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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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为首页

加为收藏

 

水利科技

信息搜索

 

 

城市水环境的营造与修复

  水与人类的生存、发展、繁衍息息相关，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水的变迁史．水环境的涵义和内容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而逐渐充实完善，狭义的“水环境”指的是水质，目前在城市环境规划指标体系中水环境分项指标主要指城市地表水COD平均值和饮用水水源

水质达标率。广义的“水环境”指水圈，而通常则指江、河、湖、海、地下水等自然环境， 以及水库、运河、渠系等人工环境。自此引申，

可以认为城市水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生物赖以生存的水体环境、抵御洪涝灾害能力、水资源供给程度、水体质量好坏、水利工程景观与周围的

和谐程度等多项内容。  

  城市水环境营造与修复是一个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关系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系统科学思想，实施生产过程控

制和末端治理相结合、开发与保护相结合、流域与区域相结合的协调共进的总体战略模式。 

  1．综合整治，抓好规划 

  生态型现代城市的水环境整治规划必须以生态型、高起点、前瞻性为目标。城市河网水环境整治宜以“满足、恢复、改善、拓展”为原

则，做到安全、资源、环境有机结合，保持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城市、镇村发展规划相协调。在具体工作中应遵循自

然、历史规律，不宜过多破坏自然习惯，即遵循水的自然运行规则。 

  2．完善市政建设 

  充分利用雨洪资源，排水实现雨污分流。道路、小区内实现雨水不外排，基本满足绿化用水要求，同时减轻城市防洪压力。建立污水排

放标准，实现污水集中处理，提高处理效率，保证处理质量。 

  3．建设生态型城市河流 

  一是恢复河道的天然形状 城市河流为了防洪需要，采取了裁弯取直、混凝土衬砌等工程措施。当今的城市河道整治应该在保证防洪安全

的前提下，恢复其原来的多自然特征。同时在河流的适当位置建设湿地。二是采用生态技术恢复生态系统。种种条件决定了城市河流不可能

是天然河流，城市河流应该担负行洪的任务，城市河道的建设影响了天然河流的特征，并将重新形成新的生态系统。工程中可通过水中浮

岛、岸边过渡带、堤顶防护带等多种形式进行城市河道的生态修复，使河道满足工程任务，并且形成良好的生态系统。三是注意水利工程设

计的合理性。工程设计中合理使用断面结构形式和材料，做到“软硬结合”(“软”指的是大斜坡、生物护坡，“硬”指刚性体护岸)，按不

同区域、不同位置、不同地质，从纵、剖、面、立4个方面进行比较，以做到亲水性、安全性、协调性。 

  4．建设水文化，创造和谐环境 

  城市河流的景观建设要充分考虑城市居民的要求，根据河流的功能区划，分别形成自然景观区、休闲娱乐区、人工景观区等。建设一些

与城市整体景观相和谐的河流公园，使城市两岸周边的空间成为最引人人胜的休闲娱乐空间。河流的景观设计应当考虑到整体景观的和谐、

景观的个性化、景观的透视效果、景观的耐看和居民的接受程度。 

  在现代水利建设中应当倡导水文化，要注意保存我国历史遗留的优秀水文化，由长期人类活动所创造的特定水域周边的人文景观，例如

能够充分体验江南人水和谐的有代表性的古城镇，应当通过综合整治，使其重现当年风貌。在保存历史水文化的同时．还应当将现代技术、

文化、观念引人现代水利建设中来，创造现代水文化。如在河岸建设高技术手段的水文化展览馆、现代雕塑、大型喷泉、水上娱乐、水幕电

影、音乐广场、水上夜景游览、焰火晚会等。 

  总之，城市水环境的营造与修复涉及多学科多门类，具有自然性、人文性、景观性等特点， 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具体实施必须强调

统一性，要加强统一规划，整体协调，多方融合。 

附件： 

作者：刘阳 周玉涛 耿运生 

来源：河北水利 

日期：2008-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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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科研

科技动态

论文集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