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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环境保护和水污染防治一直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为了建设更加高质量的社会环境，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活

环境和居住环境的高要求，我国在水生态保护方面一直在努力，当前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对中小河流的治理。本文将对其治

理的意义、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有效进行河流治理的措施进行分析，希望在此方面能够为我国生态保护工作起到

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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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wate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ave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in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build a higher quality social environment and meet the people's high requirements for living 

environment and living environment, China has been making efforts in wate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the current work mainly 

focuses on the treat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s.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of its governanc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governance and how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the measures of river governance, hoping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Chinese ecologic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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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小河流治理工作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成效显著，但是仍旧有很多问题得不到根治，我认为当前

水生态保护和修复背景下，最重要的应当是带动起群众参与到河流治理中来，互动社会气氛，共同完成中小河流治理

工作。要明确当前水污染防治和中小河流治理的现实意义，并发动群众积极性共同进行环境保护，以当地政府为主导

力量，共同推进新时期中小河流治理措施。 

1 中小河流治理的现实意义 

在二十一世纪，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处于国际前沿，在全球经济市场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社会经济的

发展对水资源的消耗量越来越大，同时许多地区水资源质量开始不断下降，我国虽然是“三分陆地七分海洋”的国家，

但是可以食用的淡水资源正在不断减少，再加上各种化工行业、制造业的发展，许多工业废水的不合理排放，对中小

河流水源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污染，且水资源不合理开发的行为甚多，许多地区在水资源管理方面都面临着不同的难题。

以上问题对于我国甚至国际社会发展都是很大的阻碍，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正面临着生态失衡的威胁。 

由此可见，加强对中小河流治理是多么重要，完善河流生态系统的管理方式和管理制度，积极采取措施改善水生

态环境，强化水生态保护与修复迫在眉睫。要想改善当前水生态环境首先要找到威胁水生态的因素，根据中小河流治

理中存在的问题制定针对性的解决措施，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遵循客观规律、创新河流治理新理念，以不破坏生

态环境和污染水资源为前提发展经济，在中小河流治理中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提升。水生态保护与修复下的

中小河流治理不仅是为了经济，更是为了我们所生活的家园的生态化，对中小河流进行治理可以提升我国生态治理的

水平，让人们在利用生态资源的前提下学会保护，把水资源的使用效益发挥到最大程度。除此之外，对中小河流治理

能够起到防洪的作用。 

2 中小河流治理的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 

2.1 过分看中防洪 

对中小河流的治理虽然能够有效的促进防洪工作，但是治理并不是全部为了防洪，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全部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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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防洪上，但是就目前来说，我国对中小河流治理的重点是有一点偏差的，若将防洪作为中小河流治理的全部目的，

河流的流向就会被迫改变，且还有可能造成水资源流通不畅或被截取的情况，这样一来居住在附近的居民人身安全和

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另一方面，若将重点全部放在防洪上，河流流向的改变会加强河流两岸河槽冲击的强度，河

岸塌陷不过是时间问题，而自然形成的河流既不会冲击河岸，又能够有效防洪。所以，过分看中防洪而人力改变河流

流向是不可取的。 

2.2 河道硬化、渠化，水景观和水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对中小河流的治理并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河流的流向和河道不同，所以在治理河流的过程中就容易形成对中小河

流的错误认知，这种错误的认知还会破坏中小河流原本的河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就目前来说中小河流

治理中最常见到渠化现象和硬化现象，前者是河流形态直线化导致的，后者是盲目的节约水量而造成的，但是最终都

对河流自身的调控能力造成了破坏，且影响了河流水景观和水生态的健康发展。另外，我国在中小河流管理工作中采

取了人工硬化和渠化河道，这种方式会造成河流中生物的死亡，而这些死亡的生物长时间的就存在河道，不能及时有

效的清理出来，甚至有些是从小型河流排放到大河中，是水环境恶化情况越来越严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变成了空谈。 

2.3 河道形状改变导致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 

中小河流自然形成的河道各有不同，能够容纳河流中多种生物的生存，给不同的生物提供了多样的生存环境。而

在中小河流治理的措施下，人们使用裁弯取直的方法时忽视了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河流流向和河道形状或多或少的

发生了改变，原本能够容纳多种生物生存的深槽、浅滩、河漫滩等相继消失，河流生物的栖息地被大面积的破坏，生

物繁殖和成长的环境得不到保障，许多河流植被和水生植被逐渐减少，造成河流沿岸生态功能急剧下降。除此之外，

河道的改变使许多水生生物原本的生存环境被改变，原本稳定的生态圈层被破坏，造成了生物多样性的骤减。 

2.4 工程性治理单一 

现代中小河流治理中很少有多样化的治理方式，目前河流治理都以工程性治理为主，工程性治理就是将水系土系

生物分割开来，为水系生物自挖河道，让它们能够有独立的生存空间。但是，要知道天然河道是有自净能力的，盲目

的开挖河道会破坏原本稳定的水生态体系，并弱化河道的自净能力，这种比较单一的工程性治理并不能对水生态稳定

起到积极作用，而且水生物之间稳定的生物链一旦遭到破坏，还会导致许多水生物的死亡，从而使河流污染情况更加

恶化，虽然说在短期内成效显著，但是并不能作为一种长期稳定的方式。 

2.5 过量取水导致河流生态需水缺乏 

众所周知我国是农业大国，而农业最重要的就是农田灌溉，在当前农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新时期，我国水资源

