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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河道湖泊的治理一直传承块石和混凝土的防护，使毗邻城市的河道与湖泊岸壁完全衬砌而固化，有

悖于自然河流的建立与维护。根据当今世界河流治理的先进理念，提出了多自然河流的概念，并对多自然河

流进行了诠释。主要提出应建立多自然河流，大力提倡生态工程与环境工程，并阐述了建立多自然河流的河

道治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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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水文化历史悠久，无论天然河流还是人
工河道，无不展现出人类的历史与文化。在当今城市

建设中，水环境无疑承载了弘扬历史文化与追求现代

宜居环境的重要使命。然而，当今水环境问题是当代

人类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大量的资金被用于治

理水环境，保护水环境的法律也纷纷出台，但是资金的

投入和制度的更新并没有有效阻止水环境的恶化。干

旱、洪涝、水华、酸雨、水土流失等与水有关的自然灾害

屡屡发生，给人类的生命健康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当前水环境存在三大主要问题：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

重和与水有关的自然灾害频发。《２００５年中国环境状
况公报》指出，２００５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 ３５６万 ｋｍ２，
占国土面积的３７．１％，全国每年流失土壤 ５０亿 ｔ。当
今，环境 －生态和发展的问题通形成二元对立和两难
的困境：要发展，就要破坏环境 －生态；要保护环境 －
生态，就只能牺牲发展，忍受贫穷。在经历多年两位数

经济增长及数亿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之后，中国几乎不

能满足陡然增加的水需求。我国水资源缺乏，而污染

让清洁水变得更稀缺。导致水环境恶化的另一个因素

是气候变化。因此，解决当代水危机、营造良好的水环

境、实现生态和谐的水文化尤为重要。治理河道，实现

人水和谐需要新的理念。本文从当今世界河道治理的

先进理念出发，提出应以生态工程与环境工程治理为

主要手段建立多自然河流。

１　河道的生态工程治理

１．１　传统河流治理的问题
为维护河道功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势必要对

河道与湖泊进行治理，而治理的方法和理念又直接影

响到河道与湖泊的水环境问题。

目前，我国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毗邻城市的

河道大多进行护岸治理。这种治理的方法完全传承块

石和混凝土的防护，使河道与湖泊堤岸完全衬砌而固

化，丧失河流和湖泊的自然特性。

在建立生态河流方面，日本比较注重于多自然型

河流的治理工作，在保护和重塑自然环境方面拥有许

多成功案例，并积累了经验。

日本为应对战后复兴期频繁发生的灾害以及随着

经济高速成长期的城市化需要，将河流治理的重点优

先放在防灾效果上，大多采用了河流直线化或全断面

衬砌护岸等治理措施（见图 １，２）。其结果是，水患安
全性大幅度提高，但也导致了河流环境恶化。

这种人为固化河道的治理方法，带来的水环境恶

化的问题，在我国局部发达地区也变得日益突出。人

为固化的河道加剧了水体富营养化状况，进而导致水

体藻华的频繁暴发，严重的会覆盖水面，阻止水体中生

物的光合作用及其与大气的交换，使水中的溶解氧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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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迅速降低，造成水生动植物的死亡以及生态和周边

