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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河湖生态环境对城市总体的生态环境影响显著,但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城市河湖生态环

境不容乐观,存在着水污染处理不力、过度开采问题尚未解决和水体富营养化的情况。为有效解决上述

问题,就需合理应用城市河湖生态治理措施,改善城市的河湖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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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河湖是城市水资源的重要载体,

不仅具有防洪排涝、调节水位、绿化灌

溉以及补给水源的作用,对于维系城市

内部空间生态系统平衡也具有积极意

义。可以说,城市河湖的生态环境直接决

定了整个城市内部空间状态。近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与现代化城市

建设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总数逐年递

增,城市河湖水生态问题也进一步凸显,

制约了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

建设。为此,全面探究城市河湖生态治理

工程尤为重要。 

1 国内城市河湖水生态系统发

展现状 

据相关社会调查研究报告显示,高

营养化湖泊约占湖泊总数的43.5%；中营

养化湖泊约占湖泊总数的45%。其中,

藻类无序繁殖是导致湖泊高营养化的

主要原因。以藻类高营养化为主的湖泊

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经济带,而超营养

化湖泊主要分布在城市周边和城乡结

合地带。 

根据1999年国家环保部的调查公报

显示,我国城市内流河污染较为严重,其

中63.8%的城市河段为IV至劣V类水质。

可以说,城市湖泊的富营养化不仅制约

了城市的经济发展,也对居民的饮用安

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城市人口密度越大,

城市湖泊河道的水质条件也就越差。由

于我国大部分城市位于内陆区,且以亚

热带与亚温带气候为主,利于地表植被

与水生植物的生长,为城市河湖生态治

理提供了良好条件。 

2 城市河湖水生态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 

2.1水污染处理不力 

城市人口的快速上涨使城市工业涌

水量及居民生活用水量呈显著上升趋

势。为满足城市工业生产用水需要,依据

居民的生活用水需求,国家有关部门应

将供水问题作为重点,并组织开展以水

资源调配需求为基础的调水和蓄水工

程。另外,为避免城市人口的急剧上升,

进而对水生态产生较为不利影响,需构

建科学的污水截留和治理工程。但是我

国部分城市的污水截留及治理工作效果

并不理想,诸多城市均存在黑臭水体蔓

延的问题,即便部分城市采取了有效措

施对其进行专项治理,但是很多治理工

作无法达到理想效果。完成治理工作后,

出现了多次反弹的问题,对城市河湖水

生态系统产生了破坏。 

2.2过度开采问题尚未解决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持续

深入,为全方位满足城市建设要求,河湖

采砂的规模明显扩大,甚至也出现了过

度开采的问题。但是砂石是河湖水生态

系统中十分重要的组成内容。若不能深

度考虑当前实际情况,过度开采,则会对

城市河湖水生态系统产生破坏,并由此

出现多个城市水生态问题。如砂石过度

开采,容易引发河道下沉,甚至出现河岸

坍塌等问题。另外,砂石过度开采是引发

河道水位下降的主要原因,水体的清澈

程度也会随之下降。水中的水生物生活

环境会受到显著影响,破坏水生物的多

样性,降低了城市河湖水生态系统结构

的完整度。 

2.3水体富营养化明显 

城市河湖水体富营养化主要指城市

河湖等水资源载体容纳了过量的氮气、

磷等植物营养物质后,水体中的植物性

营养物质含量急剧上升,藻类和水生植

物异常繁殖。藻类及水生植物异常的规

模化繁殖会降低水体的透明度,也会显

著降低溶解氧的含量。因此,水体当中的

鱼类、河底栖动物同周边的其他生物由

于缺氧会大量死亡,尸体腐烂的过程中

会消耗大量的溶解氧,厌氧微生物分解

有机体后会产生刺鼻且有毒的臭气及有

害物质,水体产生异味变质。 

水体富营养化也是一种影响城市河

湖水生态系统的重要问题。在我国城市

建设和发展中,部分城市建筑及道路设

计不符合规范的要求,或我国城市建设

中存在大批的城中村,无法保证截污和

雨污分流的效果。此时,含氮和磷较多的

污水会直接排入城市河湖水系统当中,

引发不同程度的城市河湖水体富营养化

问题,进而对城市河湖水生态产生了十

分不利的影响。 

3 城市河湖水生态治理的工程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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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河湖水生态治理工作是人们十

