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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河道整治措施在生态清洁
小流域中的应用

●田　甜

　　

[摘要]上海市水环境治理工作已进入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阶段.而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属于水源保护型生

态清洁小流域,其建设的重点是涵养水源,并对水源地周边的河道进行水质保护.本文以上海市青浦区练塘

镇金前村为例,分析金前村村域内环境治理现状,提出河道整治措施,以解决内源污染源、恢复水体生态功

能、提升水体自净能力,达到改善水质的核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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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市接连在消除黑臭水体、消除劣Ⅴ类水体两阶段

水环境治理工作中取得明显成效后，再升级为生态

清洁小流域建设阶段。 根据市、区、镇各级生态清洁小流

域建设规划安排，计划通过实施河湖水系治理、面源污染治

理、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生态修复及人居环境改善五大类基

本措施，全面系统地解决水环境当前面临的问题，改善区域

环境面貌。

练塘镇金前村环境治理现状分析

(１)河湖水系治理现状分析。 金前村内规划镇村级河道

共１４条，规划水面积为１２５９９８m２，目前镇村级河道共１８

条，水面积为１４６３３９m２，水面积已达规划水面积，规划水

面达标率为１１６％。 规划河道水面积为１１１６６２m２，规划河

道水面达标率为８９％。

居民段河道包括金田村江、前湾村江、后湾村江，整体

水体透明度一般，部分区域透明度较高，在个别月份水体会

浑浊发黄；农田段河道包括居民段以外的其余河道，透明度

基本较低，部分河道水体浑浊。 河道两岸约１m～２m 范围

内可见野生沉水植物水盾草、金鱼藻及少量苦草、轮叶黑藻

等，生长杂乱，基本没有挺水植物。 金前村水质监测个别

监测指标和个别月份出现不达标的情况，水质不稳定，但年

平均值达标。 居民段主要由于地表径流污染、沿河禽畜养

殖以及居民在河边散排生活用水，农田段主要以农业面源污

染为主，部分为断头河，河网水动力较差，并存在鱼塘尾水

直排入河的问题。

金前村内大部分河道均未实施岸坡规划，主要为自然护

坡，局部为密排木桩护岸，仅朱浦江两岸、泖井河两岸、金

田村江东西向两岸及南北向东岸、前湾村江西段两岸、金田

水闸江南端两岸５条段河道沿河有石驳岸防护，为非生态性

护岸。 经统计，治理单元 内 现 状 河 湖 水 系 总 岸 线 长 度

２４．２km，已建浆砌块石护岸长度３．１km，因此，河湖水系生态防

护比例＝(２４．２－３．１)km/２４．２km×１００％＝８７．１９％，已经达到了

“水源保护型生态清洁小流域”评价指标要求(８０％)。

(２)面源污染治理现状分析。 金前村内工业企业废水已

经全部纳管排放，水系沿线不存在污水直排口，已经达到了

“水源保护型生态清洁小流域”评价指标要求(１００％)。 练

塘镇年化肥使用量为５１５kg/hm２，超出“水源保护型生态清

洁小流域”评价指标要求(２５０kg/hm２)，化肥用量超标。

金前村现有规模化水产养殖面积约７３亩，金前村规划

于２０２５年之前完成二级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的水产养殖退养

工作，规划保留水产养殖面积约６８亩。 金前村畜禽养殖均

为零散养殖且养殖数量较少，计划全面清退村域范围内畜禽

养殖。

(３)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现状分析。 金前村位于水土流失

重点预防区及一般区域，土壤侵蚀强度属于微度，已经达到

了“水源保护型生态清洁小流域”评价指标要求(轻度)。

(４)生态修复现状分析。 练塘镇现状林草面积占比为

９２．７４％，已经达到了“水源保护型生态清洁小流域”评价指

标要求(９０％)。

(５)人居环境改善现状分析。 金前村于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

共建设７座污水处理站，共计处理了３个自然村的６５９户农

村生活污水，金前村范围内已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收集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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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覆盖。 练塘镇已实现生活垃圾无公害化处理率１００％。

