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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河道治理要求越来越高,而水生态修复技术就是河道治理的主

要措施之一,水生态修复技术能够有效地改善水质、净化水中的污染物以及调节水域和周边环境,使其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良好状态。本文从水生态恢复技术和河道景观改造等方面对水生态修复技术进行

了介绍,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相关人士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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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people have higher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river 

course management. Wat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main measures of river course 

management,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water quality, purify water pollutants and adjust the waters and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making it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 good stat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wat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echnology from the aspects of wat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echnology and river course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hoping that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eople. 

[Key words] wat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echnology; river course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前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在

水资源管理过程中对水生态系统修复技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河道作为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重要载体,在满足河道功能的

基础上还要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用水。因此,对河流水质

进行有效治理是实现生态系统修复与优化水环境质量的重要保

障。本文将针对水生态修复技术在河道治理中运用研究现状与

存在问题展开分析与讨论。 

1 水生态修复技术概述 

随着水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水生态修复技术也逐渐被人

们所重视。传统的水体修复技术主要是采用化学或物理的方法,

对水体进行消毒处理,或者是通过投加混凝剂或絮凝剂等方法

对水体进行净化处理。但这些修复方法往往会产生二次污染,

不能满足环境需求,所以现在更多采用生态修复技术处理,通过

恢复水生生物的生长来恢复水体环境质量。 

水生态修复是指在不改变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尊重和维

护其生物多样性的前提下,通过改善环境条件以促进水生生物

生长繁殖、提高其生存能力、改善水质、防止水土流失和水域

景观破坏等一系列过程。水生态修复的目的是使水体净化后能

达到可供人类利用的水平并具有景观价值,同时避免生态灾难

对人类产生威胁。水生态修复技术主要有以下几种：底泥疏浚

法(物理法)、生态护岸技术(生态型护岸技术)、沉水植物(沉水

植物)种植方法、水生植被构建工艺以及水质净化工艺等[1]。随

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对不同类型的污染水体进行修复将

会有更多的新方法被运用到实践中来。 

2 水生态修复技术在河道治理中应用的现实意义 

河道水生态修复是通过建立完善科学、合理、可行的治理

方案,对河道进行生态治理,恢复和保持水生态系统的平衡,使

其保持或恢复到原有的状态,为人们提供一个可供游憩、娱乐和

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场所。河道水生态修复技术是指通过对河

水或污水进行物理过滤和化学净化；对污水进行厌氧消化、好

氧硝化、反硝化等处理作用,达到削减污染物负荷量、改善水质

和消除异味的目的；同时还可以恢复河岸植被,提高河床及河岸

绿化覆盖率；并可通过水生植物净化水体,构建生物群落,增加

植物和动物生物量。河道水生态修复技术与传统河道治理技术

相比有以下优势： 

2.1改善水质 

水生态修复技术是一种从源头上控制污染,改善水质的有



生态环境与保护 
第 6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3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1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效手段。采用生态修复和工程治理相结合,通过物理、化学、生

