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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汾泉河河道及堤防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流域生态学的角度，对该流域的规划设计提出了如下生

态治理措施：（#）按照河道的特性和自身的演变规律来治理河道；（!）采用生态措施，营造生态堤防工程；（H）

建立生态功能区；（G）治理水环境，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旨在减少该流域的洪涝灾害，改善沿岸的水环境污

染状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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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汾泉河概况

汾泉河发源于河南省郾城县邵陵岗附近，是沙

颍河下游的一条主要支流，于沈丘县赵楼南入安徽

省境内，其中泥河口以上称汾河，以下称泉河［#］（图

#）。该流域属淮北冲积平原，地势平坦，西北高东南

低，平均地面坡降 # M L $$$ 左右，上游较陡为 # M H $$$
N # M G "$$，中下游较缓为 # M = $$$ N # M % $$$。该流域

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GOL N #"P，

年均风速 HO$9 M Q，年均相对湿度 =!R。全年无霜期

!!$ N !!L S，年日照数 !#=" N !#%" B，年降水量 I$$ N
%$$99。由于受季风环流的影响，降水年内很不均

匀，，雨量年际变化也很大。冬季雨雪稀少，夏季降

水比较集中且多次出现暴雨。干流流量和水位变化

也很大，年均水面蒸发量为 # #$$ N # !$$ 99。因此

流域内经常出现先旱后涝、涝后又旱、旱涝交错的现

象，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

图 ! 汾泉河流域示意图

" 河道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5! 河道现状

汾泉河上游汾河及大部分支流已经治理，除涝

标准已达 H N " 年一遇，汾河的防洪标准已达 !$ 年

一遇，而泥河口以下的泉河干流河道弯曲，河槽狭

窄，且从未进行过系统治理，目前河道淤积严重，排

涝能力逐年降低。泉河干流现有排水能力仅为 H 年

一遇排涝标准的 L$R N =GR，防洪标准不足 #$ 年一

遇，排水出路不畅；另外，泉河堤防虽经多次整修，但

防洪标准不高，堤防低矮，堤身单薄，堤身质量较差，

堤防的高度及宽度均达不到设计要求，泉河两岸仍

处于洪水灾害的威胁之中（表 #）。

表 ! 泉河干流现状泄水能力

控制

地点

流域

面积 M
T9!

设计流量 M
（9H·QU #）

现状流量 M
（9H·QU #）

现状

设计 M R

除涝 防洪 除涝 防洪 除涝 防洪

泥河口 H$G$ "%H #!=! "IG ##$$ %I IL
李坟闸 H!=$ "%H #!=! H"% =L" L# L$

赵楼沟口 H!=$ "%H #!=! H!! ="$ "G "%

" 存在问题

#$ 洪涝灾害频繁，制约经济发展。汾泉河历年

来水灾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平均每年成灾面积超过

流域内总耕地面积的 # M H，由于泉河年久失修，排水

出路不畅，不仅使上游已治理的汾河及其支流的工

程效益难以充分发挥，而且加剧了下游的洪涝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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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汾河治理后，又发生了 !"#"、!"$%、!"$&、!"$’
年 ’ 次大水，成灾面积均达到 (%)以上，其中有 * 次

