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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甘肃省文县的 3 条中小河流治理实践为例,分析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探讨中小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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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目前,我国的河流总数约为 5 万余条,多数为中

小河流,其中,平原地区的河流占 1 / 4,山区的河流

约占 3 / 4。 可见,中小河流是我国水利资源中非常

重要的一部分。 中小河流地域特点形式多样,其治

理是一项较复杂的工程。 当前,我国的中小河流所

造成的水灾占全国水灾的 80% ,中小河流引发的山

洪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占全水灾死亡人数的 2 / 3。
本文以甘肃省文县为例,分析当前中小河流治理中

所存在的问题,探讨中小河流治理的理念和措施。

1摇 文县中小河流治理的实践情况

文县位于甘肃省陇南市的南部,东北部与武都

区和甘南舟曲相邻,西南界与四川、陕西接壤,现辖

20 个乡镇,305 个行政村(居委会),总人口 24郾 08
万。 文县全境为南秦岭山地,气候垂直分布明显,温
暖湿润,除文县县城以东河谷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外,
其他大部为暖湿带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为 15郾 0益,
年降水量 444 mm。 文县属长江流域,境内有 2 江、8
河、360 多条小溪,河流年径流量达 200 亿 m3。 嘉陵

江一级支流有 1 条(白龙江),二级支流有 12 条,3
级支流有 51 条。 其中,流域面积在 200 km2 以上的

河流有 11 条,分别是:白龙江、白水江、马连河、白马

峪河、丹堡河、让水河、羊汤河、中路河、大团鱼河、龙
坝河和乔庄河。

甘肃省 2013—2015 年第一批中小河流治理下

达项目中,陇南市一共 18 条,其中文县规划实施 3
条,分别为白马峪河、羊汤河、中路河。 文县中小河

流治理情况、规划任务和实施情况见表 1。

2摇 文县中小河流治理过程暴露的问题

从表 1 可以看出,目前文县中小河流治理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国家下达的资金基本到

位,省级和地方配套资金落实不到位;只对部分中小

型河流进行了整治治理,流域治理不全面;规划工作

不到位,在流域治理过程中还存在急需治理河段、效
益不佳等问题;治河理念落后,工程措施单一;审查

脱离实际,设计变更严重,影响工程进度;水生态景

观和当地文化元素缺失等。
2. 1摇 缺乏流域观念

对重要河段只采取培堤、护岸等简单的工程措

施,没有兼顾上下游、左右岸和小流域建设,不能进

行整个流域的统一规划、综合治理,如中路河流经甘

南舟曲博峪乡、四川九寨沟县永和乡、陇南市文县中

寨和石鸡坝乡,最后汇入白水江,对跨流域的河流缺

乏统一规划。
2. 2摇 规划工作不到位

规划工作不到位主要体现在规划上报阶段、工
程设计阶段、项目审查阶段。 省级部门下达任务后,
县级部门上报规划时专业规划设计单位未能介入。
而县级有关部门技术力量有限,对中央精神领会不

透,对流域河道内需要保护的村社和耕地调查不全

面,市级发展改革委员会把关不严,导致规划对流域

治理未能全部覆盖,因而效益不佳,且平时项目储备

不足,上报时遗漏流域。 目前,文县中小河流还有 6
条需要治理。 羊汤河流域经现场踏勘,还存在 6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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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文县中小河流治理情况、规划任务和实施情况

河流

基本情况 规划任务

流域面积 /
km2

河流
总长 / km

文县境内需
治理河长 / km

流经
乡镇

流域内
人口 / 人

耕地面积 /
hm2

综合治理
河长 / km

新建
堤防 / km

保护人口 /
万人

保护农田 /
万 hm2

总投资 /
万元

羊汤河 570. 6 45 23
天池乡 6 872 703
桥头乡 21 740 1 910
尖山乡 4 088 640

3 4. 1 0. 2 40 1 200

中路河 946 81. 74 28. 5
中寨乡 5 100 2 187

石鸡坝乡 10 588 1 074
6 10 0. 88 253 2 880

白马峪河 365 43. 5 29. 5
铁楼乡 10 873 1 124

城关镇(5 村) 3 473 220
5 9. 9 0. 63 220 2 700

河流

实摇 施摇 情摇 况

已建堤防
段落及长

度(处 / km)