环境的破坏（景观价值下降和恶臭）。这些影响又进

一步对周边城市的政治经济（如投资业、水产业、旅游

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图 １　被直线化且用护岸固定的河流

图 ２　制约条件较多，很难实现多自然型的河流

１．２　拓宽河流治理的视野
多自然河流治理是指注重整个河流的自然状态，

在注重河流与地区生活、历史和文化协调的同时，为保

护或创造出河流原有生物的生存环境以及保护多样性

河流风景进行的河流管理，见图３，４。

图 ３　河流空间构成因素

日本在１９９７年修改的河川法中，明文规定河流环
境的治理和保护是河流管理目的之一，即在推进河流

环境保护工作时，除了目前的施工河段以外，还应将保

护和复原整个河流良好的自然环境作为目标。

鉴于这种情况，多自然型河流治理已成为日本所

有河流工程必须遵守实施的基本方向。

１．３　多自然河流治理
迄今，以优先治水的河流治理、国土开发和城市

化，对河流的自然环境产生了极大影响，造成河流原有

的生物生存环境以及景观的恶化，损害了长年累月天

然形成的人与河流的良好关系。

图 ４　河畔保护林

多自然型河流治理目的，是通过与自然相融和的

河流治理恢复良好的河流环境，据此重新构筑人与河

流关系。在进行河流治理时，并非是说自然因素或近

似自然因素多多益善，而应尽可能活用自然特性及拥

有的功能。

多自然型河流治理，应成为所有水利工程及河流

管理中治理基础，今后进行河流治理时，需要重新认识

并贯彻这一理念。同时，应摆脱多自然型河流治理似

乎是一种特殊示范工程形式的误解，而应作为普遍的

河流治理手法并逐渐施行。

２　今后的河道治理

２．１　从局部多自然型向全河流自然型发展
迄今为止，很多多自然型河流治理是立足于保护

和治理个别部位自然环境而实施的，即各施工河段分

别实施多自然型河流治理工程，缺少针对整个河流的

自然环境进行保护和再生的整体规划。多自然河流治

理，是基于河流的自然状态进行治理的，故应以大自然

创造河流，适当改造河流为前提。因此，有必要保护及

恢复河流原有的泥沙移动、流量变化等动态活力，同时

努力确保河流的连续性，充分把握整个河流的自然环

境，对环境良好的河段加以保护，对恶化的部位进行再

造等，并基于整体规划的一贯目标推进河流治理，见图

５，６。

２．２　与地区生活、历史和文化紧密结合
多自然河流治理的目标，并非是追求原封不动的

自然，而是充分反映人们生活的河流自然环境。在保

护和再造生物生存环境的同时，应推进河流与地区生

活、历史和文化紧密结合，见图７。
河流治理不应随着工程结束而终止，应该针对其

后的水位涨落或自然环境的变化等，经常监测河流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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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并进行妥善管理。

图 ５　全河流治理的规划

图 ６　以全流域为对象再生河流的功能

图 ７　未来河流治理的视点

今后的河流治理，应避免或减少治理工程对自然

环境和景观的影响，同时应在调查、规划、设计、施工乃

至维护的河流管理全过程中，与从事有关河流管理工

作的人员相互协助，共同推进多自然河流治理工程。

２．３　提高整个河流治理水平的措施
（１）做好多自然河流治理的全面规划和局部区域

的计划工作，以生态环保的先进理念技术设计确立多

自然河流治理的河道平面设计、横断面设计和纵断面

设计的立案手法。在具体设计中同时兼顾与流域的联

结和河道内树木的河道计划等，为保护自然环境的河

流规划与治理设计制定方案。同时，努力开发适合于

水边的各种河岸工法技术并确立构造物的款式设计手

法，以提高设计技术水平。

（２）多自然河流治理的河流管理技术，包括河道
内树木管理等、外来物种影响对策和流量管理策略等

在内，力图实现河流管理技术的系统化。

（３）确定河流环境监测手法和河流治理目标，持
续进行有效的河流普查，进行河流环境现状评价，同时

研究推进多自然河流治理的监测方法。

（４）科学制定应对环境变化的方案，持续进行河
道及流域变化的环境保护研究，通过示范河流探讨而

加以解析。

３　结 语

推进多自然河流治理，水利部门应与行政、市民、

企业等加强配合，并制定如建立更加妥善的制度和机

制、提高开发治理技术、培育人才等切实可行的措施。

在实施多自然河流治理过程中，应有计划地推进具体

措施，在充分理解水系和河流环境的基础上，制定符合

河流的多自然河流治理规划。在制定或修改河流治理

基本计划及河流治理计划时，应充分反映规划宗旨并

制定治水、利水、环境相互协调的具体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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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温排水水温冬季低，夏季高，与受纳水体的温
差夏季小、冬季大；

（３）内陆核电厂温排水影响较大的时期发生在冬
季，在夏季，温排水对河流的影响甚微；

（４）在温排水数模计算之前，须分别针对上述 ３
种工况，收集干球温度、湿球温度、相对湿度、大气压等

资料（用于冷却塔的热力计算），以及同期受纳水体的

水温资料，分析年内水温变化，从而求得特定厂址的温

排水温升，以此作为温排水数模计算的输入条件和数

模中散热系数选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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