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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讨论上海市河道生态建设的原则和主要对策，分析河道生态建设的主要成效，并以新江湾城河道建设

为例，探讨河道生态建设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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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河道生态建设的原则

上海市是一个水网密集，因水而生，依水而兴的

滨水城市，河道水环境治理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先后实施了四轮

环境保护和建设行动计划，全市河道生态环境有了

一定程度的提高，着力保障和改善了民生，为社会经

济发展提供了保障。上海市河道生态整治中贯穿着

以下原则。

"# 安全稳定的原则。河道的结构稳定、防洪除

涝安全是河道生态系统动态平稳的首要条件，上海

市在河道生态治理中首先注重河道的结构稳定、防

洪除涝安全和水量安全建设。

$# 节约资源的原则。河道生态治理要求必须

重视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节

约，有效利用资源，使有限的资源实现效益的最大

化。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实现生态治理的重要举措。

建设节约型社会关系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充

分考虑资源的承受能力和涵养、接续能力，在合理增

加资源的有效供给的同时，努力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缓解资源硬约束。

%# 生态保护的原则。河道是很多生物的良好栖

息地，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形成了复杂的食物链

和食物网，构成了完整的生态系统。河道生态治理中

注重生态系统的保护，水环境的治理，为生物生存营

造良好的栖息环境，保证了河道的生态承载能力。

&# 多元参与的原则。河道生态治理是一种多

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这些主体包括政府，非政

府组织，社会中介，政治、民间组织，公民个体，以及

企业等。特别注重居民参与，让居民直接参与治理

进程。公民通过参与、对话、协商等方式参与河道治

理，使河道的各项功能满足居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使

河道与人和谐相处。

’# 文化保护的原则。由于土地资源矛盾，很多

地方大量填埋河道，造成很多水文化的消失。为了

有效保护传统文化，如上海闵行马桥、金山亭林、松

江广富林等良渚文化，青浦菘泽、金山查山等马家浜

文化，必须加强河道的生态治理，加强文化保护。通

过河道生态治理，保证传统优秀文化能继承和发扬，

从而为文化的传承提供良好的环境和载体，保证生

态文明的可持续性。

( 上海市河道生态治理对策

和国内外其他城市一样，为满足不同时期对河

道功能的需求，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上海市河道整

治理念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提升，从单纯注重水安全，

专注于除涝泄洪、水土保持和航运功能等要求，到注

重水安全、水环境与水景观结合，再到现在注重生态

修复等阶段，相应的河道整治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和完

善，从建设直立式挡墙较多，转变到适应城市发展和

社会进步，建设自然生态型河道较多。通过多年的摸

索，上海市河道生态治理的主要方法有以下F 种。

"# 截污治污并举。!$$$ 年以来，随着上海市水

务一体化管理体制的建立，河流两岸污水截流纳入

河流整治范围，实现治河治污同步。对于部分采取

工程措施后，水质改善仍不明显的河道，适当地采用

物理、化学、生态、生物等方法进行深化治理，通过消

耗氮、磷总水体污染物质，以达到改善水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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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相对封闭的水体中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河道水体自净能力逐步恢复。

