治的具体内容. 最后以丽

水市内河水环境建设工程为例，详细介绍了山溪性城市河流的防洪排涝、供水、生态用水及水

质安全的保障系统、水环境保护方案、水景观和水文化建设体系及水经济开发方案，为山溪性

城市水环境的综合整治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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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溪性城市河流因受用地限制，断面一般相对狭窄，河道坡降较大，河水暴涨暴落.

不仅破坏了生物的生存环境，使河流生态系统受到严重阻滞，而且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景观

环境，降低了人居环境品位，阻碍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开展山溪性城市河流水环境

综合整治体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意义.本文在分析山溪性城市河流水生态

系统环境特征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水安全、水环境、水景观、水文化和水经济五

位一体的河流水环境综合整治模式，并以浙江丽水市内河水环境建设工程为例，研究山溪

性城市河流水环境综合整治方案，为城市河流生态系统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 

1 山溪性城市河流生态特征分析 

1.1 河道水量变化大, 暴涨暴落 

山溪性河流中的水位水量随季节变化显著，汛期雨量大，河道水量较大、水位较高.

另一方面，山区城市由于气候特征，降雨形成径流迅速，汇入河道后水流强度大、流速快，

加之城市下垫面条件的不透水特点，更缩短了雨洪的形成时间，增加了水流的强度
[1]
，严

重威胁着城市的防洪安全系统.而在非汛期，由于天然降水量小，河道内水流很小，水位很

低，甚至干枯.破坏了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引起生态系统的改变. 

1.2 水环境质量恶化 

在山溪性城市河流中，水体质量通常很差.尤其在枯水期水量很小时，河道污染物浓

度急剧变大，水体严重恶化，几乎变为城市排污沟.水环境质量的恶化同时使水生生物灭绝，

破坏了河流生态系统. 

1.3 河流景观功能丧失 

山溪性河流在汛期河床、河岸的冲刷严重，河道自然护坡破碎甚至坍塌，不仅危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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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的安全，也影响了其景观效应.枯水期因为水量短缺，河流水位很低或干涸，造成河岸

及河床裸露，影响了河流系统的景观效果.另一方面，水体质量的恶化也大大降低了河流生

态系统的景观功能. 

1.4 水文化得不到体现、涉水经济没有开发 

水文化建设力度不够，水经济得不到开发.在我国大多数城市水生态系统建设中，水

文化建设和水经济开发都得不到重视，城市历史文化底蕴得不到体现，城市文化品位不高. 

2 山溪性城市河流水环境建设模式 

近年来，国内外对城市水体的功能日益重视，大量的规划建设也在不断实施.但是，

这些工作一般侧重河流水体的环境污染控制，河道防洪能力的提高及河道疏浚等方面，对

河流的综合功能认识不够，因此建设中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和片面性. 

针对山溪性城市河流的特点及存在的生态问题，本文提出基于“水安全、水环境、水

景观、水文化、水经济”五位一体的山溪性城市河流水环境的建设模式，为实现山溪性城

市河流的综合生态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2.1 水安全 

水安全是山溪性城市河流水生态系统建设和水环境综合整治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2]
.

其内容主 

要包括城市河流的防洪排涝安全、枯水期的生态用水安全、供水安全和水体环境的质

量安全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中，以城市的防洪排涝为龙头，在此基础上实现河流水生态系

统自身的生态用水安全、城市的供水安全和水环境质量的安全.同时，通过这四个方面的建

设，全面实现山溪性城市河流的水安全体系. 

2.2 水环境 

对山溪性城市河流的水环境保护，水质改善的总体思路应是“减污—控源—截留—输

导—修复”.首先针对污染成因进行源头控制，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减少进入水体的污染物质

总量，最后是对已受污染的水体则根据污染状况，采取适合的物理、化学、生物的处理技

术及生态工程的措施进行强化净化
[3]
，达到改善水环境的目的. 

2.3 水景观 

城市水生态系统的景观建设主要包括城市水域沿岸带及水域范围内的景观建设
[4]
.在规

划设计时一般考虑城市的具体现状、发展规划及城市定位，在总体上体现城市的品位和特色. 

2.4 水文化 

城市河流水环境中水文化的建设主要是结合城市景观效应，体现以水为轴心的文化.

