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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河道生态治理方案建设探讨 

——以崇明区建设镇虹桥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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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村级河道作为农村功能型河道，重点服务于当地人民生产生活以及农业发展，其河道生态环境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

当前村级河道生态治理主要面临河道断头、水体流动性差、水环境污染等问题，而整治断头河、新建生态型护岸正是解决上

述问题的关键举措和重要环节。文章结合实际工程对村级河道生态治理方面遇到的问题及具体整治举措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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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Village Level River Ecological Treatment Scheme 
——Take Hongqiao village, Jianshe Town, Chongming district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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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rural functional river, village level river mainly serves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of local people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ts riv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ife of residents. At present, the ecological treatment of village 

level river is mainly faced with the problems of broken river, poor water fluidity and water environment pollution. The regulation of 

broken rive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revetment are the key measures and important links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proje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ecological governance of village river and the 

specific regula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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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历经上海市多年环保行动计划和河道生态整治，崇明

区水生态环境大大改善，河道通畅情况总体良好。现阶段

突出的问题集中在村级河道上，崇明岛村级河道范围广、

数量大，整治过程中矛盾突出，难点多，存在着河道断头、

水体流动性差、水环境污染等主要问题。为将崇明建设为

世界级生态岛，各乡镇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村级河道生态治

理，改善引排水条件、提升水环境质量、美化陆域环境，推

进乡村振兴。本文以建设镇虹桥村村级河道治理方案为例，

对村级河道生态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具体措施进行探讨。 

1 工程概述 

崇明区建设镇虹桥村围绕核心区对村域内的 26 条段

村级河道进行生态治理，总长度约 7400m，疏通阻水点位

共 42 处。本次虹桥村村级河道生态治理工程的主要措施

是：根据河道的现状口宽以及底高程来进行河道疏浚，增

加河道过流能力，提升河道防汛除涝功能；对河道进行生

态型护岸建设，防止岸坡继续坍塌；对过流能力较差的涵

洞改建成大孔径的箱涵，使水系连通畅活；对河道根据现

状绿化情况进行绿化布置，美化河道及周边环境，提升整

体景观效果。 

2 虹桥村现状河道存在的问题 

2.1 断头河阻点密集 

建设镇虹桥村区域内河网密布水系发达，一部分河道

由于历史原因或居民私自阻断或填埋，形成了断头河，致

使局部区域水体不通畅；另一部分则由于原有规划不合理，

农村道路下原有水泥涵管管径过小，不满足过流能力导致

堵塞形成断头河；与此同时，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城镇化

建设脚步不断加快，大量的道路桥梁项目在施工结束后，

围堰或建筑材料清理不彻底，长久下来在涵洞口造成淤积，

形成堵点。断头河很大程度影响了河道的生态环境质量，

降低了防汛保障能力，制约了河道的输水功能。        

2.2 宅、林、田间河道水体污染 

虹桥村居民区密集，河道两侧多是居民房屋或农田，

居民环保意识不强，堆砌建筑垃圾侵占河面缩窄过流断面、

或在河道内排放生活污水，形成水体富营养化，在过流能

力不足水体循环不畅的情况下极易形成黑臭河道。 

其次，农田面源污染也是导致水体污染的重要原因，

一是农田排水携带泥沙、日常调水时外河泥沙带入，因村

级河道规模小，泥沙淤积使水体循环变差；二是农田退水

污染，崇明地区农田来水主要是农业灌溉、降雨，这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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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农田后，一部分侧渗到田块以外，农田土壤中的氮、