物措施,控制污染物的入河负荷。在河道治理中,生态修复技术

主要是指利用底泥处理、人工湿地、植物净化等手段恢复水生

态系统功能。生态修复技术以植物和微生物为核心要素,将多种

水生生物群落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整体中来实现对污染物质的降

解或转化。利用这种方法治理水体环境污染已被证实具有较好

的效果：净化能力明显提高且不会造成二次污染；植物可以净

化富营养化水质；底泥中有大量的微生物能降解大量有机物[2]。

由于其具有很强的去除COD、氨氮等污染物功效,因此在污水处

理中被广泛应用。目前,国内外水生态修复技术主要有物理技术

和化学技术二大类。物理技术包括曝气系统和充氧系统(氧气曝

气和氧气回流)；化学技术包括化学絮凝工艺、氧化沟、微电解

工艺和人工湿地过滤处理等；生物技术包括藻类净化、水生植

物净化和细菌净水等三种方式(其中以前者为主)；除此之外还

有人工强化生态循环处理(包括增氧设备、底泥处理设施等)。

水生态修复工艺是目前应用较多的水生态恢复方法,并逐渐成

为国内外广泛采用的方法之一。 

2.2增强水体自净能力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化水平得到了显著

提高,但是由于污水的处理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导致水环境

受到污染。为了改善城市的水环境,很多地方开始采用水生态修

复技术对河道进行治理。水生态修复技术在河道治理中应用可

以增强水体自净能力,主要是通过生物制剂和生态工程的综合

作用达到恢复水体的生态系统平衡、恢复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水

平和生物多样性的目的。水生态修复技术在污水处理方面：污

水经生物处理后可去除氨氮、有机物、重金属等污染物；而经

过生物强化技术、植物强化工程和水生植物驯化工程等综合作

用,可实现对污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与有机物、细菌等微生

物之间相互作用从而使有机物被降解和去除[3]。河流中使用：

河道治理要充分考虑河道水体存在的污染问题和其所面临的威

胁。在采取水质净化措施时应根据污染程度不同处理工艺,如果

水质已经恶化到一定程度时,可以使用物理法或化学法加以处

理。河道修复与生态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结合工程措施和

生物措施对整个河道进行系统整治。 

2.3改善景观效果 

生态修复,就是通过改变水体的理化性质、水质状况及生物

特性,建立新的物质循环体系、能量转化系统和信息传递系统,

使水体恢复其自净能力,使水生态得到重建。主要包括水生植物

修复,动物修复。水生植物的种植是整个水生态系统构建过程中

十分重要的环节。种植沉水植被能够为微生物提供丰富的食物

来源、创造适宜微生物生长和繁殖的环境,并能有效地抑制有害

微生物的生长繁育,提高生物群落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沉水植被

通过根系与水体接触进行生物固氮作用,通过吸收水体中无机

营养物质及溶解氧等改善水体水质、增加水体透明度[4]。 

3 生态修复技术在河道治理中的应用重点 

3.1合理配置植物种类 

河道治理中合理配置植物是指在治理过程中对其的种植方

式、种植季节、搭配等进行科学设计,保证河流生态系统可以达

到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以达到改善和修复河流环境的目的。要想

实现生态修复技术的有效实施应选择适应当地河道的植物种类,

根据河道水体环境特点选择适宜的植物进行配置。 

(1)植物数量和规格。要根据河道水体特点,通过合理搭配

和科学设计植物种类数量以及规格来保证得到有效实施。(2)

合理规划布局,提高净化效率。通过人工设计或者自然景观设计

等方式来形成良好的生态系统,将其合理布局规划成为一个完

整的生态系统,这样才能增强修复效果。 

3.2营造生物群落多样性 

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生态修复技术也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河道是城市水环境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城市水系统中一个重要的节点。河道治理的最终

目标便是恢复、优化、提升原有的河道生态系统,构建完整、健

康、良性发展的河流生态系统。生态修复技术在河道治理中的

应用重点包括生物群落恢复修复系统技术和景观构建系统技

术。生物群落重建方法通常采用两种途径：一种是将已知或能

人工培育的植物种群移植到被污染了的区域；另一种是在该区

域中人工建立自然栖息地,如人工建造河岸,种植芦苇、香蒲等

水生植物和其他乡土物种；还可以通过合理布局不同物种间关

系,营造良好的生物环境等来促进本地物种和外来物种之间相

互协同、共生关系。 

3.3科学配置人工湿地 

在我国,以河道治理为主要内容的水环境综合治理是以改

善水环境质量、提高水生态系统的质量为目标的一项综合性工

程。河道治理和生态修复技术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河道治理

中应用生态修复技术,不仅要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源,同时也要对

水环境进行有效改善和控制。河道治理中采取了大量的工程措

施和非技术措施,其中人工湿地作为一种具有结构简单、处理效

果好、成本低廉、容易维护等优点的河道生态修复手段在城市

水系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工湿地通过其自身所具有的许

多独特优势来完成对水质的净化,包括：对污染物的去除、净化

水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景观美化等。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到一