分关心和重视的问题,为改进治理工作

质量,应结合当前实际采取多种切实可

行的应对措施。以下,笔者就城市河湖生

态治理工程措施予以简要阐述。 

3.1连通河湖水系,推行休闲治理 

河湖连通可有效提升水资源配置的

质量,同时也实现了优化水资源配置的

总体目标。其一方面能够有效提升工农

业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可改进居民生

活用水质量,可将其应用于航运、发电、

旅游等领域,充分发挥水资源的最大价

值。再者,河湖连通也可完善生态环境。

首先,河湖连通能够改善局部地区的水

循环,改善小气候,也可加强河湖水资源

的自净能力,优化水环境,及时修复生态

环境。 

其次,在补偿和调节河湖水量的过

程中,也能最大限度地调整和改善水体

的质量,以及周边水系统的生态环境,进

而为河湖中的野生动植物提供更有利于

生长繁殖的场所,以此全面维护生物的

多样性。 

最后,水系连通能够合理调整和改

变区域的地形地貌,使植被土壤更加肥

沃,也可有效加强农田槽底及陆生水生

生物的多样性,为生态系统的恢复和保

护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城市河湖水生态

系统建设创造有利条件,最终促进城市

河湖水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现如今,城市河湖治理工作中,需要

高度落实休闲治理和柔性治理原则,全

面展现城市河湖滨水的特色。如有必要,

可与水上观光、文化旅游和休养生息融

合为议题,从而为城市休闲旅游产业的

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2加强黑臭水体治理 

为有效解决水污染处理不力及水体

富营养化所引发的水体恶臭问题,相关

人员需合理采用物理、化学和生物方法

有机结合的方式展开治理工作。物理方

法指利用截污疏浚、清淤挖泥、污水分

流、引水冲污和创建人工湿地等方式,

治理城市河湖当中的黑臭水体。但是开

展上述工作需要投入较长的时间和较多

的人力物力,且需要多次重复操作。若单

纯依靠上述措施治理黑臭的水体,虽然

能在短时间内见效,但是长此以往会增

加谁体内的藻类生物,引发水体富营养

化问题。 

对此,工作人员要在利用物理手段

治理水体的同时,合理融入化学治理和

生物治理手段。化学治理主要指的是选

择并利用合成化学试剂治理黑臭的水体。

比如为全方位解决水体富营养化所引发

的水体黑臭问题,应立足生态视角,利用

城市河湖水生态系统中生物间的营养竞

争及食物链关系,有效治理黑臭水体。 

再者,相关作业人员可在水体中置

入推动生物链底层好氧菌繁殖的装置,

以此不断增强水体的自净能力,或者也

可在存在富营养化问题的水体当中,投

入适量的食藻类生物及时控制水体富营

养化。从上可以看出,采取物理、化学和

生物等多种方式的有效组合,可达到水

体污染治理的预期目标,保证水体污染

治理的总体效果。 

3.3高度重视河湖采砂管理,建立体

制齐全的城市执法队伍 

河砂是一种有限的自然资源和建筑

材料。目前,房地产经济发展十分迅速,

房产的需求量也随之上升。受经济利益

的驱使,非法采矿现象尤为普遍,且部分

通过依法拍卖获取采砂许可的企业,在

发展中也受到了当地村民的影响和干预,

损害了企业的采砂权益,不利于企业的

长期稳定发展。仅仅依靠行政强制的方

式限制水利水政部门开展采砂监管工作,

是无法全面发挥出执法力度的。为此,

就要求相关部门结合多种执法模式,转

变现有的监管模式,有效解决当前存在

的主要问题。 

在日常工作中积极建立由政府牵头

的生态环境保护联合执法队伍,积极整

合国土、环保、住建、农业、林业、水

利、公安等部门,在日常工作中高度重视

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切实履行自

身的职责,成立综合执法局,组建一支统

一综合执法团队,建设与之协调配合且

较为全面的运行机制,从而更好地应对

现阶段河湖采砂的发展趋势,强化河湖

生态环境治理效果。 

4 结束语 

如今,我国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而城市河湖生态环境保护是生态

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推行河

长制、湖长制,有利于解决当前十分复杂

的水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满足河湖水生

态健康发展的要求,这也成为水环境治

理工作中十分重要的发展契机。为此,

有关部门需要及时把握治理机遇,建立

科学有效的城市河湖水生态环境治理机

制,规范河湖采砂行为,高度重视河长考

核与问责工作,以此为城市河湖水环境

的生态保护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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