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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河道治理探讨

  摘要：城市河道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河道进行综合治理，对于维护城市生态平衡、优化城市景观、改善人居环境具

有重要意义。文章结合威海市区九条主要河道治理情况，对城市河道治理进行了分析探讨，并提出了对策措施。  

  关键词：城市河道综合治理 

  水环境是人类文明、生态文明的一面镜子，自古以来人们就有着浓厚的“水情结”，喜欢逐水而居，滨水而栖，特别是对于常年生活在

“水泥森林”的都市居民来讲，拥有一个优美和谐的水环境更是一种强烈的渴望。在城市中蜿蜒流淌的条条河道，不但是防洪排涝的重要通

道，也是城市景观建设的重要要素和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一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平衡，关系着广大市民的生

存环境和生活品质。建设人水和谐的河道生态系统，打造水生态良好、水景观优美、水文化丰富的亲水型宜居城市已成为许多城市的发展目

标。 

  1、威海市区河道概况 

  以“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著称于世的威海市，地处山东半岛最东端，内无大江大河，外无客水入境，水资源主要来源于境内的大气

降水。城区河道属半岛边沿水系，为季风区雨源型山溪河流，河床比降大，源短流急，暴涨暴落。河道河床狭窄，上游多为自然冲沟，河道

下游入海口河道宽度多为10～20米左右。河道水源靠季节性降水补给，径流量季节变化性大，正常降水年份，多数河道夏、秋两季有水，

冬、春两季干涸。市区现有9条主要河道，分别为钦村河、涝台河、城南河、竹岛河、戚家庄河、望岛河、海峰河、渤海河、徐家河（包括其

支流岳家河、天东河、曲阜河、宋家洼河、凤林河、冢里河，汇流至九龙河），总长度45.85km，流域面积92.35km2。 

  2、河道治理现状及存在问题 

  2.1治理情况。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河道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脏、乱、差问题日益突出。在河道治理和管理过程

中，由于过于强调防涝、泄洪作用，而忽视了生态、景观等其它功能，导致河道成了毫无生机与活力、缺乏美感的“水泥排污沟”、“臭水

沟”，既有碍观瞻、破坏城市形象，更影响了沿河居民的生活居住条件，居民们深受其扰，反响强烈。为加快世界精品城市建设步伐，优化

人居城市形象，近年来，威海市把河道治理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举措，于2008年将其列为市城建设重点工程

的一号工程，组织对市区九条主要河道进行了大规模治理。此次治理突出截污治污为重点，威海水务集团在查清污染源的基础上，全面推进

管网敷设、污水并网、雨污分流，先后投资1亿多元铺设污水管道近百公里，并网排污口300多个，每天约有2万吨排河污水得到了有效拦截，

河流和近海海域水质实现了较大改观。 

  2.2存在的问题 

  虽然经过多年来特别是2008年以来各级各部门、单位的努力，威海市区河道和近海海域环境有了较大改观，但受种种因素限制，离预期

治理目标仍有较大差距，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例如河道垃圾清理不及时，周边卫生死角多，影响环境质量；河床淤泥大量沉积，沉砂池等设

施清理不及时导致泥沙堵塞，既造成河水黑臭，又影响防涝泄洪；部分区域雨污混流，乱排污水行为时有发生；大多数河道采用混凝土垂直

护岸及混凝土河道衬底，视觉空间单一，植物覆盖性差，缺乏景观观赏性。 

  3、河流管理体制理顺 

  威海市区河道管理长期实行属地负责、归口管理，清淤归市政、垃圾归环卫、排污归环保、截污归水务、绿化归园林，各区负责辖区内

的河道管理。2009年8月，威海市对市区河道的管理责任分工进行调整和理顺，建立健全河道管理长效机制，对市区范围内河道防汛清淤、卫

生保洁、排污整治、河岸景观绿化和设施维护管理等全面实施环境管理，并建立日常检查考核机制和责权利相统一的投资分担机制，市财政

每年拨付465万元经费用于河道整治。 

  3.1市区9条主要河道的事权划分。 

  将市区钦村河、涝台河、城南河、竹岛河、戚家庄河、望岛河、海峰河、渤海河、徐家河等9条主要河道及其支流的河床以内及水面、水

下的管理责任统一划归市水务集团承担，主要包括河道卫生保洁、垃圾清理、淤泥疏运、污水整治（包括排污巡查、污水并网、沉沙池等污

水截流设施的维护管理）、蓄水造景等；岸边园林绿化、河堤及配套设施维护、卫生保洁等其它管理事项，仍按城市管理的事权划分由环翠

区、高区、经区和市直有关部门分别负责。 

  3.2市区其它河道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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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翠区的五渚河、羊亭河、张村寨子河，高区的初村东大河，工业新区的草庙子河、高格庄河、阮岭河，仍按属地事责权限管理，纳入

市区河道管理检查考核。 

  3.3市直有关部门职责分工。 

  市城管办承担市区河道环境管理的协调指导职责，负责制定河道环境管理的实施细则、考核办法等；牵头组织河道环境管理的日常检查

评比和综合考核工作，考核结果作为拨付河道环境管理经费的依据之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对综合治理验收合格的河道及时纳入长效化管