定程度之后,人们开始关注城市水系环境与城市生活质量之间

存在的矛盾问题。随着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

原有河道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于水体生态净化与景观功能需求,

传统的人工湿地在这些方面都存在着不足。因此在传统人工湿

地处理系统不能满足上述需求条件下,必须对其进行科学配置。

目前我国关于人工湿地方面还没有一套科学配置方法和规范可

供参考。 

4 提高河道治理环节中水生态修复技术应用水平的

建议 

在河道治理过程中,水生态修复技术在其应用中存在一定

的问题,例如水体自净能力较差,水质易受周边干扰等,因此要

想提高生态修复技术在河道治理过程中的应用水平,建议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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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4.1制定完善的工程设计规范及技术标准 

目前,我国对于生态修复工程应用中相关技术标准的研究

尚不够全面系统,因此要想保证水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效果以

及使用年限长、费用低等特点,就必须制定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河

道治理技术标准体系。为了提高河道治理环节中水生态修复技

术应用水平,建议制定完善的工程设计规范及技术标准。我国河

道污染类型多样,治理手段也不尽相同。但目前普遍采用的治理

技术、材料和工艺等都是有标准可循的。如河道底泥疏浚工程、

护岸工程,生态护坡等方面都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但是在河

道治理中水生态修复工程应用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河道

底泥疏浚采用了传统挖泥方式,虽然在效率上有明显提高,但是

由于清淤范围小,导致底泥清理不彻底。而生态护坡对水体自净

能力要求高,但施工成本高；底泥疏浚采用机械搅拌方式清理河

道底壳,但是机械运行时对河床会产生扰动和冲击并引起河床

抬升,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建议：针对不同种类河流治理

的不同需求而制定相应的治理标准；对生态修复工程和常规整

治工程制定统一的质量标准；同时加强对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等相关机构监督管理。 

4.2建立规范的工程项目管理流程 

加强对水利建设以及其他相关部门进行协调管理工作。目

前由于水利工程项目管理机制不够完善以及管理工作力度不够,

导致在进行水利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破

坏环境、浪费资源等问题。因此,相关部门要想保证水生态修复

技术运用过程中得到有效管理,就必须提高水利工程项目运行

的质量和效率。 

4.3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河道治理机制 

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国家领导人强调说：“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保护好生态环境就是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只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

统修复的理念,把修复治理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统筹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整治和系统修复,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

才能让绿水青山持续发挥金山银山作用。保护好河湖生态环境

要从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河道治理机制入手,(1)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

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以绿色发展引领高质量发展；加强立

法保护管理,完善体制机制建设；(2)落实好各级政府在河湖管

理中责任主体地位和河长制责任要求；严格落实“河长制”“湖

长制”等河湖管理制度法规；(3)坚持规划引领、综合治理、系

统提升理念,充分发挥好河长制在河湖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4)

河道治理过程中采用生态修复技术应该注重与其他相关部门协

调合作,只有通过政府与企业合作以及市场运作相结合才能更

好地提高生态修复效果。 

5 结束语 

水生态修复技术是一项新兴的城市河流综合治理技术,主

要通过对河道内原有的水生植物进行人工修剪,构建出健康稳

定的水生植物群落,从而改善河道内水生环境的生态功能。该技

术主要通过人工修剪和构建具有自我修复功能的水草系统解决

河道内水生态系统结构不合理、缺乏自净功能、水域面积过小、

水质恶化等问题,为城市河流综合治理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撑。目

前,我国大部分河道在进行治理过程中主要是采用生物措施开

展治理工作。本文对当前应用于城市河流综合治理中的水生态

修复技术进行了总结探讨,以期为后续城市河流及河湖水体整

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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