一般包括城市历史遗迹、历史人物、神话传说、文人墨客等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城市现代科

技文化等方面. 

2.5 水经济 

水经济一般指由于城市供排水建设、水环境治理和水景观设计等的参与而带来的经济

行为.目前很多城市在建设适合自身经济发展模式的城市水市场，建立合理的水权分配和市

场交易管理模式
[5]
.同时，由于水生态系统的参与，提高了水域相邻区域居住环境的舒适度，

拉升房地产的价格，促进了行业经济的增长，也是水经济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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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实例 

运用本文提出的“水安全、水环境、水景观、水文化、水经济”五位一体的山溪性城

市河流水环境综合整治模式，构建丽水市城市内河水环境建设体系，为该市生态建设奠定

基础. 

3.1 概述 

丽水市城区位于浙江省西南部山丘区，坐落在瓯江中游大溪与好溪汇合处的丽水盆地，

是丽水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和浙西南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地位重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城市内河水环境现状已无法满足城市防洪排涝等方面的要求，直接影响了有“浙江绿谷”美

称的丽水市的投资环境.为了建设丽水市生态花园城市，给市民和游客提供一个悠然、清新

的城市环境，构建内河防洪、水环境、水生态、水景观及水文化五位一体的城市河流水生态

系统十分必要. 

3.2 水安全体系构建 

3.2.1 防洪除涝安全系统建设 丽水市城市防洪体系由防外江洪水和防山洪工程两部分组

成.其中，防外江洪水工程主要指防大溪和好溪的外江洪水，设计标准为近期防外江洪水

20 年一遇，远期 50 年一遇；防山洪工程则以“高水高排”为原则，尽量避免山洪进入城

市内河，包括主城区防山洪工程及城西片、水南片和水东片的内河整治，设计标准均为 10

年一遇.综合防洪排涝措施主要包括“拦、防、疏、排”等，以求达到城市防洪除涝的安全.

另一方面，防洪排涝工程建设中还要考虑设计与枯水期水景观相协调的断面形式和空间格

局. 

3.2.2 生态用水安全建设 丽水市城市水生态系统的生态用水安全体系大体分南片区和西

北片区两部分.其中南部片区河道生态用水依靠好溪堰引水和人工湖来调控.好溪堰是一条

常年引水河道，依靠工程技术措施可以保障南片区河流生态用水的；城市的西北片，可利

用现有的五一水库和拟建的丽阳湖水量的调控满足丽阳坑和五一溪的常年生态用水问题.

对这些非常年性河流，生态用水不能按流量确定，可采取最小生态流速或生态水深为依

据，保证生态用水要求
[6]
. 

3.3 水环境建设 

3.3.1污染源控制 丽水市城区目前工业企业数量较少，主要的污染源有居民生活污染源、

城市和市郊农业面污染源、河流底泥的二次污染及随意倾倒入水体的生活垃圾污染. 

(1) 生活污染源 对生活污染源要进行城市污水管网工程建设，提高生活污水的收集

率，尽快发挥污水处理厂的作用. 

(2) 底泥污染 根据丽水市城市内河的实际情况，河道清障和清淤必须定期进行，初

步拟定清障每 1 个月轮回一次，有特殊情况，必须有应急措施；河底清淤时间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拟定 4a轮回一次. 

(3) 生活垃圾 建立城市垃圾处理与处置场，实施垃圾收集、分选、填埋等一条龙处

理系统，杜绝目前随意倾倒，特别是向河道倾倒的现象. 

(4) 城市和农业面源污染: 

① 城市面源 根据雨水控制利用方案确定在丽水市民房积聚的地区采用雨水集蓄利

用系统，收集屋面雨水，在地下进行过滤、净化、储存(雨窖等)，溢流出的雨水通过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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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统供居民冲厕、浇水等利用. 

② 城郊农业面源 对农业面源的控制从“源”和入水途径两个角度考虑.一方面积极

推行节约用水，减少化肥、农药施用量；另一方面，在受农业排水影响区域的河段水体

岸坡，建设生态型护坡护岸，选择对污染物截流效果好的植被系统，有效控制化肥及农

药等污染物进入水体. 