设计综合
治理河长 /

km

设计
新建

堤防 / km

设计
堤防
断面

工程设计
投资 /
万元

工程审批
投资 / 万元

项目实施
情况

工程施工
堤防断面

设计变更
情况

资金下达
情况

预备费动
用情况

是否
竣工
验收

羊汤河 13 / 5. 44 6. 3 7. 32 重力式和
仰斜式

1 298 1 252 按设计
要求完成

重力式和
仰斜式

断面
变更

96% 全部
动用

否

中路河 2 / 2. 598 10. 5 10
重力式、
仰斜式和
护坡式

2 878 2 847 按设计
要求完成

重力式
断面和

调项变更
80% 全部

动用
否

白马峪河 5 / 2. 332 11. 6 14. 38 重力式和
仰斜式

2 338 2 318 按设计
要求完成

重力式
断面
变更

96% 全部
动用

否

6郾 8 km 堤防需治理。 工程设计阶段由于规划任务

不到位,导致根据资金的多少决定设计工程规模,使
设计工作未能客观、科学地进行中小河流综合治理。
项目审查阶段主要审查设计任务是否完成规划任务,
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河流综合治理目标的问题。
2. 3摇 设计理念滞后,工程措施单一,防洪与生态景

观和当地文化不能有机结合

摇 摇 对天然河道进行裁弯取直和护砌,致使河道渠

道化、人工化,功能单一,河道治理单纯地做堤防和

护岸防洪,未能与生态景观和当地文化有机结合,破
坏了水的连续性和各类水生物栖息繁衍的空间,湿
地逐渐消失,生态环境逐步恶化。 如,位于天池乡羊

汤寨的堤防,其断面采用单一的重力式浆砌块石断

面,与文县天池国家森林公园(AAAA)景区格调极

不协调;又如,“中国白马人民俗文化之乡冶坐落在

白马峪河流域的铁楼乡境内,而白马峪河的治理中

缺失白马风情文化;再如,康县阳坝河位于康县阳坝

自然风景区(AAAA)内,阳坝河的治理中,水生态、
水景观元素引入太少,防洪为主的治河设计理念太

浓,陇南市 2013—2015 年第一批中小河流治理项目

类似情况很多。
2. 4摇 审查工作对河流特性认识不足

陇南市山区河流,暴涨暴落,常常伴有泥石流发

生,破坏性大,设计单位推荐的比较切合实际的抗冲

能力较强的重力式堤防断面,审查人员却不认可,主
张投资较省的护坡式断面,导致新建工程水毁严重,
影响效益发挥;工程占地较多,导致难以实施而不得

不设计变更断面。 修建重力式堤防断面,主要原因

是陇南的河流和稀缺的土地资源。 重力式堤防断面

占地少,抗冲能力强,耐久性强。 近年来,毁坏的多

处堤防中,护坡断面居多,究其原因主要超标洪水和

泥石流、推移质中孤石撞坏。 文县白马峪河和中路

河审批的护坡式堤防断面,由于占地较多,征地费用

难以落实,实施过程中护坡式和仰斜式断面基本全

部变更为重力式断面,目前 3 条河流都存在设计

变更。
2. 5摇 资金配套不到位

目前,中小河流资金补助政策是,中央配套占

80% ,其余 20%均由省级和地方政府承担。 甘肃省

2013—2015 年第一批中小河流治理项目中,陇南市

一共 18 条河流,主要依靠国家下达的 80% 资金来

实施,而省级(16% )和地方(4% )财政紧张,配套资

金落实不到位,资金存在缺口。

3摇 中小河流治理措施探讨

3. 1摇 流域统筹,强化规划

要重视规划的层次和高度,制定规划要考虑合

理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并重视流域的完整性和全

面性,通过完整、合理的流域规划为国家中小河流综

合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制定规划时坚持以下原则:
淤坚持因地制宜,因害设防、保护为主的原则,要突

出对重点村镇、人口密集区和群众生产、生活设施的

保护;于按照趋利避害的原则,规划工作要依据

GB50201—1994《防洪标准》的技术要求,按照设计

标准留足河道宽度,对过去侵占河道修建基本农田

的,要重新进行规划设计,还田与河,为水让路,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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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的行洪畅通。 盂坚持以流域为单元,体现全局