金前村现有公厕３座，面积６５m２，小便池３个，男蹲位８
个，女蹲位５个，２０２０年无实施公厕，污水纳管接入生活污

水处理站集中处理。

结合金前村现状调查情况，生态清洁小流域评价指标按

１１项指标具体分析，其中土壤侵蚀强度、林草面积占比、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程度、生活污水处理率(城乡)、工业废水达

标排放率、生活垃圾无公害化处理率、河湖面积达标率、河

湖水系生态防护比例８项评价指标已达标；小流域区域水

质、每年化肥使用量、规模养殖污水处理率３项评价指标未

达标。 导致小流域区域水质未达标的因素较多，第一，污

染源复杂，包含地表径流污染、居民生活污水散排污染、农

田面源污染、鱼塘养殖尾水污染等。 第二，河道自净能力

不足，部分河道内挺水植物、沉水植物和浮叶植物等水生植

物品种单一，群落基本缺失。 在存在外源污染的情况下，

河道水生态系统不健全，导致污染物净化不及时，水体水质

和透明度受影响。 部分河道内虽有水生植物，但区域内由

于缺少相应的管理、抑制措施，未及时收割，出现泛生现

象，夏季遮盖水面，造成富氧能力下降，冬季腐烂，形成内

源污染。

金前村内大部分河道由于缺乏必要的护坡措施，常年受

降雨径流的冲刷，会引发河道坍塌、土壤侵蚀，原河道自然

断面形态遭到破坏，边坡普遍较陡，存在安全隐患。 虽然

没有达到需要进行流域治理的程度，但必要的生态防护仍然

需要完善，主要涉及河、湖岸坡及陆域管控范围。

练塘镇金前村环境治理整治措施

练塘镇金前村环境治理整治措施主要通过河道疏浚、岸

坡防护、水生态治理等河道整治措施来改善河道水质，促进

练塘镇水源保护型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１１项指标的完成。

(一)河道疏浚

对居民段底泥淤积的河道(前湾村江、后湾村江)进行疏

浚，将河道内阻水的内源污染源清理出河道，以恢复河道过

水断面，增加水体流动性，提高排涝能力，改善水质。 疏

浚施工方法采用水力冲泥的方式。

(１)疏浚原则。 清除污染淤泥，使过水断面满足要求；

满足河道边坡稳定要求；考虑河道两岸已建(构)筑物的安

全；避免因施工对周围环境二次污染。

(２)疏浚断面设计。 河床岸坡按１∶２．０～１∶２．５边坡进

行疏浚；河底高程为０．５０m～１．００m(高程采用上海吴淞零点

高程，下同)。 基本满足河底宽度≥１．００m。

(３)底泥检测。 主要检测指标有pH 值、重金属及重点

无机物。 河道底泥检测结果与《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１５６１８Ｇ２０１８)和《绿化种植土