磷等养分及少量有机物会被带到水体中，导致水体富营养

化，形成水体污染；三是化肥、农药流失及渗漏导致水体

污染。不合理使用农药化肥， 雨季时，雨水冲刷农作物

跟农田，化肥没被农田吸收随着雨水排放到江河，而农药

也会随水流进入江河。另外，过量化肥农药还会渗透到土

壤污染地下水，而地下水在气候干旱的时候会补给地表水，

这样就使水污染更加严重。还有林间河道，边坡坍塌处经

常有树根裸露的现象，植被固土护坡能力差，长久下来落

叶、水生植物在腐烂分解过程中导致水体中的 TN 及 COD

含量升高。虽然一定的植物腐烂分解能促进水体的脱氮，

但当质量过大时，不仅会降低氮、磷的去除率，局部还可

能出现缺氧现象。河道缺乏定期保洁，又未经及时疏浚、

水体封闭沟通不畅，使河道自我净化能力变差，直接对河

道水体环境造成破坏。 

2.3 河道管理困难 

建设镇村级河道众多，点多面广情况繁杂，加上居民

河湖健康管理意识薄弱，这给日常河道管理工作带来不便。

当前村级河道及小微水体基本构成了虹桥村的水系网，河

道遍布宅前屋后，河道生态项目开展必然对居民出行生活

产生影响，水务基层人员每当遇到涉及村民的矛盾需进行

协调，后续沟通管理工作难度加大。而且目前关于村级河

道评价的研究还比较少，在农村地区由于农业面源污染，

生活垃圾以及河道渠道化改造等原因，河道生态性能退化

显著，需有针对性的评价体系。河流健康评价则是评估河

道管理效果的重要依据，相关水务部门在河道管理评价工

作的硬性指标存在一定的空白。 

3 河道生态治理措施 

依照“水岸联动、截污治污，沟通水系、调活水体，

改善水质、修复生态”的治水思路，主要从控源截污、沟

通水系、生态修复、执法监督、长效管理等多个方面对河

道进行治理。 

3.1 打通断头河 

沟通水系主要内容为拆坝建涵、实地开河等措施，对

区域内的断头河制定并落实分类整治方案。本次对虹桥村

范围内的 26 条段村级河道拆除阻水坝，对过流能力较差

的涵洞等拦河建筑物改建成孔径较大的箱涵，本项目共改

建箱涵 42 座，使防汛保障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本工程箱涵采用预制箱涵，较传统现浇箱涵优势突出。

预制箱涵在工厂机械化生产，有先进的生产工艺设备，精

密的模具；生产原材料、半成品、成品有严格的试验检测

手段，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质量保证体系，整个生产

过程处于严格的控制状态；采用先进的成型工艺，混凝土

密实度好、强度高、抗渗性能好；产品结构尺寸准确，利

于安装；在施工现场只需挖沟槽，整理沟槽，不需要浇筑

混凝土垫层，预制箱涵可直接吊入沟槽进行安装。而现浇

箱涵在现场要增加浇筑沟槽混凝土垫层，经过养护、放线、

组合钢筋骨架、关模、浇筑混凝土、拆模、自然养护，一

段一段地往后延伸，每段所需时间是预制箱涵现场安装的

10 倍以上；并且现浇箱涵现场施工条件有限，混凝土现

场浇筑只能采用振动成型，易产生离析、分层、局部产生

不密实，直接影响箱涵使用性能。 

本次选用《崇明村级河道预制装配式箱涵图集》中预

制成品箱涵，现场拼装。新建箱涵位置基本布置在现状阻

水点，现状河口宽均在 5～8m，现状堤顶在 3.60～3.80m

之间，孔径分别选择 1.5×1.0（m）、2.0×1.0（m）两种

型号。 

 

图 1  预制箱涵剖面图 

 

图 2  预制箱涵立面图 

3.2 生态型护岸 

河道设计中应充分考虑生态因素及基本农田问题，轻

易不拓宽河口，最大程度保留原有河道的自然形态及断面，

在满足结构强度的要求下，优先选择利于水体交换、益于

植物生长、具有良好透水性的工程材料。 

针对虹桥村河道的特点，有选择性布置生态型护岸，

做到因地制宜统筹布局，一河一方案。本工程生态护岸型

式通过比选，最终选用《崇明岛域村级河道生态治理参考

图集》中 A1 型（竹排+绿植扦插护岸）、A2 型（竹排平台

+绿植扦插护岸）、B1 型（竹排桩+石笼护岸）及 G 型（小

木桩护岸）。 

（1）A1 型（竹排+绿植扦插护岸）、A2 型（竹排平台

+绿植扦插护岸）：选用根径大于 100mm 的毛竹桩对河道进

行稳定和加固，靠岸侧将 1400×600(mm)的竹排与毛竹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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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尼龙绳或镀锌铁丝绑扎成整体，竹排后铺一层无纺布起

反滤作用。A1 型护岸设计桩顶高程为 2.80m，2.80m 以上

斜坡面绿植扦插，选种杞柳枝、芦苇等易生植物；A2 型

护岸在桩顶高程 2.60m 处设置一处平台，平台上选种芦苇、

茭白、鸢尾、菖蒲等水生植物。A1 型与 A2 型护岸适合田

林间流速较慢、岸坡较缓的河道。现场施工时毛竹桩及竹

排材质、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运输至施工河道沿线场地

堆放。桩后土方开挖完成再进行竹排施工，竹排采用人工

配合放置，竹排间搭接紧密，高低一致，与竹桩绑扎牢固。

土工布采用人工铺设，表面平整，搭接处应有足够的搭接

长度，土工布无破损。土工布铺设、竹排安装到位后，紧

跟着进行竹排后土方回填，以保证竹排位置稳固。 

 

图 3  A1型（竹排+绿植扦插护岸） 

 

图 4  A2型（竹排平台+绿植扦插护岸） 

B1 型（竹排桩+石笼护岸）：选用根径大于 100mm 的

双排毛竹桩对河道进行稳定和加固，靠近岸侧的竹桩后设

置 1400×600(mm)的竹排，同时在竹桩顶铺设 1400×600

（mm）的竹排平台，平台上设置 400×400（mm）生态石

笼。石笼设计顶高程为 3.0m，3.0m 以上斜坡面满种草皮，

草皮选择麦冬、三叶草等。石笼工艺是将抗腐蚀、耐磨损、

高强度的低碳镀锌钢丝，外表涂塑料高分子优化树脂模，

用六角网捻网机编织成不同规格矩形笼子，笼子内充填石

头的结构。石笼护岸具有抗冲刷性、柔性、透水性等结构

特点。现场施工时，尽可能保持竹桩的稳定性，在桩顶部

用规格 20x100x2000（mm）搭板将单排桩连续钉牢连为一

体。箱笼、石料等材料需提前采购，产品运输到施工现场

后，按施工规范联接组装，箱笼之间用同质材料绑扎联接，

大面积连续组装，不设缝。箱笼采用高镀锌覆塑固滨笼，

填充网箱的石料容重至少达 2.4t/m
3
，块石或卵石采用水

泥砂浆砌筑，以加强整体性。 

 

