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卫理念　　Qianwei Linian

２０２３．１３　 前卫 　　１　　　　

长江中下游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研究

●刘　斌

　　

[摘要]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因此该区域城市的水环境保护与治理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首先

分析了该区域城市水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水污染严重、水资源短缺、水生态系统退化等.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推广节水技术、加大污水处理力度、恢复水生态系统等综合治理措施.同时,强调

了跨区域合作与信息共享的重要性,以实现更科学、更高效的水环境治理.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旨在改善

长江中下游地区城市水环境质量,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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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的产生由人类聚居而来，长江及诸多支流、内河

等水系范围天然具备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等适合人

类聚居的优点，因此，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诸多中大型

城市。 而城市的不断发展、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以及社会

经济发展的逐步提速，尤其在长江流域冲积形成的漫滩地

区，缺乏地势自然高差，水体流动性较差。 大部分城市的

内河水系、城市地下雨污水管网、现有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已

渐渐无法满足城区排水需求，导致城区内涝积淹、污水入河

致水污染等问题频发，不仅对居民生活产生影响，而且对生

态环境破坏较大。 以南京桥北地区水环境综合整治为例，

本文从现状及原因分析、治理思路、具体措施、长效管控等

方面分析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的措施。

长江中下游地区城市水环境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河道水体污染

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不少聚居村落向城区演变，但配

套管网却未完善，区域内部分河道周边地区生产、生活污

水、生活垃圾直接下河。 现状内河水系较为凌乱，部分河

道段落相互隔离，随意填埋、私自占用河道问题突出，导致

局部地区水系不通，过水断面不足，且片区内地势总体较为

平缓，水体流动性差。 同时，无清洁水源补充，水体自净

能力不足。

(二)排涝设施不足

城乡演变区域城市发展与城市配套存在脱节，既有的雨

水泵站性能落后，排涝能力不足，无法满足现有排涝需求，

大量的现有泵站有待改建、扩建；泵站调配缺少系统、综合

性管控，日常性启闭指令、预警预报通常依赖人工全程操

作，在紧急情况下，响应缓慢、指令传递不畅，导致内涝现

象时有发生。

(三)管网老旧

部分区域开发缺乏合理规划，管网建设未进行远期考

虑，部分老旧管道为地块开发商代建，设计标准低，管径普

遍偏小，且多数缺乏管养，堵塞严重，导致管网输水能力不

足；部分雨、污水管道建设年代较久，受漫滩地区地下水丰

富、土体力学强度差等特殊地质及施工质量影响，土体沉降

引起的管道沉降、脱节、泥沙混入、地下水侵入等现象普遍

存在；主管通道已建成，但部分道路雨、污水支管未进一步

完善，导致局部区域雨污混流、积淹严重。

(四)居民小区雨污合流

老旧小区在前期建设、使用过程中监督管理不严格，雨

污分流概念欠缺，建设标准不明，导致小区内部雨污混流现

象严重。 部分混流水晴天直接入河，影响水质；而在雨天

时部分雨水通过合流管道进入了污水处理厂，造成污水处理

压力过大。 新建小区虽然严格地采用了雨污分流的排水体

制，但部分居民在后续装修、改造过程中，仍存在将洗衣、

洗菜等污水私自接入雨水管道的情况，特别是沿街餐饮店铺

缺乏有效管理，更是将油污直接排入雨水管道，进一步影响

了管网排水能力。

(五)污水处理能力不足

随着城区居民数量的提升，生活污水同步增加，且存在

雨污水混流入管网系统的情况，导致入污水处理厂流量陡

增。 而末端污水处理能力不足，引起管网内混流水存量过

大，运行不畅，进一步导致了雨天污水漫溢、下河等问题，

加剧了对河道水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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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思路

