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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加快郑州周边区域经济发展及建设国家内陆开放高地，以郑州机场为核心区域，开发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浅谈

港区现状水系存在的问题，分析港区水文地质条件并结合当地的城区发展及人文景观需求，提出满足行洪除涝安全、经济合

理的河道断面，以达到显著的生态、经济及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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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surrounding area of Zhengzhou and build a national inland open 

highland, a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zone for aviation port economy was developed with Zhengzhou Airport as the core area.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water system of the port area were discussed, and the hydro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port area were 

analyzed. Combined with the local urban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landscape needs, a river section that meets the safety and economic 

rationality of flood control and drainage was proposed to achieve significant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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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位于郑州市东南部，是郑

州都市区南部新城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核心为新郑国际机

场。前期城区面积较小，区域洪涝灾害以农业损失为主，

经济损失相对较低。随着港区城市化的急剧发展，未来以

城区为主，区域洪涝灾害转变为城区受淹为主，经济损失

较大
[1]
。 

港区地形相对平坦、现状水面率低且河道萎缩严重；

同时随着城市建设，地表硬质化面积扩大导致雨水下渗能

力降低，导致汛期成灾水量及成灾频率较过去大为增加。

2021年 7月 17日至 23日，河南省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

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郑州市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尤为严重，

造成本次洪涝灾害的原因之一为城区降雨远超排涝能力，城

镇洼地积水严重，城区水系不完善。因此航空港区亟需统筹

建设并完善水利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地发挥水利设施在城市

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和带动效应，着力解决由城市高速发展带

来的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等问题
[2]
。 

 
图 1  720降雨港区受灾情况 

 
图 2  港区水量及水质现状 

1 水系现状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属淮河流域，城区所有河

道均在下游汇入淮河支流贾鲁河。近年来城区的河流少数

得到治理，绝大多数干流及其支流尚未得到系统治理
[3]
。

现状水系防洪除涝存在的问题主要为以下几点： 

（1）区域水面率不足。城区根据规划建设时填埋河

道，但尚未开展水面补偿工作，区域水面显著减小，导致

区域涝水四散并在城镇低洼处汇集。 

（2）河道水系格局不完善。现状河道干支流布局错

综复杂，洪水下泄混乱，局部区域无洪水出路，积水至河

道内及低洼区域。 

（3）现状河道防洪除涝标准偏低。河道行洪断面不

足，整体防洪能力低，达不到城区防洪除涝规划要求
[4]
。 

（4）现状河道淤积严重。现状河道多为土质边坡，

降雨汇流时携带泥沙较多，堆积于河床内，同时河道清淤

疏浚不及时，导致河道预计严重。 

（5）河道管理工作落后。现状河道管理范围内常开

荒严重且生产生活垃圾随意倾倒河内，人为束窄河道行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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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 

（6）跨河建筑物设计标准低，阻水严重。现状河道

内跨河桥梁、桥涵较多，部分城区桥梁等未随着城区发展

而拆除扩建，仍为漫水桥，阻水严重。 

 
图 3  港区规划河道现状 

2 水文地质条件 

郑州市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冷暖气团交替频繁，四

季分明。春季干燥少雨，夏季降水集中，秋季气候凉爽，

冬季雨雪稀少。市年平均降水量为 625.0mm，降水年内分布

很不均匀，年际变化大，夏季受东南季风影响，雨量集中，

且多暴雨，一般发生在 6～9月，大洪水集中在 7～8月
[5]
。 

城区洪水峰量受短历时暴雨强度变化影响，洪水过程

一般多为单峰型洪水，陡涨陡落，具有峰高量小、峰形尖

瘦的特点，且汇流时间短、突发性强。同时暴雨下渗率低，

产流多，汇流迅速，对防洪安全有一定威胁。 

港区 40m 以浅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冲积至上更新统

冲积组成。现状地面表层以粉土、粉土夹粉砂为主，呈灰

褐色、灰黄色、稍湿，稍密～中密，摇震反应中等，干强

度低，韧性低
[6]
。 

根据水文及地质条件，港区降雨较为集中，雨量较大

且港区表层土质固土能力相对较差，易在降雨期间发生水

土流失，表层松软土质被雨水冲刷，河道边坡沟壑林地，

河道护岸及马道脏乱不堪。同时在枯水期，河道内常年干

涸，河道边坡及底部易生长杂草，影响河道美观。因此港

区河道治理必须设置河道边坡的抗冲刷措施及蓄水措施，

如坡面排水沟、坡面防护、水闸及堰坝等
[7]
。 

 
图 4  河道坡面冲沟，规划疏挖河道枯水期现状 

3 河道断面及护岸护坡设计 

针对港区现状水系存在的问题，亟需梳理河道布局，

按城区规划疏挖河道，提高港区防洪排涝能力。港区河

道设计重点主要为河道断面、护岸及护坡选型，要求充

分利用规划河道蓝线区域，增大河道行洪断面，提高河

道防洪除涝能力；同时应尽可能选择生态性好及抗冲刷

能力强的护岸护坡，打造安全、生态、美观的港区城市

河道。 

3.1 河道断面设计 

河道断面常分为矩形、梯形及复式断面三种形式。矩

形断面占地面积小，有助于提高河道的过流能力，但降低

了河道本身的自然美感。梯形断面坡度较缓，可构建利于

生态系统恢复的基底条件，有利于两栖动物的生存繁衍，

有利于河道的生态多样性，投资也相对较小，但因边坡的

单一和水深的制约，能够生长水生植物的基底相对较少，

生态亲和性相对一般。复合式断面结合了直立式和斜坡式

的优点，过流能力强，近岸有一定宽度河滩地，有利于河

道中水生物和两栖动物的生长，具有一定的生态性，岸后

斜坡、堤顶植被缓冲带等均可开发为景观休闲区域，具有

较强的景观性
[8]
。 

 