水漫村庄、房屋倒塌、庄稼绝收。频繁的涝灾给当地

人民群众造成了严重损失，严重制约了当地国民经

济的发展。

!" 边界水事纠纷不断。由于汾泉河为跨省河

流，其边界矛盾也比较突出。白莲沟是跨豫皖两省

的边界支流，自 !"(+ 年治理以来，一直没有整治，由

于河道标准低，现有排水能力仅为 ( 年一遇排涝标

准的 ’%) , $#)，每遇较大降雨就会发生涝灾，为

排涝问题，两省群众经常发生矛盾，虽经多次协调，

总因 河 道 排 涝 标 准 低，未 能 从 根 本 上 解 决 问 题。

&%%* 年 白 莲 沟 流 域 又 遭 较 大 的 涝 灾，流 域 内 近

****-**./& 耕地中有 $()受灾，&%%’ 年又有 ! &%% ./&

受灾，占流域耕地的 *+)。

#" 下游水质污染严重。淮河流域人口密度高，

经济发展水平低，是中国经济的低谷，所以贫穷是汾

泉河流域的又一显著特点，这与流域的水环境污染

关系密切。工业和生活污水未经治理滥排滥放，农

牧业的非点源排放，造成河网水质恶化、水体富营养

化，不仅影响水环境，而且降低河网的调蓄输水能

力。据环保部公布的 &%%# 年全国水环境质量调查

结果，淮河水系为中度污染，汾泉河上游汾河的水质

为良好，但下游的泉河水质为劣 0 类，尤其是省界

断面处水质较差。

$ 生态治理措施

河流生态治理主要是在对河道特性和形态演变

规律及河流的生态机理研究的基础上，把流域的社

会经济目标与自然生态保护目标相结合，实现人与

自然的和谐。因此，汾泉河生态治理是解决该流域

洪涝灾害频繁和水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

$ 1% 按照河道特性和自身演变规律治理河道

河道整治要从生态、经济、人文、社会效应和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等多个方面来考虑，既要恢复自然

河道的功能，又要满足人类依赖生存的要求，还要考

虑生物的多样性，为水生、两栖动物创造栖息繁衍的

环境，这样既有利于保护河道的水生态环境，又有利

于提高河流的自净能力。除满足宣泄洪水的要求

外，还应尽量保持河道的自然特征及水流的多样化，

只有水流的多样性才有水生物的多样化［&］。例如宽

窄交替，深潭与浅滩交错，急流与缓流并存，偶有弯

道与回流，岸边水草、礁石大量存在的自然型河流，

为各类水生物提供繁衍栖息的空间。这样既恢复了

河道原有的自然功能，满足行洪、蓄水、航运、水生态

等要求，又可以满足人类活动的需求，实现水资源的

可持续发展、人水和谐相处。

$ 1& 采用生态措施，营造生态堤防工程

传统河道的堤防和护岸通常多用混凝土来构

筑，对非点源污染起不到拦截作用，而且施工时，混

凝土中不同程度地使用一些添加剂，加速了水质恶

化；此外，用混凝土把堤岸封闭起来，隔断了土壤和

水体间的联系，原先生活在岸坡上的生物，无法继续

生存，割断了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从而破坏了生态系

统的良性循环［*］。

汾泉河堤防高度一般不高，可根据地形、地势，

把挡土墙与河岸景观相结合，采取自然土质岸坡、自

然缓坡、植树、植草、干砌、块石堆砌等方式护堤，为

水生生物的生长繁育、两栖动物的繁衍栖息活动创

造条件。在河岸边坡较陡的地方，采用木桩、木框加

毛块石等工程措施，既能稳定河床，又能改善生态和

美化环境，避免了混凝土工程带来的负面作用。在

应用草皮、木桩护坡时，也可采用土工编织物，袋内

灌泥土、粗沙及草籽的混合物，既抗冲刷，又能长出

绿草［’］。汾泉河水位一般变幅不大，有些河道没有

通航要求，土堤可采用植树种草等生态工程措施，防

治水土流失；有通航要求的河道，在进行河道断面设

计时，正常水位以下可采用干砌石挡土墙，正常水位

以上采用小于 ! 2 ’ 的毛石堆砌斜坡，以增加水生动

物生存空间，削减船行波对河道冲刷的影响，有利于

堤防保护和生态环境的改善。

$ 1$ 建立生态功能区

在汾泉河流域建立生态功能保护区，有助于恢

复流域的生态系统结构，缓解洪涝、旱灾的威胁。据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则，应在山丘区划分和建设水

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在行蓄洪区划分和建设湿地生

态功能区。把行蓄洪区看作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这个生态系统中有水域、湿地、荒滩、耕地、村落，有

