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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河流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水生态环境质量直接影响城市的生态平衡和居民生活质量。本文以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区某开发区生态河道建设工程为例，深入分析了城市河流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必要性、现状、治理措施及预

期效果。通过对该开发区的实地调研和系统分析，提出了基于生态修复理念的综合治理方案，包括水系连通、生态缓冲带建设、

水源涵养林建设及水域生态修复等工程措施，旨在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提升河流水质，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城市河流水

生态环境治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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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城市河流不仅是城市水资源的重要载体，还承担着调节

气候、净化空气、维持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功能
[1]
。然而，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河流面临着水体污染、生态系

统退化、生物多样性降低等诸多问题。滁河流域作为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节点区域，其河流水生态环境的治理对于

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本文通过对该

开发区河流水生态环境现状的分析，探讨了综合治理的策略

与措施，并展望了治理后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2.研究背景

2.1 滁河流域概况

滁河流域位于长江下游，是长江的重要支流之一。来安

县汊河镇地处滁河流域中下游，位于苏皖两省交界处，与南

京江北新区隔滁河相望。汊河镇因水而生，境内水系发达，

但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河流水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威

胁，主要表现为水体污染、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

降低等
[3]
。

2.2 项目区概况

开发区总面积约 120 平方公里，区域内水系以滁河、来

河为主，还有多条小型支流和沟渠。近年来，随着项目区的

建设，区域内的水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水系连

通性不足，导致水体流动性差，自净能力弱；农业面源污染

和生活污水排放严重，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生态系统退化，

水生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功能减弱。

3.水生态环境现状分析

3.1 水质现状

根据前期调查，项目区水系水质整体较差，主要污染物

为氨氮（NH3-N）、总磷（TP）和高锰酸盐指数（CODMn）。其中，

部分河道的水质指标劣于国家地表水 V类标准，主要污染源

为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活污水排放。具体数据如下：NH3-N 浓度

范围为 0.16~13.59 mg/L，平均值为 2.54 mg/L；TP 浓度范

围为 0.04~2.62 mg/L，平均值为 0.41 mg/L；CODMn浓度范围

为 1.22~8.86 mg/L，平均值为 6.58 mg/L。

图 1 水质现状评价

3.2 生态系统现状

汊河镇西片区水系生态系统退化严重，主要表现为：水

生植物覆盖率低，主要为挺水植物和浮叶植物，沉水植物覆

盖率不足；底栖动物种类单一，以摇蚊幼虫为主，对水质要

求较高的毛翅目和蜉蝣目幼虫未发现；浮游生物多样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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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植物以蓝藻为主，浮游动物以轮虫为主，表明水体处于

富营养化状态。

3.3 生态风险评估

通过对底泥重金属和营养盐的检测，发现底泥中重金属

含量普遍超标。其中 Zn、Cd、Hg 等重金属的潜在生态风险较

高。此外，水体富营养化程度较高，透明度低，藻类浓度高，

存在一定的生态风险。

图 2 河道底泥重金属综合潜在生态风险等级评估

4.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措施

4.1 水系连通工程

通过疏拓沟渠、串联塘打通水流阻点，连通河道 10条，

总长度为 17.39 公里，水域面积为 120.48 公顷。构建“一区

两横两纵多支”的水系网络，增强水体流动性，提高区域雨

洪资源的有效利用率
[4]
。

4.2 生态缓冲带建设工程

建设生态缓冲带 30574 米，生态岸坡率达到 100%。通过

构建乔灌草生态缓冲带，拦截农业面源污染，净化入河水体，

显著提升片区小流域的植被覆盖率，增强水体自净能力和水

源涵养能力
[5，6]

。

4.3 水源涵养林建设工程

建设水源涵养林约 10000 平方米，建设范围以现存自然

滩地、岛屿河段为主。通过微地形塑造和植物配置，增强水

源涵养能力，提升区域生态功能
[7-9]

。

4.4 水域生态修复工程

主要包括河道生境营造工程、强化净化工程和食物链延

拓工程。通过恢复水生植物群落、投放水生动物、设置生态

滤坝等措施，促进河道内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IV类标准
[10，11]

。

5.预期效果与效益分析

5.1 环境效益

工程实施后，将显著改善该开发区的水质与生态景观。

通过恢复水生植物群落和构建生态缓冲带，增强水体自净能

力和水源涵养能力，水质有望稳定达到国家地表水 IV 类标

准。此外，生态河道的建设将为鸟类提供休憩、觅食场所，

提升区域生物多样性。

5.2 生态效益

通过生态修复措施，恢复自然湿地 55.18 公顷，显著增

强湿地的生态功能。生态河道的建设将创造出多样性的生境

条件，提升河道内水生生物的多样性，强化生态河道的生物

保育功能。

5.3 经济效益

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工程实施后每年将产生间

接经济价值 1809.22 万元。其中，净化水质价值 420.48 万元，

涵养水源价值 1356.77 万元，栖息地价值 30.21 万元
[12]
。

5.4 社会效益

水环境的改善将提升城市整体形象，为招商引资、人才

吸引创造良好条件。同时，优美的生态环境将为市民提供良

好的生活环境，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6.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区某开发区的水生态环

境现状分析，提出了基于生态修复理念的综合治理措施。工

程实施后，将显著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提升河流水质，增

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城市河流水生态环境治理提供参考。

建议在实施过程中加强政府协调，提高民众环保意识，确保

工程顺利推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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