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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中小河流治理水平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防洪工

程的质量，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环境与自然景

观质量，只有采用生态治理的理念对中小河流进行设计，

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更好的提高社会与生态效益。

1.生态健康河流概述

生态健康河流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由北美和西欧

家最早提出的，主要是针对在社会发展中，造成的河流

污染和生态环境问题而提出的。为了恢复河流水质、强

化污水处理，政府加强了对河流的治理工作。我国在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对河流产生了一

定的污染，并且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也加强了对

中小河流的治理工作 [1]。

目前，针对生态健康河流，有两种观点：一、盲目

追求河道自然形态，忽略河道治理的必要性；二、一味

注重河道的开发利用，忽略河流的水生态健康。但是这

两种观点都是偏激的。从历史上河流演变和治理的开发

过程来看，所谓的生态健康河流主要是一种平衡状态，

即保持河流自然、生态和社会服务功能的均衡，这才是

生态健康的河流。

因此，在中小河流治理工程中融入生态设计理念，一

定要结合区域的实际情况和自然形态，使其开发和利用相

互结合，达到人与水相和谐、人和水共同发展的效果 [2]。

2.中小河流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2.1规划问题

社会经济平衡发展中，已经将环境保护和中小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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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综合发展列为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内容，但中小河

流面积较大，其管理和治理权限都较于难以掌控，即使

是同一河流，途经的地域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管理之

法，地方对中小河的规划和治理缺乏生态的意识，使得

中小河流生态治理过程中，上游和下游的规划和进程不

一致，使得水事问题频发，加大了中小河流生态治理工

程的难度。

2.2中小河流治理难度较大

对中小河流进行治理时，需要全方位、多角度地考

虑各方因素，如河流的基本特征、群众合理诉求、生态环

境等。针对治理部门而言，有关中小河流治理的资源与资

料相对匮乏，缺少政策支持，致使在治理时没有相关的基

础设施支撑，技术水平不高。从河流周边居民的角度看，

水资源浪费问题突出，根据2020年水资源调查报告显示，

2/3的城市存在供水不足的状况，水资源浪费对中小河流

的治理效果产生不利影响 [1]。而中小河流周边绝大多数的

工业企业肆意排放工业废水，还有部分居民随意丢弃生活

垃圾，使80%以上的地表水、地下水受到污染，水污染现

象日益严重，从而增加了中小河流的治理难度 [3]。

2.3资金问题

水利治理工程是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对经济

发展和生态稳定都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我国的水

利工程治理过程中，工程部分资金由国家出资，但中小

河流治理属于当地政府的治理范畴，而且在治理规划中

大多是采用“谁受益谁治理”的原则。因此在资金筹备

方面常会出现资金不足的现象，在生态治理过程中，资

金不足会导致物力的缺失，从而影响中小河流的生态治

理规划的成效。

3.中小河流治理的具体措施

3.1应用生态护坡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大约3/4的国土面积存在

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洪水灾害；据统计，截至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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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12时，已有304条河流发生超警戒线以上洪水，

较常年同期偏多。中小河流堤防、小型水库等工程险情

及堰塞湖险情均有发生。因此，增强河流防洪治理的能

力刻不容缓。此外，在防洪工程建设工程中，中小河流

与大型河流的治理方式应当分门别类，不可千篇一律。

在防洪的过程中，应当分析河流洪水防御的形势，并根

据实际情况采取科学的应对措施。而生态护坡对于河流

治理有重大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3.2加强工程规划理念

我国中小河流普遍存在着流域复杂的情况，应当充

分的考虑中小河流的流经地域问题，在设计过程中不仅

要考虑防洪渡讯的需要，还要优化中小河流沿岸的生态

景观，从而给居民提供适宜的宜居的环境场所。首先，

应当保证中小河流的安全适用，切实保证中小河流的堤

坝安全，在保证起到防洪作用的基础上达到生态化建设

的目标，起到保证防洪安全的效果。其次，还要具备生

态优选的设计理念，应当本着尊重自然的理念进行中小

河流的设计，尽量的实现中小河流与地方生态环境的有

效融入，在设计时应当加强地域环境与气候特征的实地

考察，保证物流、能流同道的基础上进行堤防设计，应

当尽可能的保留沿岸的自然景观，不得进行人为的更改

和融入人工因素使得自然景观遭到严重的破坏 [4]。

3.3生态护坡护岸的设计和材料的选用

中小河流治理工程设计中，要结合河道的水流流速、

地质情况、河道周边的人口密集度、建筑和交通的规划、

走向等因素，因地制宜地融入生态。常用的生态护岸种

类有：雷诺护垫、格宾石笼、木桩加柳枝捆、三维植被

网、生态混凝土、驳石、生态袋连锁式护坡砖等，能够

同时加强河流的安全防护功能和景观效果。

对中小河流进行生态护坡护岸型式的选取需要考虑

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河道岸坡选型及设计过程中，要根据

各种生态护坡的型式、定型尺寸、生物特性、抗冲刷能

力、造价成本等各方面综合考虑，并结合区域地质、特性

以及河道日常流态，拟定合理护岸型式和材料。避免错误

选择，从而影响了生态护坡护岸的设计效果和根本意义。

3.4加强人员管理

在对待一些施工人员时，在进行对中小河流治理工

作的施工之前，应当将其集中起来进行培训。对其所施

工的河流的基本情况以及周边的自然地理特征和人文地

理特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从而使其在面对施工过程之

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时有一个基本的应对措施。

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综合素质的考量，

使其具有强大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本着造福国

家、造福社会的理念开展相关的工作，使其对待施工工

作有一个更加明确的态度 [5]。

3.5加强河流生态修复

河流的形成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演变才逐渐形成了

现有的自然风貌，水流的走向也是由于地势的不同所造

就的，在地势变化水域流经过程中才形成了中小河流。

在中小河流的生态化治理工程中，需要按照中小河流的

自然风貌进行河流生态的修复，在恢复自身的河流生机

时，使其满足治理规划的需求，对大自然怀有敬畏之心。

对中小河流进行治理规划，要坚持将生态化发展落到实

处的治理原则，对一些难于修复的水质污染和资源浪费

问题，要从源头进行彻底的整治改善，加强对中小河流

自身防护功能的修复，按照河流的自然走向进行修葺和

整理，从而让中小河流恢复本来的面貌和生机；还可在

中小河流的潜水区进行水草的种植，改善水质、加快生

态化治理。中小河流的生态化治理工程要因地制宜选择

合适的治理方案，要结合自然特性进行细化的规划设计，

从而让中小河流焕发自然生机。

3.6确定需要治理的防洪标准

中小河流治理项目首先要结合河道的规划等级、保

护区域对象等因素确定河道防洪标准。但在标准确定的

过程中，针对每条河流的特殊性，在确定防洪标准时，

要避免“一刀切”的做法，根据每条河流的实际情况，

科学地确定防洪标准。

根据行业相关设计规范，我国中小河流防洪标准主

要分为三种：一，以农田防护为主的河流，以5年一遇

为标准；二，以保护乡镇为主的河流，以10年一遇为标

准；三，以保护县城为主的河流，以20年一遇为标准 [6]。

4.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不

断加深，致力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生

活之中不可或缺的意识。中小河流的治理项目作为生态

重点治理项目，如今，在社会各界的重视之下已经初显

成效。未来，我们更需要将生态理念贯彻至中小河流的

治理工作中，促进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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