以控源截污为先，再行雨污分流、完善管网等措施，最

终辅以污水处理厂扩容、水体治理，达成片区水环境综合、

长效治理的目的。

(一)截断污水输入

对雨污混流式、生产污水偷排式排口进行截流处理，增

设截流管道进行引流，从源头处避免污水下河；加强面源污

染控制，对初期雨水、棚户区散排污水、畜禽养殖污水、地

表固体废弃物等污染源进行收集，增设调蓄设施缓冲、集中

排放，降低污染物引起的污水散排污染。

(二)实行雨污分流

小区居民污水入河是河道污染的主要原因。 通过对小

区进行雨污分流，最终将污水导向污水管网，达到消除污水

根源的目的。

(三)完善管网系统

进行系统性的管道改造，对现有老、旧、破管道进行改

造，并根据片区排放需求新建雨、污水管道，既可提升排

污、排涝能力，又可解决漫溢、积淹等问题。

(四)扩充处理能力

综合研究城市远期规划，扩建或新建污水处理厂，增强

处理能力，消化管网污水存量，同时合理考虑远期人口增长

带来的处理压力。

(五)水体综合治理

采用清淤、活水两种措施清理、长效治理河道，构建完

整的水生态系统，充分利用生态系统自净自洁的能力优势，

从根本上解决城市河道黑臭问题，达到水清、水美、岸绿的

效果。

长江中下游地区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的工程措施

(一)排口治理

安排人员以河流为单元对沿线排口进行调查，根据排口

性质对上流水源进行溯源排查，按雨水排口、污水排口、混

流排口进行分类登记、分类管理。 措施要点：一是针对符

合排水要求的纯雨水排口，登记建档，河道范围内设置水质

监测装置，定期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理；二是对错接污

水、合流制排水且上游片区短期内无法进行改造的排口通过

清理合并，采用纳管截流方式集中处理，或者设置智能化弃

流井，收集晴天污水及初期雨水排至污水管道，暴雨时则自

动打开河道闸门将雨水排入河道；三是对无用的排口进行废

除、封堵，避免污水下河。 项目共完成截污管道１．２万米、

排口改造６５个，避免了多条河道污水下河。

(二)雨污分流

依据地块内雨污管道分流情况，将地块分为两种情况进

行改造；一是地块内部采用分流制，但存在雨污水错接混接

点的，通过梳理错接混接点，逐点进行改造；二是地块内部

采用合流制混排、错排，且未正确接入管道的，采取内部雨

污分流改造，敷设新的雨污水管道接入周边管网的方式进行

改造。 措施要点：一是采取人工溯源、CCTV 管道检测等

手段对小区现有管网进行全面排查，对混接错接、淤堵、破

损部位应查尽查、应改尽改；二是对地下燃气、供水、供电

等既有管线及其他地下障碍物综合考虑，因排水管道为自流

管道，在设计阶段应合理考虑管线布局、走向，避免线路冲

突引起管道倒坡、淤积；三是严控施工质量，材料选取、地

基处理、管道接口、检查井接口处等薄弱位置重点把控，避

免污水渗漏、泥沙侵入导致的管网问题。 项目共完成５７个

小区的 雨 污 分 流 改 造， 合 计 小 区 面 积 ４５９ 公 顷、 管 道

２９２km、检查井３．２万座、雨水节点井１３３座、污水监测井

８５座。

(三)管网改造

结合现状雨、污水收集系统存在的问题以及规划排水需

求，同时考虑远期污水处理系统及防洪排涝系统的规划，对

管网进行升级改造。 措施要点：一是对既有管网进行全面

检测，重点解决管道沉降、脱节、淤堵等问题，对局部管道

进行更换、修复；二是根据管网配套结合远期规划合理新建

管网，对重要线路的管径适当放大，增强输水能力；三是施

工过程中严格控制管道平顺度，确保排水流畅，重点做好地

基处理及结构物质量管控，避免后期运行导致的沉降、渗

漏、淤堵。 项目共完成１８条污水管道的改扩建工程，合计

压力管道１．１km、重力流管道１６．４km、检查井４５７座、防倒

灌等强排泵站３座。

(四)积淹点改造

针对片区雨水系统缺失、低洼道路等城市积淹水点进行

排水系统改造，采取调整区域地面标高改变排水方向、设置

排涝泵站、增加收水口、新建雨水排放系统等方法提升积淹

点的排水能力。 措施要点：一是摸清积淹原因，对雨水管

网情况、地面标高进行摸排测量，确定改造思路；二是需要

充分考虑周边环境，因积淹片区多数为商业、人员聚集区，

合理制定改造方案，利用周边道路管网、暗涵，缩小改造范

围，避免过度扰民。 项目共完成５项积淹水点的改造工

程，合计雨水管道２．４km、雨水排涝泵站２座。

(五)增设调蓄措施

结合片区特点及建设需求，建设调蓄池、调蓄管，收集

初期雨水、散排污水，既能规避雨水洪峰，提高雨水利用

率，又能控制初期雨水、散排污水对水体的污染，还能对排

水区域内的排水调度起到积极作用。 措施要点：一是合理

布置调蓄设施布置位置，一般在管网的中下游或排河末端进

行建设，可发挥良好的调蓄能力及处理能力；二是调蓄措施

前端设置粉碎格栅、滤网等设施，避免垃圾、杂物引起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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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 项 目 共 完 成 ２ 处 调 蓄 池 的 新 建， 合 计 调 蓄 容 积