 
图 5  矩形、梯形及复合断面示意图 

根据《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防洪除涝规划

（2021～2035）》，城区水系分为行洪河道及除涝河道，各

河道蓝线宽度不一，变化较大，且城区河道景观要求较高，

需配合周边公园、小区、绿化带等营造景观特色，创建独

具景观魅力的绿色城市。因此针对规划蓝线较宽（大于

40m）的河道，宜选用复式断面；针对蓝线较窄河道，尽

量选用梯形断面（30m～40m）。 

3.2 河道护岸设计 

传统河道整治往往强调改造自然，行洪排涝，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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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害等，因此，往往形成断面规则化、渠道化、河岸河

底硬质化，选择的材料多为硬质材料，这些材料对于河

道的岸坡自身稳定及抗冲刷能力较强，对河道发挥防汛

排涝安全功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整治更多

地实现了水安全却忽略了水环境，拉远了人与水之间的

距离，失去了河道天然的特性，违背了回归自然、返璞

归真的需要。传统河道治理材料隔断了水生生态系统与

陆地生态系统，破坏了植物、动物的生长能力及栖息场

所，从而破坏了整个水生态系统，降低了水生态系统的

自净能力，加之污水的直接排放，造成了目前日益严重

的河道污染及黑臭等问题的产生。 

 
图 6  浆砌石挡墙护岸，混凝土挡墙护岸 

生态性河道需要由水、岸、植物和动物等共同构成，

而护岸和河底作为水陆交接面，需确保生态体系中食物

链的连续性。几乎所有高级生物都是依赖于空穴、洞窟、

缝隙、屏蔽或空间隔离的区域而生息，其原因在于生物

对季节变化、昼夜转换以及外界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常

用的生态护岸有格宾石笼护岸、叠石护岸、生态砌块护

岸、箱型砌块护岸等，其护岸内部之间均存在空隙，满

足栖息动物的生存及植物的生长，构成了丰富的河道生

态环境。 

 
图 7  箱型砌块护岸，格宾石笼护岸 

 
图 8  叠石护岸，生态砌块护岸 

港区规划河道均为城区河道，河道生态景观性要求较

高，需在河道横断面设计时要与河道景观设计相结合，但

要以河道的主要功能即河道安全为主，兼顾河道景观设计。

因此在满足河道防洪安全的前提下，不宜采用硬质护岸，

宜选用生态型护岸，便于营造水生生境。但考虑到当地市

场块石材料较为稀缺，需外购，成本较高，因此宜在行洪

河道选用箱型砌块及生态砌块护岸。 

3.3 河道护坡设计 

河道治理常用的护坡为草皮护坡、格宾石笼、拱形护

坡、联锁块等型式。草皮护坡施工简单，造价低，但抗冲

刷能力较差；格宾石笼、拱形护坡、联锁块施工难度较小，

造价适中，抗冲刷能力强，但格宾石笼护坡较为硬质，景

观性不足。 

 
图 9  格宾石笼护坡，连锁块护坡 

 
图 10  草皮护坡，拱形护坡 

考虑到岸线防护的生态性及景观性，岸线防护应充分

与河道水景观专项相结合。同时由于港区表层土质为粉土

夹粉砂，抗冲刷能力较弱，遇强降雨水土流失较为严重，

河道边坡沟壑林立，马道表面较脏，河道内易引起淤积，

因此不宜河道边坡不宜外露，宜选用抗冲刷能力较强的联

锁块、拱形护坡等形式予以防护。 

4 建议与展望 

（1）加快推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防洪除

涝规划（2021～2035）》要求建设的主要行洪除涝水系的

疏挖，增大港区水面率，提高区域河道行洪除涝能力。 

（2）加快推进港区城市排水管网建设，满足城市主

要区域地面不积水或短期积水迅速下泄的要求，保障港区

正常的城市运行。 

（3）加快推进河道阻水建筑物拆除扩建工作，消除

河道泄洪卡口，保障河道泄洪能力。 

（4）合理选择河道护岸护砌，避免治理河道的渠道

化。尽量选用复合断面，护岸采用箱型砌块等生态护岸，

护坡采用抗冲刷能力较强的拱形护坡及联锁块护坡等，在

满足河道行洪的前提下，协调水、岸、动植物等共存，保

持水土、景观性强。 

（5）建立有效的管理组织，同时利用规划湖泊、湿

地及联通水系调节洪水，消洪错峰，利用分水闸对洪水进

行有序分流，减小洪水对重点区域的危害，降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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