水生植物、湿生植物、农作物、灌木丛、杂木林，还有

各种野生和家养的动物。不断探索宜工、宜农、宜

渔、宜牧的土地利用方式，使行蓄洪区的发展走上良

性轨道［(］，适度实施移民迁建，把属于洪水的通道还

给河流，是群众彻底摆脱洪水威胁，从根本上解决沿

岸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 1’ 治理水环境，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汾泉河下游的泉河河道淤积严重，不仅减小了

河网的调蓄容量，影响河道行洪排涝功能的发挥，而

且还减小了灌溉供水量，降低了河网水体的自净能

力。同时底泥污染对水体造成危害，因此清淤是增

加河道行洪断面、调蓄水量和清除河床污染沉积物

的有效措施。同时，按照清水走河道、污水走管道的

方式，在河道两岸应铺设污水暗涵，实现“清污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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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已建的污水处理厂连接，实行集中处理。另外，

在汾泉河各支流的入口处，修建控水控污建筑物，每

座建筑物由拦沙坎、自动拦污栅、沉沙池和入清节制

闸 ! 部分组成，其作用为截断支流污水，把污水导入

污水干管，同时拦截支流泥沙和漂浮物［"］。

在防洪和水环境治理的基础上，还要搞好水资

源的综合利用，尽可能地利用污水和雨洪资源，促进

污水、雨洪资源化，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

益。在加快治理建设的同时，要注意解决城乡供水、

农村用水和农业灌溉问题，加大节水和治污力度，加

强小流域综合治理和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 结 语

对汾泉河进行生态治理后，可为上游各支流的

除涝、防洪打开排水出路，提高干流的防洪除涝能

力，较好地发挥工程的经济效益。对周口地区 #$%#
& #$$’ 年历年的降水量涝灾面积，按雨量 & 涝灾相

关法分析可知：治理后，如遇 ( 年一遇的降雨，该区

域内可减免涝灾 ! 万 )*+，渍灾 + 万 )*+，增产粮食

((’’ 万 ,-，，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可靠的基

础。另外，该流域一些地区分布着大面积的砂姜黑

土，土质黏重、排水不良、可耕性差、适耕期短，治理

后由于水利条件的改善，地下水位得到有效控制，减

少砂姜黑土区水渍时间，改良土壤性质，有利于增加

农作物产量。最后，通过建立生态功能区和增绿造

景，既美化了环境又增强了河流的调蓄输水能力，降

低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改善人居条件和卫生状况，

基本消除环境给人类健康带来的恶劣影响，提高人

群的健康水平和生活水平，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十

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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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设备编辑模块

管网设备数据由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组成。空

间数据主要定义设备的坐标位置和相对位置，便于

查找检修；属性数据主要包括设备的规格、工况等。

录入时提供基本的增加、修改、删除等操作，并支持

多种录入方式。

! .# 管理模块

管理子系统用于对管网信息进行全面了解和分

析，提供地图信息与属性数据的双向查询工具和管

段、节点即时状态查询工具，并对查询检索出的数据

进行统计输出。

! .! 事故处理模块

事故处理是指管网中突发爆管时，系统将能够

根据水源分布情况以及阀门状态，制定出合理的处

理方案，及时排除故障。利用系统可以快速搜寻事

故发生地，并且查明周围相关节点属性，反复搜索直

到找到形成最小封闭区域的所有闭阀方案，利用系

统的水力计算功能，在短时间内演算多种方案，得出

最优结果。

! .$ 信息发布模块

由系统所支持的数据双向查询功能，可以使系

统方便快捷的提供各种图纸、报表等信息。

$ 结 语

234 技术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技术体系已渗

透到各行各业。从长远来看，由于它具有精确度高、

直观性强和便于操作性等特点，基于 234 技术的城

市供水管网信息系统将是整个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以方便、简洁、实用为最基本原则，对供水

管网信息系统开发提出设想，采用 234 与 567859
相结合，为中小城市供水管网信息系统开发提供了

经济、高效、通用性强的开发模式，具有较高的应用、

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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