!" 丰富河流形态。在上海市近几年的河道整

治中，河流形态改变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已受到重

视，在河道平面布置中，提倡能弯则弯，能宽则宽，并

取得了良好的整治效果。

#" 推广生态护岸技术。上海市位于平原河网

地区，河流水位变化不大，加上进行水利分片控制治

理，控制片内河流流速一般可控制在 !"# $ % & 以内，

因此有条件在郊区中小河道中建设生态型护岸，同

时，积极探索各种硬质护岸结构重新生态化的方法。

$" 培育生物多样性。河岸上应尽可能留出空

间，种植枫杨、垂柳、池杉、喜树、水杉、金丝垂柳、栾

树等树冠较大的树木，地面种植百幕达草皮、黑麦草

等固土植被；在常水位附近种植黄菖蒲、千屈菜、香

蒲、水葱、芦苇、蒲草、野茭白等挺水植物；在水体内

放养水生软体动物及鱼类，并配置荷、莲、菱等沉水、

浮水植物。

%" 水资源优化调度。上海自 ’# 世纪 (# 年代中

期开展水资源调度以来，逐步由单片调度向跨片联

合调度发展，调度周期从一周、半月向几月、到常年

日常调度发展，建成了覆盖全市主要控制泵闸的水

闸（泵站）自动监测系统。目前引清调度已作为常规

的水质改善措施来实施。在一般条件下，在上海地

区，乘潮引、落潮排，定期置换水体，每调度一次可降

低内河水体污染物浓度 !#) * ’#)，局部地区可提

高水体质量一个等级，并维持 + * , -。

& " 建设水景观和水文化。在河道治理进程中

注重景观建设与文化保护，以苏州河为例，根据两岸

空间特点和土地规划功能，苏州河沿线自东向西大

致分为活力商贸、温馨河居和自然生态等三个景观

区域。苏州河综合整治以“水清、岸洁、有绿、景美”

为特征，严格控制苏州河两侧建筑容量和高度，充分

挖掘苏州河两岸地区的人文特色，提高环境品质，保

护历史风貌，把苏州河及沿岸地区建成特色浓郁、环

境优美的生活休闲水景带，成为上海海派文化的标

志和沟通吴文化的纽带及后工业时代城市河流生态

文明建设的典范。

’ 建设成效

(" 苏州河成为上海市的文化中轴线。为拯救

“母亲河”，!.(( 年上海市市委市政府提出：“苏州河

环境综合整治要以治水为中心、全面规划、远近结

合、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各级政府要一年连一年、

一届连一届落实各项措施。”自此，苏州河综合整治

工程正式拉开序幕，一期工程于 ’##’ 年底完工，苏

州河综合治理初见成效，水质明显改善，主要水质指

标基本达到景观用水!类水标准；’##+ 年，苏州河

环境综合整治二期工程启动，苏州河河口水闸建成，

苏州河水质进一步改善，两岸环境日渐优美；’##,
年，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三期工程启动，全面改建苏

州河防汛墙，并对底泥进行疏浚，旨在进一步巩固提

高苏州河水质，苏州河综合整治工程历时近 ’# /，总

投资高达 !0# 亿元，但成效明显，昔日令人掩鼻而过

的苏州河成为龙舟竞渡，居民晨练、休闲的好去处。

!" 中心城区河道滨水景观舒适宜人。’##+ 年，

在苏州河干流基本消除黑臭的基础上，上海市打响

中心城区骨干河道整治攻坚战，共整治河道 !( 条段

(! 1$，重点是“五纵、四横、三大水系”，实现了骨干

河道的“通、流、畅”。同时，上海结合景观水系规划，

建成漕河泾港、新泾港、北横泾、西虬江等一批各具

特色的景观河段，提高城 市 滨 水 景 观 水 平。’##0
年，继骨干河道水质大幅度改善后，全面开展了中心

城区黑臭河道整治，至 ’##2 年末，共整治黑臭河道

!2! 条段 !2( 1$。’##+ * ’##2 年，市、区两级政府共

计投入 ’#"( 亿元，截除沿河污染源 !3(+ 个，清除垃圾

和淤泥 ,(! 万 $+，沟通水系 ’, 条段 !’"31$，新建防汛

墙和生态护岸 +0+ 1$，新增沿河绿化 ’’0 万 $’，新建

排涝翻水泵闸 , 座，增加调水能力 !0#$+ % &，中心城区

’#! 条段 ++, 1$ 河道水质基本消除了黑臭现象。

#" 郊区河道生机勃勃，水环境明显改善。在中

心城区河道基本消除黑臭的基础上，从 ’##, 年起，

为了发挥河道整治的辐射效益，拓展延伸，按照“截

污治污、沟通水系、调活水体，营造水景，改善生态”

