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期
２０１４年４月

广东水利水电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Ｎｏ４

Ａｐｒ．２０１４

基于水生态文明理念的南海区水系规划

张伟东
１，杨聪辉

２

（１．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５；
２．广州市水务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０）

摘　要：分析水系规划的研究现状，根据水生态文明的理念，简述南海区水系规划的背景、水系现状，结合南海区分区
规划，调整水系总体布局，并对河湖水系、水环境、生态护岸等进行规划，为类似的水系规划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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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１１　水生态文明的理念

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用地规模急剧增加，导

致用地性质和水文条件发生变化、河湖水系占地受到

挤占、水体污染严重、水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

凸显。

而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生态

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和物质基础。

为了从源头上扭转水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党的十八大

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的长远大计。并把水利放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位置，

对水资源保护管理、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水生态保护

修复、水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等工作做出重要部署，为

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水生态文明的理念：城市水系的治理要本着生态

学的基本原则，尊重自然，尽可能地减轻对河流生态

系统的干扰，修复受损的河流廊道和湿地系统。以河

流的生态健康为标尺，以水生态系统完整性为目标，

以水生态文明为指导思想，全面严格规范人类的水行

为，保护和修复河流的健康状况
［１］。

水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贯穿于水系规划、项目论证、

工程建设以及运行调度等各个环节，而水系规划是首

要的环节。目前以防洪、排涝、水景观、水生态为主

的水系规划已经有不少研究
［２－４］，而体现水生态文明

的水系规划则相对较少。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以南海区东翼片区水系规

划
［５］
为例，按照水生态文明的理念进行水系规划，为

南海区东翼片区城市发展提供支撑，旨在为相关研究

与技术工作提供参考。

１２　水系规划背景
佛山南海区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近３０年经济保

持了高速的发展，并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

一，然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却带来了资源耗散、水

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为了有效应对城市发展带来

的人口、资源、环境等矛盾的日益激化，南海区提出

了“中枢两翼、核心带动”的发展战略，在原来东西板

块的基础上，将八镇街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片区，

按照东部金融，中部产业、交通，西部物流旅游的格

局，建设一个广佛同城背景下统筹发展的新南海。

南海区东翼片区作为广佛同城的先锋地区，定位

为“金融商贸、产业总部、都市生态、人才高地”，重

点发展金融和商贸服务。区域发展对水系功能提出了

从“背水发展”走向“依水发展”的发展策略及以蓝脉绿

网为纽带的生态架构
［６］，为此需在以往相关规划基础

上，统筹协调水系“防洪、排涝、水环境、水景观、

水生态、水文化”等功能之间的关系，对东翼片区水

系进行优化提升，用水生态文明的理念统领水系规划

工作，使其发挥推动城市发展、改善人居环境、促进

生态健康、提升城市品位、保障城市安全等综合效益。

２　现状水系概况
南海区地处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区，区内江河交

汇、水系成网，河道贯通、城外水绕城，城内水穿城，

水乡特色明显，水系是城市防洪排涝的通道，又是南

海水乡文化的历史沉淀，是重要的稀缺空间景观资源，

是塑造南海景观特色与个性的重要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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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是“依水发展”时代，交通方式以水运为主，