图 5  B1型（竹排桩+石笼护岸） 

G 型（小木桩护岸）：选用平均直径 120mm 的木桩对

河道岸坡进行保护，桩后铺一层无纺布起反滤作用，在桩

顶以下 200mm 处设置半圆木连系梁。桩顶 2.80m 高程以上

斜坡段满种草皮，草皮选择麦冬、百慕大草等。杉木桩作

为一种可再生资源，满足生态环保的理念。施工时，木桩

材质、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将细端 300cm 削（砍）成

桩尖形状方便沉桩，运输至施工河道沿线场地堆放。一般

由反铲配合人工将木桩拖运至桩位，反铲将木桩竖立就位，

人工扶着临时固定，再由反铲挖掘机压桩至设计标高。沉

桩到位后，桩后采用开窄槽方式沿桩铺设土工布。小木桩

护岸适用于任何河口宽度的河道，并且整体的施工过程比

较简单便捷，总体施工成本较低。 

 

图 6  G型（小木桩护岸） 

虹桥村村级河道根据河道两侧不同现状主要分为三类： 

（1）河道一侧为农田林地、一侧为民宅。靠近民宅

一侧现状多为已建硬质护岸，为减少工程对居民房屋建筑

的不利影响，决定保留已建硬质护岸；靠近农田林地一侧，

根据现状河口宽度选择合适的护岸型式，河口宽度小于

8m 时选用择 A1 型，河口宽度大于 8m 时选用 A2 型。 

（2）河道一侧为农田林地、一侧为道路。靠近道路

一侧，河道岸坡坍塌严重，致使沿河道路路基损毁，存在

较大安全隐患，考虑人民群众日常出行安全等问题，选用

B1 型或者 G 型；靠近农田林地一侧，选用 A1 型或 A2 型。 

（3）河道两侧均为农田林地。河道位于田、林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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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选用 A1 型或 A2 型，重点针对岸坡坍塌，岸线不规整的

地方进行及时修整、补种草皮绿植，固土护坡。 

3.3 景观绿化设计 

工程的景观绿化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和谐性

原则”，河道的主要功能和护岸型式适应匹配，充分考虑

河道周边的用地类型和功能要求，使绿化工程在保证河道

基本功能的前提下，保护河道水系生态平衡，保障河道生

态系统的和谐性与统一性；二是“以人为本”的原则，以

建设生态性农村空间为目标，满足河道作为公共空间的景

观性、功能性、安全性与经济性，创造一个布局合理、环

境优美的现代城镇空间；三是“尊重自然”的原则，结合

现状河道形态与地形合理布置，利用现状植被，合理进行

植物配置，强调自然与人居环境协调共生；四是“整体性”

原则，本工程中的实施的河道与建设镇其他河道是相互联

系的一个有机整体，工程要充分考虑各条河道的相互衔接、

呼应。 

不管是打通断头河还是建立生态护岸，其根本目的还

是在畅通水体的同时搭配柔性岸线，水-路通道保持通畅，

做到城水相容、人水相依。 

3.4 完善河道管理机制 

工程管理是发挥工程效益的关键，加强和提高管理水

平才能充分发挥工程的综合效益和潜在效益。通过科学的

统一管理，充分发挥群体工程的作用。 

安排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管理、督办重污染河道整治

工程的建设与实施，高度重视水污染防治工作。水系沟通

后，相关部门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定期进行督查。在监督管

理过程中，以硬性指标例如结构性指标（岸坡稳定性、岸

坡抗冲流速）、生态性指标（植被覆盖率、植物种类丰富

度）等，作为河湖管理成效的依据。再者是将互联网技术

与传统水务技术融合，尽早实现水务业务系统的控制智能

化、数据资源化、管理精确化、决策智慧化，使水务业务

运营更高效、管理更科学。 

再者加强社会民众的参与度，大力开展水环境保护的

宣传活动，提高村民爱水护水意识；组织当地居民成立水

务志愿小队，积极配合部门河道巡查、水质监测等活动；

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合理运用执法手段及法律资源，做到

联合执法的工作局面，对河道存在的违法填埋，违法排污，

侵占河道等危害水环境行为及时处罚，加以制止，以高压

态势杜绝此类现象。 

4 结语 

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观念的改变，人

们对河道生态环境越来越关注，村级河道作为农村水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态治理旨在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改善

河道两岸生态环境。项目的实施能够方便当地居民生产、

生活，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可以达到了城乡互

动、以乡促城的效果，推进崇明的生态岛建设。本文以崇

明区虹桥村为例，详细探讨了村级河道生态治理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具体整治措施，为之后村级河道生态治理提供

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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