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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治河理念与设计思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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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存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城市河道环境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从现实情况来看，在

城市河道的治理过程中，由于比较片面地强调防洪、排水，忽略了河道的其他功能，致使河道越挖越宽、越挖越深、越修越直，而河

水越来越臭、越来越脏，同时由于市民环境意识不强，河道管理力度不够，致使河边杂草丛生，垃圾成堆，城市河道成了臭水沟。当

自然界开始以不同方式对人类进行报复时，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而作为水利工作者我们不禁自问：我们习以为常的做法中哪些

是不正确的，是必须变革的?笔者结合多年的实践谈谈生态治河的理念，并就北京市凉水河治理的设计思路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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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存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城市河道环境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从现实

情况来看，在城市河道的治理过程中，由于比较片面地强调防洪、排水，忽略了河道的其他功能，致使河道越挖

越宽、越挖越深、越修越直，而河水越来越臭、越来越脏，同时由于市民环境意识不强，河道管理力度不够，致

使河边杂草丛生，垃圾成堆，城市河道成了臭水沟。当自然界开始以不同方式对人类进行报复时，人们开始反思

自己的行为，而作为水利工作者我们不禁自问：我们习以为常的做法中哪些是不正确的，是必须变革的?笔者结合

多年的实践谈谈生态治河的理念，并就北京市凉水河治理的设计思路进行探讨。  

  一、什么是生态治河  

  所谓生态，就是指有生命的，适合生存的状态，这种状态既要适合人类的生存，也必须保持动物、植物的多

样性。人类与多种动物、植物互相依存，才可能呈现一种生机勃勃的景象。而任何人造的生硬、呆板的环境，都

不可能实现这种生物的多样性，其生命力是有限的。对于河流来说，要提供这样一种生态环境，其水流必须是清

洁的，这是保证动植物生存的基本条件；其流势必须是自然的，蜿蜒曲折，既有浅滩，也有深潭，时快时慢，时

动时静；河中要有供植物扎根的土壤，河岸要创造保持空气、水分流通、交换的利于植物生长的环境。同时这种

多生物形态的河道必须能够抵御洪水的冲刷，完全没有防护功能的天然河道亦不能满足要求。根据这些思想，我

们必须对那些已变成臭水沟、垃圾场、排水渠的城市河道进行第二次改造，使其回归自然，重新发挥其在城市总

体生态环境中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城市污水治理步伐不断加快，也为生态治河的实

践提供了基本保证。  

  近年来，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在生态治河的思想转变和设计实践中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将昆玉河、长河、

清河、转河等一项项治河成果呈交给广大北京市民。但分析评价这些成果，总感到还存在一些不足，距生态治河

的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昆玉河是供水渠道，与河道的设计思路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尽管我们已经充分地挖掘

了其景观功能和旅游功能，但是在北京严重缺水的今天，还是更多地强调了渠道的防渗功能和供水功能，追求以

最小的断面通过最大的流量，采用了混凝土、石料对渠道全面进行护砌，而整齐划一的石栏杆更使渠道显得单

调。或许待南水北调之水进京，北京的水资源危机得到根本缓解之后，我们可以将这种人工运河渠道改造得更加

丰富多彩。清河治理中更多地贯彻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设计了邻近水面的人行道，漂亮的桥梁和闸房，使原来沿

河脏、乱、差的环境得到了彻底改观，为沿河居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休闲场所，也与邻河而过的五环路相得益

彰。但清河治理中更多强调了防洪功能，所以河道笔直、顺畅，混凝土护砌光滑、平整，特别是由于河水没有彻

底还清，不能经常保持高水位蓄水，大量外露的混凝土护砌视觉效果差，容易形成热岛效应，其生态环境也必然

是脆弱的。总体上来说，仍然是一条人工渠道，而不是天然河道。转河整治迈出了更大的步伐，在狭窄的空间更

多地采用生态治河的方法，创造了一个更为丰富多彩的河道景观，为市民创造了一个非常优美的环境，受到了广

泛的好评。但其缺陷在于场地过于狭窄，周边约束条件太多，承载的期望内容过多、过高，因此，人工雕琢的痕

迹较浓，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河道。而即将开工建设的凉水河，河道长，周边场地更加开阔，为设计人员施

展才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我们相信，凉水河的整治、改造会向生态治河的目标大大地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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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现行防洪标准的看法  

  北京市河道现行的防洪标准一般为20年一遇，洪水位不淹没主要雨水管内顶，50年一遇或100年一遇洪水校

核，河堤及桥梁要高于该水位一定的距离。规划部门对规划洪水流量的确定，主要是选择一定的水平年，根据下

垫面的情况，选用一定的径流系数，采用多点汇流法进行计算。该方法计算成果曾用历史洪水进行过复核，从20

世纪90年代初确定采用该方法，至今已10多年了，因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引起下垫面情况的变化，计算的同频率

洪水流量，均较原采用成果增加了许多，一般要增大30%～60％，有的甚至翻倍，并有逐年不断增长的趋势。为了

保证排水通畅，要求河道断面不断扩大，河底不断挖深，规划水位不得抬高。这对于寸土寸金的北京城市来说，

难度相当大。由于河边建筑已经建成，河道上口不可能无限加大，只能在减小糙率、变陡边坡上做文章，因此，

混凝土衬砌似乎成了河道治理的首选。缓坡改为陡坡或直墙，给城市河道的治理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束缚，