相结合的综合治水思路，重点整治近郊徐泾、九亭、

江桥、南翔、周浦、康桥等 , 镇 ’0 条段 3’ 1$ 黑臭河

道和郊区 ’2 条段 !’3 1$ 骨干河道，同时，惠及广大

郊区的中小河道，开展“万河整治行动”计划，共整治

’’3(3 条段 !, 3+2 1$ 中小河道。通过截污治污、清

除底泥、整修岸坡、辟通防汛通道、种植水生植物、沿

河绿化、加大河道过水断面，增强引排水能力，基本

消除了郊区城镇化地区河道水体的黑臭现象，提高

了郊区河道防汛除涝和灌溉能力。整治后的河道重

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逐步恢复了整洁、自然、生态的

河道面貌，实现河道“面清、岸洁、有绿、流畅”，郊区

水环境明显改善。

) 新江湾城河道建设

) 4* 概况

新江湾城位于上海中心城区的北部，为宝山、杨

浦、虹口 + 区交界，原为空军部队江湾机场用地，该

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南部为江湾"五角场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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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中心，东邻大型居住区———中原居住区，西南邻近

大柏树内贸中心，具有优良的区位条件。由于上海

市城市和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江湾机场周围土地

已发展为密集的城市化用地，机场的存在影响到城

市功能结构的布局和建设发展，也不利于机场本身

的发展和业务操作，因此，!""# 年江湾机场迁建，腾

出土地作为上海城市建设发展用地。新江湾城地区

地势平坦、自然坡度很小，属滨海平原地貌，地面标

高一般为 $%!& ’ #%(&)（上海吴淞基面，下同），现状

范围内有大量绿化良好的土地。根据《新江湾城结

构规划》，新江湾城地区将规划开发建成为生态型、

知识型的城市居住区和上海中心城的花园城区，提

升北部城区的环境与景观形象，成为 *! 世纪上海城

市居住区发展的新典范。

! +" 治理目标

以水系和绿化为骨架，结合现状河道和水体，形

成网络状的河湖水，并连通区内水系和小吉浦、黄浦

江，充分发挥河道（湖泊）水系作为“安全、资源、环

境、景观”共同载体的综合功能，使河道既满足防洪

除涝要求，又满足生态、环境和景观要求。

! +# 建设措施

! +# +$ 河道断面

新江湾城地势较平坦，新规划河道大部分是在

原地面上开挖而得，河道两侧已建建筑物较少，而由

于新江湾城区域的河道最高水位受清水河闸殷路泵

闸控制，因此根据有关要求，在新江湾城区域内的河

道两边不再出现防汛墙。

新江湾城原地面高程约为 $%!& ’ #%(& )，河道

设计最高控制水位 $%(&)，各段河道水流流速不同，

两岸规划断面也不同。因沿河规划道路路面标高均

大于 #%&)，因此规划河道开口线的坡顶高程不足

#%&& ) 的部位，河道的两岸根据地形变化逐步放坡

至设计高程 #%&&)。

除涝标准采用 !",$ 年型相当于 *& 年一遇最大

*# - 面雨量，其中最大降雨强度为 $, )) . -；防汛标

准按河道防汛工程达到区域除涝标准时水系内的最

高水位为设计防御水位，与排涝标准同频率；抗震标

准按地震烈度!度设防，采用地震基本烈度!度，地

震动峰值加速度 &%!/。
!%#%" 护岸结构型式

各段河道水流流速不同，两岸规划断面也不同，

以至护岸结构型式也不同。

根据河道和泵闸的布置，新江湾城区域的河道

最高水位受清水河闸殷路泵闸控制，河道两边不再

出现防汛墙。

为增加河滩湿地面积，扩大河道排涝期的蓄水

能力，避免采用束窄河道的直立护岸形式，河道两岸

设计边坡较缓，为稳定边坡。由于注重“疏蓄并重”

的治水理念，河道断面较大，排水流速较小，对边坡

基本不冲刷，只需采用草皮等植物护坡，仅在河道交

叉段和泵闸出口段作局部干砌石或作土工网植草护

坡，在水流冲刷的正面交错布置两排木桩，将水流分

裂成许多水股，达到护基、消能的作用。

!%#%# 防汛通道及绿化

&’ 防汛通道。按防洪抢险要求，在护岸后应设

置宽 , ) 的防汛通道。但目前河道走向与规划市政

道路相同，故无需单独设置防汛通道。

(’ 河道两岸绿化。为进一步美化新江湾城河

道沿岸地区的环境，达到“天更蓝，水更清，居更佳”

的要求，河道高程 *%(&) 以上边坡及河道设计开口

线两侧设绿化带，种植草坪、观赏性灌木、花卉和大

型乔木，为附近居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休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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