村落依水而建，商肆、酒馆、客栈等服务，以及玩乐

设施依水而兴，水系成为联络各地风情与经济文化的

纽带。随着近年城市的快速发展，大量河道被填埋、

河网系统断裂、水平衡被打破、滨水岸线被大量工业

厂房、仓库所占据，使原本连通的河网水系出现了连

通不畅乃至断头的状况，以致水体置换能力差，水质

性缺水问题不断加剧，内涝现象时有发生。逐渐从

“依水发展”演变为“背水发展”，滨水空间被逐步“边

缘化”，城乡形态、河网系统、滨水空间都发生了改

变，导致水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河道监测断面的

６０％低于Ⅳ类水体，甚至为劣Ⅴ类水体［６］。

东翼片区水系主要由里水水系、北村水系、桂城

河网水系组成，目前水系主要功能是饮用水源、航运、

排涝、灌溉、滨水景观等。主要存在内涝、水质污染、

被非法占用、可达性及亲水性差等问题。

３　水系规划
３１　规划理念

梳理现状水系，理出主次分明的水系网络，通过

“多层次、成网络、功能复合”的水系网络建设，落实

低碳、生态理念，恢复或增强江河湖之间的水力联系，

改善河湖水体的流动性，发挥水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

力，增强水环境承载能力，保障水生态安全，促进东

翼片区水系、绿道和湿地的融合发展，提升现代金融、

商贸功能区环境品质，提高居民生活环境质量，塑造

幸福南海的岭南水乡生态格局。

３２　规划目标
打造岭南水乡的城市水生态景观骨架。通过开挖

人工湖、拓宽河道、河湖水系连通等措施适当增加调

蓄水面面积，使得城市水面率保持在１０％以上。
注重水生态修复，提高水环境质量。通过截污治

污、调水补水工程建设，使主要景观河道及调蓄湖体

达到地表水Ⅴ类标准，透明度达０５ｍ。
３３　规划原则

１）以人为本，以居民需求为目标，全面提升城市
水环境质量，建设宜居城市，营造水空间。

２）生态水利与资源水利相统一，维护河湖水系生
态环境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３）确保水系空间的公共属性，与城市园林绿化系
统、开放空间系统等有机融合，提高水系空间的可达

性和共享性。

４）围绕城市发展定位、功能需求，结合区域河网
水系特征，统筹防洪、排涝、水生态等方面的需求，

发挥水体的多种功能作用。

３４　水系网络总体格局
东翼分区规划以河网为纽带构筑文化、生态、景

观、游憩功能复合的城乡绿色生态网络，优化城市景

观风貌，强化城市个性与特征，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促进城市转型，使滨水空间从“边缘”走向“中心”
［６］。

东翼片区水系纵横交织，形成了特有的水系脉络

肌理，东翼片区横向被西南涌、雅瑶水道、佛山水道

及平洲水道４条水道天然分割成５大堤围，纵向被水
口水道分成２个小堤围。

图１　南海东翼片区水系规划总体布局［５］

根据区域水资源和东翼片区水系空间分布，通过

维系、修复和构建江河湖库之间的水力联系，从点、

线、面三个层次调整、优化水系格局，构架东翼片区

水系网络的空间总体布局为：“四水东聚、七围伴一

轴”，详见图１。即以千灯湖轴线北延及东拓构架东翼
片区水系空间发展的连通主轴线，轴线长 ４９６ｋｍ，
按照河网水系特征，将区域水系划分为７个堤围，即
三山围、四乡联围、盐联围、河塱围、南花郊围、泌

联围、贤鲁围。各堤围内水系又按“点线结合、干支

分层”细分成不同的格局，彰显东翼片区的“广佛金

谷、翡翠围链，旧镇新城”。

３５　河湖水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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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水系是水的重要载体，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水生态文明的基础，古

今中外为了改善农田灌溉、航运、供水和生态等需求，

兴建了各种类型的河湖水系连通工程，使得原本独立

的河湖水系实现了连通，为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传

承水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河湖水系连通是保障国家

水安全的治水新方略，水利部要求通过１０～２０年的努
力，构建“格局合理、功能完备，蓄泄兼筹、引排得

当，多源互补、丰枯调剂，水流通畅、环境优美”的

江河湖库连通体系
［７］。为了维护南海区东翼片区水网

系统的稳定与多样性，打造“生态水系”，结合城市功

能与用地布局，通过河湖水系连通、恢复被侵占和填

埋的河道、新建雨洪调蓄区或人工湿地等措施打造主

题鲜明、各具特色的高端滨水功能区，规划实施后东

翼片区的水面率达到１０２８％。
现状部分河涌断头处水质极差，涌内淤积严重，

补水难以达到该区域，规划对１５处总长８１５ｋｍ的断
头河涌进行连通，扩大河涌补水范围，增加水体的流

动性，改善河涌水环境。

城市水系是满足城市居民贴近自然、实现归属感

的最重要空间，也是休闲、旅游、娱乐等水文化和水

文明重要载体。围绕“构建沥桂新城北侧核心水脉，

打造中轴线景观节点”的要求，对风格河被覆盖的

１８２ｋｍ进行揭盖复涌。
生态湖及湿地是休闲的最佳场所，本次规划根据

防洪排涝的要求，在有条件的区域新建雨洪调蓄区或

人工湿地，效缓解城市内涝压力，促进生态环境良性

循环。配合东翼片区北部打造“梦里水乡、重归河

畔”，连通现状鱼塘，打造大面积的水域，并通过面

状水域和带状水系的串联，塑造附有特色的福南湖生

态水域风光，总水面面积为１１０ｈｍ２。贤鲁围地处西
南涌、白泥河、流溪河的三江交汇口，地势平坦，四

周有滩涂、沼地、潮间带，为生物多样性、动物栖息

地、涵养水源等生态功能提供先决条件，规划将贤僚

村南面的大片鱼塘改造成贤僚湿地，湿地面积为

３１ｈｍ２。为了配合三山新城的建设，规划沿橹尾撬水
道中部区域打造城市滨水景观带，规划在公园内开挖

１０ｈｍ２的人工内湖，连接东平水道和陈村水道，引进
橹尾撬水道活水进湖，形成以中间生态湿地为堤岸，

堤岸以北为人工内湖、以南为天然河道的“一堤双景”