５４００m３、配套设施２套。

(六)增加污水处理措施

根据城市远期规划，加大污水处理厂、点源处理设施的

建设投入，提高城市污水处理效率及处理标准，鼓励企业绿

色生产，强化污水内部处理，降低系统污水处理压力。 措

施要点：一是对现有污水处理厂进行扩容，增大污水收纳容

量，增强污水处理能力；二是对偏远、前期污水处理厂配套

缺乏而人口激增的地区，认真研究、合理规划，新建污水处

理厂；三是采取多种方式的污水处理措施，针对条件不具

备、地势较低区域，可就地设置小型污水处理站点，处理后

的尾水即可再利用。

(七)河道全面治理

一是通过河道清淤。 大型河道采用绞吸式清淤船进行

淤泥清理，小型河道通过在黑臭河道段上下游搭设围堰，截

断河道抽干河水，使用水冲法对黑臭水体底泥污染物进行清

理，并将泥浆外运处置，从而达到快速降低黑臭水体的内源

污染负荷。 二是加强活水。 前期利用换水法，换水法简便

易行，所需设施较少，可以尽快冲污净化水体，并根据河道

流向、特点设置补水口，对河道进行冲污、补水，既解决了

污水处理厂尾水去向，又保证了河道补水需求，可快速实现

区域黑臭水体整治目标。 远期采用净化法，通过建设湿地

净化系统、生物净化设施、活水循环设施，减少对外部水源

的依赖，真正实现区域净化活水。 三是连通水系，对原状

河道进行拓宽整治，合理规划新建河道，达到增加过水量的

目的，进一步提升河道活水调节、蓄水防涝能力。 对老旧

暗涵、管涵、桥涵进行疏通，提高水体流动性。 四是提质

增效，结合小区居民、社区等需求，对河岸、周边道路选取

适当生态化改造措施，增设生态护坡、小范围绿化升级、健

身广场等设施，提升居住环境品质。

综合整治完成后，经第三方水质检测单位长期监测，各

河道水体质量基本脱离浑浊难闻的状态，并经南京市河道综

合效果“长制久清”评审会专项评定，确定本项目整治河道

效果达到“长制久清”考核要求。 同时针对国考河道秃尾

巴河，受南京市生态环境局委托，国家统计局南京调查队分

别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０月以及２０１９年１月，分三次开展了河

道整治效果公众满意度调查，调查范围为河道周边半径５００
米范围内的社区居民、商户和路过人员，单次调查有效问卷

１００份，三次调查的公众满意度均达到９８％，确定河道污染

整治达到预期效果。

长江中下游地区城市水环境日常管理策略

(一)智能化管理

当前互联网、人工智能发展迅速，水环境治理可采取智

能化管理措施，水质监测、排口监控、管道液位监测、弃流

井启闭、泵站调度等均可进行“云上”智能管控，数据统一

汇总处理，自动响应、预警，实现智能化、便捷化、科学

化，节省人力物力，加快调度、处理效率。

(二)推动城市水环境可持续发展

大力发展有机农业，规范农业废弃物处理及回收再利用，

开展高标准农田治理，避免农业生产引起的水体污染；推动产

业升级，扶持绿色可持续发展产业的入驻，对现有企事业单位

生产模式进行提档升级，鼓励废弃物、污水内部处理。

(三)强化监督管理

监督机构强化排水管理，严格核发排水许可，加强对排

放污水的单位和个体工商等排水户的排放行为监督管理，对

经营性污水如餐饮、洗车等情况加强监督改正，对工业企业

重点排查、督导。 对于违法企业，要求其自行改造，杜绝

废水入河。 对于拒不整改的企业，必须严厉打击其违法违

规行为。

(四)加强依规排水宣传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创建宜居生活环境是全体市民的基

本需求，但同时每个市民也都是城市建设发展的参与者。

排水服务单位要加强依规排水宣传，拓展宣传渠道，创新宣

传方式，增强居民正确排污意识，规范自主排水行为，杜绝

私拉乱接，能有效减轻治理压力。

结束语

水环境综合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并非一项措施、一

个点位、一个工程便能解决所有问题。 在开展治理时，要

综合考虑城区情况，研判改造思路，明确治理技术路线，结

合区域内污染程度、现有体系运转情况，认真调查，从污染

源头抓起。 通过实行雨污分流，缓解管网压力，合理规划

管网，严格施工质量控制，做好污水末端处理，保证改造效

果，体系上增设新手段、新制度，巩固长效治理效果，确保

管网正常运转，城市排水顺畅，河道“长制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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