3.3.2污染物总量控制方案 污染物总量控制方案制定的主要内容包括： 

① 根据城市河道水文特性和水利工程运行模式，确定设计流量，在水功能区划确定

的水质目标条件下，分析水体纳污能力，计算允许纳污量； 

② 根据河流现状纳污量以及纳污能力，提出污染物现状削减量.由于丽水市内河现

状条件下水量很小，多数河流干涸，因此不存在纳污容量，本研究仅讨论引水条件下水

系的纳污能力问题.计算分析成果略. 

3.3.3 生态修复  丽水市城市内河需要进行生态修复和保护的河湖水体包括自然河流的

上游城郊段、河流水体入湖口附近、好溪堰出口出的大洋河及丽阳坑和五一溪城内局部

污染严重的河段. 

(1) 内河上游段 丽水市城市内河的上游一般在城区北部的农村地带，农业面源对水

环境会造成污染威胁.在水生态修复中，采用生态护坡和护岸隔离带对农业污染物进行截流.

好溪堰引水堰附近，两岸隔离区结合景观布置要求，好溪堰上游隔离带宽度设计为 100m.

其他河流如贺家坑、丽阳坑、五一溪的生态隔离带 10m，在靠近路边的局部不能满足 10m

宽度要求，依具体情况确定. 

(2) 河流入湖带 在河流入湖口一带设计前置库系统，净化入湖河道的污染物.对不

适宜布置前置库的湖泊，考虑采用滨水植物隔离带和种植水生植物的方案对污染物进行

截流和净化. 

(3) 大洋河 大洋河是好溪堰末段出口由于常年排水不畅形成的大面积浅滩水域，水

质很差.为修复自然水体，利用天然条件，在大洋河设人工湿地，不仅起到净化河流水环

境的作用，而且可以有效调节汛期的洪水峰量，减少洪水灾害的发生. 

3.4 水景观规划和水文化建设  

丽水市城市内河水景观建设，按照城市总体品位要求，分区进行建设. 

(1) 景观功能分区 根据丽水市区内河水系特点、沿岸自然条件及建筑物分布状况，

考虑水生态系统的景观功能，并结合水文化建设将内河水域划分成 8 个景观功能区，分

别是好溪堰上园林怡情休闲带、城市休闲养生带、民俗风情文化区和城市健身休闲带，

丽阳坑、五一溪及贺家坑绿色生态长廊，以及寿元湖生态园区、明星湖水上娱乐区和丽

阳湖山水防护区. 

(2) 水景观和水文化建设 根据城市内河水景观分区成果，按照各区特点进行规划建设.

具体内容略. 

3.5 水经济开发 

丽水市水经济的开发主要在涉水经济的开发方面.在城市的水生态系统建设中，规划

了四个人工湖泊.其开挖建设和景观规划可进行市场化运做，建设单位具有工程经营权和效

益享用权.这样不仅缓解了城市水利部门的压力，也便于工程的高效、良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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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山溪性城市河流的特点决定了其对城市防洪排涝、供水保证率、枯水期生态用水等方

面的压力，阻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破坏了城市景观和降低了城市品位.按照本文提出的

“水安全、水环境、水景观、水文化、水经济”五位一体的模式，针对山溪性城市河流的

特点，进行水生态系统的建设，解决其存在的关键问题，可以实现城市的全面水安全和水

环境净化、水景观秀丽、水文化丰富、水经济活跃的水环境系统，为实现城市的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和人居环境优美提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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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Integrated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Mode of 

Mountainous Urban Rivers  

WANG Peifang & WANG Chao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Science, 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P.R.China) 

Abstract 

From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mountainous city-river ecosystem, the integrated envi-

ronment construction system whose contents are water security, water environment, water landscapes, water 

culture and water economy is proposed, and the connotation of it is detailed introduced. In additional, an exam-

ple of mountainous river ecosystem construction in Lishui city, Zhejiang Province wa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which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flood control, water drainage, water supply, water demand of river ecosys-

tem and water quality security system, the constitution of wate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e combined construc-

tion of water landscapes with water culture, and finally giving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schemes. This illustra-

tion provides references of mountainous city-river ecosystem construction mode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s for 

urban river system construction. 

Keywords: Mountainous urban rivers, integrated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m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