理。市建委除直接负责中心市区相关河道的整治管理任务外，还要负责市区河道防汛、绿化和市政设施管理等业务指导。市环保局负责河道

水质监测，对河道排污和倾倒污染物行为实施监管，严肃查处违法排污行为。市城管执法局负责依法查处破坏市容环境卫生和乱搭乱建等违

法违章行为。市财政局负责安排市区九条河道管理事项的有关经费，向水务集团统一拨付河道管理资金，同时加强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 

  河道管理体制理顺，是威海市推进市区河道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尝试，旨在充分发挥水务集团在治水治污方面的专业特

长和积极性，对于进一步提高河道日常管理水平、长期保持河流和近海海域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4、河道治理对策措施 

  总体思路是以建设健康、生态、亲水河道为目标，坚持集中治理与长效管理相结合，工程改造与生物净化技术相结合，治污与造景、防

洪相结合，因河制宜、一河一策，重点实施河面保洁、沿岸截污、上游造景、下游蓄水，建设和保持水清、河洁、岸绿、景美的河道生态环

境，把河道打造成城市重要景观亮点。 

  4.1突出抓好防涝泄洪。 

  防涝泄洪是城市河道的首要功能。根据各河道实际情况，按照五十年一遇洪水标准要求，针对不同的断面形式校核计算，以满足河道不

同设计断面情况下的泄洪能力，使河道在流量、宽度、深度等方面实现动态平衡，达到行洪要求。其中对河堤均采用直立式挡墙，对河道沉

积的淤泥进行清理，清黑除臭，畅通水流通道，给洪水以出路。禁止在河道保护管理范围内搭建建筑物和阻水设施、填堵河道，加强河道及

沉砂池等设施的养护管理，对涉及河道的建设工程强化防汛排涝要求，确保河道畅通和行洪安全。 

  4.2突出抓好截污治污。 

  河道污染主要来自于城市污水大量排放，导致水质恶化，因而恢复河清水澈，截污治污是根本手段。要坚持管网配套和环境执法软硬一

起抓，一方面贯通沿河排污管网，推进雨污分流改造，为污水收集强化硬件支撑，另一方面加大对违法排污行为的查处力度，将所有排河污

水全部截流并网，削减进入河道的污染物总量，保护水体环境。在截污治污过程中，采用高科技手段加强对河道未知污染源的勘察，为截流

提供准确依据。对属重大水污染事件的，由环保部门立即进行水质取样送检，对污染原因进行调查，并按程序及时上报和通报。 

  4.3突出抓好景观打造。 

  本着一河一景、因河制宜的原则建设河道景观，不搞千篇一律，力求突出特色、各具灵性。尽量保留河道原有的自然流线状态，避免裁

弯取直，打造自然的河流带状景观。在考虑防护强度、安全性和耐久性的同时，着力建设水体和土体、水体和植物或生物相互涵养，适合生

物生长的生态型河堤；通过在水中种植各种水生植物、投放鱼苗等来增加河道生物多样性，建立河道天然净化系统，提高河道自净能力和生

态功能、美学价值；加大违反市容环境卫生和乱搭乱建等违法违章行为的查处力度，及时清理打捞水面漂浮物，确保河道水面卫生整洁，针

对河道流量不足问题，充分收集利用雨水，同时将中水作为河道的补给用水，对下游进行蓄水造景；加强滨水区的亲水性、人文性等景观建

设，岸边形成一定宽度的湿地环境，构成一个人河互动、人水和谐、能见水亲水的带状景观空间。 

  4.4突出抓好源头治理。 

  威海城市河道为季风区雨源型山溪河流，河床比降大，源短流急，暴涨暴落。如源头防护措施不到位，一旦遇有大的降雨，裹挟着大量

山石、泥沙、树枝、垃圾的泥水浊流便会以极快速度顺河而下，对河道生态系统、景观系统形成极大冲击，造成极大破坏。因此，河道管理

必须逐步从末端治理向源头监管、事后处理向事前预防转变，做到标本兼治、治标更治本。要认真研究制定防止雨季山体滑坡、泥石流以及

雨污混流等问题的根本性措施，例如在上游修建大型沉砂池等，从源头上根除隐患，保护河道治理成果。 

  4.5突出抓好长效管理。 

  在河道管理中借鉴城市园林绿化、环卫等管理模式，全面落实河道管理目标责任制，成立专业化队伍，分区、分河、分段，定岗、定

点、定人，每天由河道保洁人员对所负责的区域进行全方位巡视检查和管理，并做好巡查纪录，将巡查发现的有关情况及时通报管理和执法

部门处理。广泛开展河道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增强全社会维护河道生态环境的意识，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河道管理。对破坏河道设

施、污染河道环境、破坏河道安全的违法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并通过新闻媒体予以公开曝光。 

  5、结语 

  在满足排涝要求、保证行洪安全的前提下，着力完善城市河道的生态和景观功能，还其优美、宜人、充满生机的自然风貌，是改善城市

人居环境、优化城市生态平衡的必由之路。各级各部门应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出发，不断创新思维、强化措施、严格保护，认真做

好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城市河道管理工作，努力实现人与水和谐相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赢。 



  作者为威海水务设计院院长、污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附件： 

作者：张敏君 

来源：中国供水节水 

日期：2009-12-09  

首 页 | 信息公开 | 行业管理 | 信息简报 | 水利科技 | 党的建设 | 便民服务

上海市水利管理处 

地址：上海市南苏州路333号华隆大厦23楼 邮政编码：200002 电话：63216790 Email:shsl@shsl.org.cn 

（建议您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辩率调整为1024*768浏览本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