对生态治河理念也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根据多年治河工作的体会，感到其中有一些问题值得研究和商榷。  

  1．水文系列及计算方法问题  

  目前采用的水文系列一般是到20世纪80年代的，近20多年的成果没有计算进去，而近20多年又多是干旱年

份，虽较整个水文系列来说，时段比较短，但对整个水文成果是否会产生一定影响，应通过多种方法验算来回

答。北京目前出现多条河流整治二三十年，甚至40多年，从来没有发生过较大的洪水，而目前防洪标准仍不达

标，还要继续扩大、疏挖，人们不禁对洪水的理论计算值产生怀疑。看来，洪水流量不仅与降雨有关，还与流域

内地下水的饱和程度及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有关，而后两项影响在水文计算中并没有反映进去。  

  2．关于径流系数问题  

  径流系数的选取对洪水流量值的大小有非常大的影响，是一个关键参数。而目前采用的建成区的径流系数是

一种半经验取值，是否能比较准确地反映真实的产流过程，值得商榷。因为过去通过历史洪水验证的是以大面积

农田或小规模城镇及散落的村庄为主的下垫面情况，现代化大都市为主的下垫面情况并没有得到过有效验证，应

通过多种途径进一步测算、验证。  

  3．多元化途径消纳城市洪水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城市雨水通过雨水管道收集后，全部、快速排人河道不是唯一的途径，也不是

一种完全可取的做法。通过多种方法，如绿地、透水路面人渗，小型集雨池、坑、塘收集，乃至大规模的湿地、

滞洪区收集、滞蓄雨水，可明显地削减洪峰，减少洪量，也可大大减轻河道的压力，遏制河道断面无限制扩大的

趋势，收集的雨水也成为宝贵的水资源。有关雨洪利用的初步法规已经出台，预计今后若干年中，雨洪利用的力

度会越来越大。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洪水流量有可能减小，对河道断面、糙率的要求有可能降低，治河措施施展的余地可能

会更大。  

  三、关于凉水河治理的设计思路  

  凉水河治理工程是北京市政府2004年为人民办的56件实事之一，开工在即。在凉水河治理工程中如何体现生

态治河的理念呢?我感到有如下一些思路可与同行们一起探讨。  

  (1)建设蜿蜒曲折的水流形态。改变几十年来惯用的治河几条大直线的做法，根据河势，制造丰富多变的河底

线、河坡线，在有可能与河边绿地相结合的地方，可修建蜿蜒曲折的水路、水塘，创造较为丰富的水环境，改变

原来呆板、单调的河道模式。  

  (2)修建主槽与滩地相结合的断面形式。凉水河平时只排泄处理后的城市污水，流量很小，只有汛期才可能发

生较大流量的洪水，平时和汛期对河道断面的需求差别很大。因此，有条件在河中修建主槽，平时保证少量水体

在主槽内流动；在滩地修建湿地或进行绿化，甚至可以提供人们休憩的场所，充分发挥河道的多项功能。  

  (3)不再大量使用现浇混凝土、混凝土板、浆砌石等阻断水和空气交换的硬质护坡材料，改用干砌石、卵石

笼、大块石等更为通透的材料来防止水流的冲刷，并可在这些材料之间和表面覆土，促进植物的生长。同时，适

当开发利用“植物生长砌块”“火山岩植生材料”“土 工笼”等近年来逐渐兴起的新型材料。  



  (4)开发采用植物护坡，可采用木 桩与植物梢、棍相结合的护岸形式，或在坡面分层栽种柳条等当地土生植

物，形成植物为主的护坡工法。采用草坪草和野生草种相结合的做法，草坪草对管理要求高，需水量大，适宜在

人群比较集中的场所栽种，野生草种生命力强，适宜各种不同的河边环境，可在普通河段采用。  

  (5)前几年，北京地区治河普遍采用修建节制闸或橡胶坝，在河道内形成大面积水面的做法。但实践证明，由

于水量不足，水质并没有彻底改善，往往达不到设计的水位，即使水位达到了，由于水体不流动，很快造成水质

恶化，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且增加了很多管理人员，增加防洪调度的难度。因此，在凉水河治理中建议放弃建

节制闸，改为修建多处小型石材跌水的做法，这样，既能在河道中形成深潭、浅滩等不同形态的变化，利于水生

动植物的生长，也能利用跌水形成多级曝气，对净化水体大有好处。  

  四、结 语  

  只要思路放开了，具体的设计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几年来的治河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归纳起来，实现生

态治河应从几方面共同努力：  

  (1)不断深化治河思想的转变，对需要建成什么样的城市河道要加强交流，不断统一思想，逐渐形成一致的看

法。  

  (2)在设计上要有突破性改变，舍得放弃许多过去形成过共识的做法、想法，努力通过使用不同的材料，不同

的手法来实现生态治河的目的。要不断地学习、培训、交流，使较为先进的设计理念逐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形

成一套新的设计工法。  

  (3)建设生态河道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各行业共同努力，配合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提高环境意

识，才能真正实现水清、岸绿、环境优美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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