性和系统性,区域服从流域、局部服从整体,以骨干

沟治理为重点,整体推进,综合整治,坚持工程措施

和生物措施相结合,涵养水土,防止水土流失;榆工

程建设上遵循轻重缓急的原则,按照先重点、后一

般,先县城、后农村,先重点城镇人口密集区、后基本

农田设施,分期分批,长期建设。 虞委托具有相应资

质的专业规划设计单位参与规划编制工作,先制订

出流域的综合规划和各河流的独立规划,按照重点

突出、点面结合、分批实施的治理方案逐步实施。
3. 2摇 优化设计,科学审查

中小型河流综合治理应以河流流域治理为目

标,以生态治理为主线,进行综合治理。 在满足中小

河流的防洪安全和资源功能的前提下,强调河流的

自然、生态和舒适性,包括河流水生物的舒适性。
设计单位要更新设计理念,倡导绿色、环保、节

能、水生态和水景观理念,工程措施多样化,防洪治

理与生态环境相结合,遵循“尊重自然,保护优先冶
和“以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冶的原则。

在工程可研和初设等各阶段要认真做好工程现

场勘察和现场调查工作,广泛征求镇村意见。 在工

程设计中还要充分考虑地方民情风情、文化等因素,
结合实际,在科学合理的基础上尽可能精细化设计,
减小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变更可能。 审查人员需要更