壤》(GJ/T３４０Ｇ２０１６)进行比对，底泥调查结果汇总如下：前

湾村江、后湾村江底泥各项检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１５６１８Ｇ２０１８)，可

以作还田使用。

(二)岸坡防护

练塘镇金前村大部分河道以自然土坡为主，在高程２．

０m左右以下边坡较缓，小于１∶２；高程２．２m以上至坡顶，

则突然变陡。 初步分析是边坡防护较弱，受水资源调度、

暴雨等水流冲刷影响，造成边坡土体坍塌，水土流失，淤积

河道。 部分处在低田的河道水位相对较高，边坡无防护，

经常渗水至茭白田。 因此，本次整治对河道两岸水位变动

区内进行结构防护，２．０m 以下维持现状土坡边坡，河底为

自然泥面。

防护原则：(１)村庄段。 两岸房屋多且距离河道近，施

工场地受限，进场道路较窄。 优先选择施工面小，施工便

捷、后期无需特殊维护且易于维修、具有防护作用的结构。

(２)农田段。 以维持自然土坡为主，局部岸后紧邻道路或岸

坡坍塌较严重岸段，优先选择具有生态景观性并兼顾抗冲

刷、支撑防护作用的结构。 (３)鱼塘或茭白田段。 河道水

位高于岸后水位较多，存在向岸后渗水的情况，优先选择具

有生态景观性并兼顾抗渗作用的结构。

防护结构：(１)村庄段。 生态砌块为厂家预制，块体质

量较易保证，运至现场安装，施工速度较快，块体之间采用

凹凸缝及错缝衔接，箱体内填充碎石等透水材料，顶部可填

充种植土种植绿化，生态性较好。 防护结构选用自嵌式生

态砌块挡土墙＋C２５钢筋混凝土底板，底板置于实土下方，

确保足够的埋深，底板底高程１．１５m，厚度０．３０m，宽度

１．１０m，自底板面高程１．４５m 向上干垒自嵌式生态砌块至

２．９０m高程，墙后填充２００mm 厚碎石并铺设土工布一层作

为反滤结构。 如图１所示。

图１　生态砌块挡土墙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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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农田段。 木桩结构可以有效地防止河流冲刷导致堤

防流失，达到防护目的。 桩与桩之间的缝隙，具有透气、

透水的优点，形成河水与渠道水的自然流动，木桩材质与周

边环境相协调。 防护结 构 选 用 密 排 圆 木 桩，木 桩 梢 径

０．１５m，桩长４m，桩顶高程２．８０m，木桩后侧下方０．３５m 处

设梢径０．１２m的横木联系，桩后设置土工布一层，木桩桩身

表面涂冷底子油、水柏油各两道。 如图２所示。

图２　木桩断面图及平面图

(３)鱼塘或茭白田段。 塑钢板桩由高分子强化复合材料

制成，是一种高强度新型材料，板桩外形依据力学原理，采

用大惯性矩截面，搭配凹凸接头，组合成连续的挡水结构。

该结构接头连接简单，无需断流施工，且施工难度低，打桩

震动小，具有防渗、抗冲刷、整体性好的特点。 防护结构

选用成品塑钢板桩，规格为ZA４０２mm×１８０mm×９mm，桩

长４m，桩顶高程２．８０m。 如图３所示。

图３　塑钢板桩断面图及平面图

(三)水生态治理

１．设计思路

以建立长效管理制度为前提，以增加生态修复措施为手

段，以水质改善为重点，以水体生态系统修复为目标，旨在

解决水质面临的难题，针对性地设计了可行性的技术方案。

２．设计方案

金前村属水源保护型生态清洁小流域，其建设重点为涵

养水源、水源地周边河道水质保护，因此，提高河道自净能

力是维持水系长期达标的条件之一。 水生植物是水体中动

物及微生物的最主要能量来源，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平衡起重

要作用，故考虑采用水生植物修复技术进行水生态修复。

主要包括构建沉水植物系统(水下森林技术)、构建挺水、浮

叶植物系统两种。

具体方案：沉水植物选取矮苦草、刺苦草、轮叶黑藻三

种，重点河道种植沉水植物约占河道水面积的５５％，一般河

道种植沉水植物占河道水面积的４０％。

另外，考虑在村庄段布置景观节点，种植黄菖蒲、梭鱼

草、粉花美人蕉、千屈菜、路易斯安娜鸢尾五种挺水植物。

一方面，挺水植物的吸收净化作用去除水体中的部分氮磷等

元素；另一方面，挺水植物具有较高的景观观赏价值，可显

著提高河道景观，在路桥两侧形成滨河景观河岸带。 在河

道桥梁两侧、河道观景平台区，种植颜色各异的睡莲，增加

水体景观效果，实现水上、水面及水下景观的良好过渡。

结束语

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金前村生态清洁小流域主要应用了

河道整治中的河道疏浚、岸坡防护、水生态治理三大措施。

其中河道疏浚主要是清理河道内源污染源，改善水质；岸坡

防护主要是减少河道自然岸坡坍塌和加强边坡稳定，防止水

土流失；水生态治理主要是通过水生植物修复技术恢复水体

生态功能，提升水体自净能力，改善水质。 河道整治措施

只能从改变水体内在条件上改善各项指标，最主要的还是需

要多部门联动，并加强长效管理，最终实现治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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