景观。

通过以上措施建立河湖水系网状，使现状水系从

分散的点、线分布转变为互连互通的网络系统，逐步

实现“背水发展”回归“依水发展”。

３６　水环境规划
水是生态系统得以维持和最活跃的控制性因素，

森林、湿地、草原、荒漠等不同生态格局的决定因素

是水，水的演变是生态演变及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而水环境污染是城市的顽疾，是城市发展面临的普遍

问题，危及居民身体健康，严重影响城市景观和形象，

因此水环境是制约城市水生态文明的重要因素。

水环境污染是河湖水系迫切需要解决的难点，规

划主要采取城市污水治理、减少污水入河污染量、保

障河道生态需水、提高水体自净能力等措施，改善河

湖水质。

１）污水治理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东部分区规划》，远期２０２０年

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９０％以上，工业废水排放完全达
标，污泥稳定化率达到９０％。城市综合生活污水量为
８３４万ｍ３／ｄ，总污水处理能力为９１５万ｍ３／ｄ［６］。

２）河道生态需水量
城市水系治理要考虑水的化学特征和演变规律，

提高水体自净能力，保障河道生态需水，维持必要的

流态。规划河道生态需水量采用 Ｔｅｎｎａｎｔ法计算，按
河道多年平均径流量的２０％ ～３０％计，东翼片区河道
生态环境总需水量为１４５亿 ｍ３。其中，里水河生态
环境的需水量为２８０８万ｍ３，雅瑶水道生态环境的需水量
为５６５３万ｍ３，谢边涌生态环境的需水量为１６８５万ｍ３。
３）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结合节水防污的思路，贯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到２０１５年，全区用水总量控制在１４０亿 ｍ３

以内，万元ＧＤＰ用水量控制在４８ｍ３／万元以下，万元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控制在４９ｍ３／万元以下，农业灌溉
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０４４７以上；水功能区达标率
提高到７１％以上，城镇供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到
９０％以上，跨区级以上区河流交接断面水质达标率达
到８８％以上。
４）河道生态需水量保障措施
按照“开源节流和治污并重”战略，河道生态环境

需水量保障措施从水源涵养、河道生态修复、水资源

的优化配置以及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等角度考虑，主

要保障措施包括综合利用雨洪资源、合理调配水资源、

再生水厂利用、网河区引水调水、利用丰富的过境水

资源等。本次规划在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的前提下，

通过河湖水系连通加强河湖之间的水力联系，并新建

引水泵站４３ｍ３／ｓ，加速水体流动，增强水体的自净能
力，发挥水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有效改善河湖水

系水生态环境状况，提高区域水环境承载能力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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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生态护岸规划
生态河堤作为一种新概念河堤，它以“保护、创

造生物良好的生存环境和自然景观”为前提，“还河流

以空间”，在考虑建筑物具有一定的强度、安全性和

耐久性的同时，充分考虑生态效果，将河堤由过去的

圬工结构改造成水体和土体、水体和植物或生物相互

涵养的形式，详见图２。

根据河涌水系现状，在满足防洪、排涝、引水等

功能的基础上，结合周边环境、堤岸现状结构形式、

城市规划对岸线功能的要求等，从两岸的地形条件、

用地限制及环境景观等综合考虑选定护岸形式，主要

有植物护岸、卵石缓坡护岸、生态砖护岸、覆土石笼

护岸等
［９－１０］。护岸的滨水景观主要采取平台栈道、码

头、瀑布、跌水等措施。

图２　生态护岸形式［５］（单位：ｍ）

４　结论
１）城市水系是涉及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复杂的系

统工程。水系规划要充分认识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意义，在水生态文明理念引领下，把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念融入城市水系规划中，

将城市水系规划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和水平。

２）水系规划是今后水系建设的总体部署，应统筹
协调城市防洪、排涝、供水、航运、生态、景观、文

化、开发等不同功能要求，尊重原自然水系，尽量减

少人工调整，避免破坏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水域。

３）水系规划应有效地提高区域水安全，发挥推动
城市发展、改善人居环境、促进生态健康、提升城市

品位、保障城市安全等综合效益，达到既支撑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又保障水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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