新治河理念,深入现场调查,科学审查把关,指导设

计方案,完善综合治理措施。
3. 3摇 更新理念,注重生态,加强水景观文化建设

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项目设计单位和审查部

门要逐步扭转过去传统的治河理念,深入贯彻落实

人水和谐、生态治理的理念,采用护岸护坡、堤防加

固、清淤疏浚等综合措施,因地制宜提高河道防洪标

准;通过充分利用天然材料、生态混凝土、格宾网等

新型环保材料,种植适宜的水生植物等理措施,努力

改变硬质护岸、渠化河道的传统治理方式,促进河流

保持自然形态风貌,改善河流生态环境,既实现河流

防洪目标,也充分发挥生态、景观等多种功能。
a. 加强河流生境修复措施。 依靠自然修复恢

复和维持河流蜿蜒性特征及自然景观格局,保持局

部弯道、深潭、浅滩、洲滩湿地以及河滨带等自然景

观多样性特征。 在自然修复无法实现设定修复目标

时,可釆取符合河流规划的工程性修复措施。 工程

性修复措施应在不影响防洪安全的前提下,以增加

水面率、恢复水深等为目标。 对于枯水期断流的季

节性河流,可釆取封河育草、以绿代水、以绿固沙等

生物措施。
b. 因地制宜采取多种类型的生态护岸。 河道

整治中应尽量保持河道的自然特征及水流的多样

性,充分利用原有河道宽窄交替、深潭浅滩交错、急
流缓流并存、偶有弯道与回流的自然形态,与周边环

境相协调,保持河道的自然性和水流的多样性,另
外,尽量不要对天然河道进行人工渠道化护砌。 采

用多种类型的生态护岸重在堤脚防冲,可漫顶但应

冲而不垮,通过退堤形成生态缓坡断面,坡面配置植

物,用湿地、植物、树木等取代混凝土,用“软包硬冶
的生态措施提高蓄洪能力,保持河道原生生态,既达

到了防洪要求,同时更满足百姓对水清岸绿景美的

环境要求。
c. 充分利用当地天然材料、生态混凝土、格宾

网等新型环保材料。 河道治理中涉及的建筑材料较

多,有传统的干砌块石、木桩、竹篱石笼、浆砌灌砌块

石、混凝土等,还有新型材料,如生态混凝土、生态砌

块、生态格宾、生态袋等。 如何选取合适的堤岸砌筑

材料,是河流治理工程设计工作中重要的一环。 选

择堤岸砌筑材料要考虑的因素有:满足安全稳定要

求,节省投资,利于保留或恢复河流生态等。 建议尽

量采用本土自然材料,这样既节省投资、便于施工,
又使河流堤岸具有地方特色。 新型生态材料的选择

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堤岸的生态恢复因素,尽量让

堤岸利于植被生长,利于岸边生物栖息。 除考虑城

镇景观和其他功能性要求等特殊情况外,应尽量采

用天然的砂石材料和土木材料,特别是巧用块石、卵
石,做出富于自然风格的具备当地特色的护岸,减少

妨碍生态、形象呆板的水泥混凝土的使用。
d. 利用老挡墙。 河流堤岸老挡墙基本为干砌

的卵石或块石,经几十年的运行,表面布满各类本土

植物,与周围环境协调一致,完全符合河道治理生态

目标,有些老挡墙甚至可以说是生态护岸的典范。
在中小河流治理当中,应充分重视河道堤岸原有老

挡墙的利用。 老挡墙已安全运行多年,事实证明基

本符合稳定要求,只要在挡墙堤脚等薄弱部位采用

适当的防冲加固措施,即可满足设计要求。 设计人

员应大胆实践,不可因老挡墙缺乏设计资料、情况难

以摸清等问题而直接选择挖除新建。
3. 4摇 争取资金扶持

中小型河流综合治理是水利工作的一项重要任

务,目前仅靠国家渠道投资,地方资金难以配套。 建

议国家资金下达计划中,一要对贫困县区给予政策

倾斜,一次性下达资金,便于工程保质保量完成;二
要对与景区建设结合的流域治理加大投资力度,争
取一次性投入,避免重复投资。 地方政府要抢抓住

精准扶贫机遇,加大项目争取力度,力促河道治理项

目全面建设、早日开工,大力开展小型河流灾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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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缓解小型河流防洪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

矛盾。 为全面推进中小型河流综合治理,应积极拓

宽投资渠道,多方筹集建设资金:一是实行中央扶

持、省市县地方财政补贴相结合的融资方式;二是设

立各级中小型河流治理建设基金,由各级财政注入

启动资金;三是争取利用国开行贷款。
3. 5摇 改革管理体制,建立长效管护机制

改革现行的管理体制,增加防洪设施安全管理

投入,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将防洪设施安全管理经

费纳入地方财政管理中,确保防洪设施安全管理正

常运行,并且防洪设施安全管理经费随着国民经济

的发展逐年增加。
加强中小河流项目建后管护工作,从产权划定、

管护资金落实、考核奖惩等方面入手,建立健全管理

和管护两大网络,在以行政推动为主体的基础上,逐
步实现市场化管理,使中小河流项目管护全面进入

常态化、制度化。
中小河流项目建设关系防洪、排涝、环保生态等

诸多方面,工程建设是抓手,管理是关键。 要确保工

程质量和安全,必须建立健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及

管理网络,切实加强工程项目管理,从建设程序、管

理手段上下功夫,将其建设成为服务百姓、关爱民生

的福祉工程,为全面实现水利现化代提供基础保障。

4摇 结摇 语

中小河流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关系到区

域防洪安全,也关系到流域防洪安全,还涉及生态环

境保护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因此必须坚持以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根本,科学规划、统筹安

排,合理建设、注重实效,突出重点、有序推进,在确

保防洪安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小河流治理综合

效益,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中小

型河流综合治理应在充分总结以往水利建设经验的

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发展对水利建设的需求,以实

现“水清、流畅、岸绿、景美冶为中小河流综合治理目

标,更新河流治理理念,实现防洪保安全与建生态之

河的协调统一,还中小型河流以碧波荡漾、自然生态

的本来面目。 同时,把规划编制和工程质量放在中

小河流治理的重要位置,创新治理模式,多渠道筹集

治理资金,确保治理任务如期完成,并发挥应有的综

合效益。
(收稿日期:2016 11 20摇 编辑:彭桃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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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c. 完善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配套建设。 通过

新增污水处理工程和对现有污水处理厂提升改造,
使全市一年增加污水处理能力 2555 万 t,污水处理

率将从 94%提升至 98% 。 提高雨水收集能力,以实

现 75%的雨水回收利用为目标,减轻小清河汛期污

水处理负荷。 加大污水收集能力,对于陈旧的地下

污水管网设施,可更新的部分,采取逐步替换的方

式,管网设计应充分考虑未来多方面因素,实现长久

有效利用;不可更新部分,应加强地上污水导流,避
免污水直接排入河道。 政府应鼓励企业采用污水处

理设施,并加强监督力度;企业应达标排污,杜绝偷

排污水行为。 另外,企业未启用的污水设备应加以

有效利用,以大大减少污水排放量。
d. 开展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及生态补水。 以“谁

污染谁付费,谁受益谁补偿冶和广泛参与的原则[7],
采用经济补偿、政策补偿和技术补偿相结合的方法,
制定生态补偿标准,并强化管理,鼓励社会多方面参

与。 为保证小清河有充足的水资源,可采取多源头

共同补水的方法,统筹利用水资源,综合考虑汛期和

枯水期水量的差异,结合实际情况控制补水量。

3摇 结摇 语

济南市小清河综合治理工程突出以人为本、人

水和谐的基本理念,在治理过程中,应该牢牢抓住出

现的关键问题,以整体性思路为基础,以针对性治理

为手段,使小清河重现昔日“清冶河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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