的供应既要满足居民日常的生活用水，还要保证农业种植需水，水资源的使用量逐年增多。许多农户在农业种植的过

程中直接从中小河流中取水，以至于河流水量逐渐减少、河床位置越来越低，能够维持河流生态系统的水源越来越少，

中小河流中生物的生长实在困难，对河流自净功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 

3 水生态保护与修复下的中小河流治理策略 

3.1 尽量减少河流硬化、渠化 

我认为在中小河流治理中最重要的还是维持生态平衡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所以并不建议单纯采用工程性治理方式，

因为这种方式只在乎短期成效，无法有效控制中小河流长期的生态平衡，而且过度裁弯取直使水生生物、植物都无法

健康生长，活水的动能受到抑制。所以，在中小河流治理中要重视保护和建设并行，将生物性保护措施和工程性治理

相结合，在河流治理的同时避免引起河流硬化和渠化，既要注重中小河流治理的防洪建设，又要保护中小河流的生态

平衡，在不影响河流发挥自身生态净化功能的前提下，改变中小河流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为水生态修复和沿岸植被

生长打好基础。 

3.2 因地制宜，建设生态护岸 

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河道有不同的护岸，要想针对不同类型的河流建设护岸，首先要了解当前新型护岸理念，护

岸的建立要符合我国发展生态的要求，把植被融入到土木工程中，既能保障护岸的质量又能够给予河道天然保护。生

态护岸的建设并不相通，因地制宜是建设护岸的第一要义，将生态保护和水生态修复的理念作为护岸建设的指导思想，

根据中小河流的现存问题和优势条件建立最合适的护岸。 

以下是笔者发现的近几年最常见的护岸类型：（1）适合建设在水流比较湍急和凶猛的河道旁，具备较强的抗冲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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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直立的形式建设在石料比较多的河段，即细骨料硂砌石挡墙；（2）混凝土挡墙：与细骨料硂砌石挡墙一样能够

应付湍急的水流且同样适用于直立护岸，但是视觉上看来并不美好，对于追求景观美的地区不建议使用；（3）浆砌石

挡墙：抗打击能力强且施工质量的要求比较高，同样以石料为建设原料，不过石块的类型要更大一些，唯一的缺点就

是不美观；（4）卵石贴坡护岸：既满足生态护岸的能力要求又满足人们的观赏需要，对于卵石丰富的地区常见此种护

岸方式；（5）生态格网石：此种护岸可以直接在水下施工，既能够阻挡水流冲击，又能够满足水下透气的需要，基本

适用于河流全程；（6）草皮护坡：顾名思义就是用草本植物围成的护岸，成本不高且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极小，但是

至于本身的抗击能力不强，只能用在水流相对比较平缓的河段，不能较好的抵抗水流冲击；（7）框格草皮护坡：抗水

流冲击的能力相对于草皮护坡来说较好，但是成本投入也比它高，其应用的范围比较小，更加有针对性；（8）框格铅

丝网卵石护坡：一种比较生态的护岸方式，铸造原料以绿色植被和卵石居多，能够在抗冲击要求较高的河段中应用。 

3.3 过量取水与河流污染控制并重 

说来道去，当前治理中小河流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污染严重，以及许多人过度取水造成的河流资源枯竭，在水

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同时控制污染、减少取水是首选措施。首先是河流两岸的居民过度取水情况，应对居民进行宣传教

育，让他们了解水污染防止和河流治理的重要性，并明白自己的哪些行为会影响中小河流治理，指导居民和工厂合理

用水以及做好废水处理，在保障居民生活用水和工厂生产用水的前提下，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出发点，对居民用水和工

业用水进行严格限制，规定每日最多用水量，一旦超过界限就需要用水者去买水，这样更能强化居民心中节约用水的

意识。 

3.4 加强后期监管 

水生态保护与修复下的中小河流治理是一项长期性工作，不能说看到了河流治理的效果就不再管了，应当落实前

期治理和后期监管的政策措施，建立起完善且有效的制度保障中小河流治理效果的长期有效，并在河流治理前期就形

成监管制度。除此之外，中小河流的治理和监管更应该落实到个人，实行“个人责任制”，对于一些破坏河流生物多样

性和河流治理效果的行为要严格处罚，敲响中小河流治理和生态保护的警钟，让河流治理的理念融入到人们的生活、

生产中。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基础上对中小河流进行治理，要坚持保护生态平衡和河流治理齐头并进，根据

实际情况并以科学理论指导落实河流治理的措施，在河流治理的过程中避免引起河道形状和河流流向的变化，最大程

度上降低河道硬化、渠化的可能，并根据不同地区的治理条件建设生态护岸，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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