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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对城市河流功能及国内外城市河流生态治理理念模式的认识。以西安市沪灞河

治理为例，根据城市河流生态治理的相关理论及原则，针对沪灞河生态治理的内容，总结构建了

泸灞河生态治理模式。通过该模式治理后，区域社会、经济、生态效益良好。该治理模式将指导

实施“八水润西安”规划，并为西北地区城市水系整治提供理论依据及借鉴，有广泛的推广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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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was based on the function of urbaJl rivers and ecological management of urban

rivers and abroa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model．According to urban fiver ecological manage—

ment theories and principles Summary constructed Chan—-Ba River ecological pattern were construc·-

ted by taking example of content of the Chan—Ba River ecological management．Through this mode of

governance，the regional social，economic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were proved being good．The gov-

ernance model will guid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eight Hydra Xi’an”plan and provides a theoreti-

cal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the Northwest region urban water remediation，it would have wide applica—

tion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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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迅猛提

速，如何有效开展城市河流生态治理工作已成为

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探寻有效的城市河流

生态治理模式，对改善城市河流环境、充分发挥城

市河流作用、实现人水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城市河流治理事业正从过去单纯的水利治

理型转向经济建设、生态建设、人文建设。党的

“十八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理念，陕西省委、省政

府也在全面贯彻落实，建设“三强一富一美”西部

强省。2012年12月，西安市市委市政府站在战略

的高度提出并出台“八水润西安”规划，贯彻落实

十八大精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新西

安，规划实施“5引水、7湿地、lO河系、28湖池”，

综合整治城市水系。本文研究提出的城市河流生

态治理模式将为其提供借鉴和参考。

1城市河流生态治理研究进展

1．1城市河流的基本概念及功能

城市河流是指发源于城区或流经城区的河流

或河流段，也包括一些历史上虽属人工开挖，但经

过多年演化已具有自然河流特点的运河、渠系⋯。

城市河流是城市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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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中，有着十

分重要的地位。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

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对水环境的要求也愈来

愈高，城市河流已不仅仅具有“泻洪、排涝、蓄水、

引清、航运”等基本功能，而且还具有“景观、旅游、

文化、生态、对周边环境的呼应”等多种功能旧o。

城市河流治理和管理理念已从传统的工程观、经

济观演化为生态、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综合可持

续发展观，其内涵在于坚持以人为本，以治水为中

心，以恢复生态系统为目标，走基于生态系统的现

代流域水环境管理之路p1。

1．2国内外城市河流生态治理现状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对河道综合治理的研究比

国内要早H。5 J，瑞士、德国等国家于20世纪80年

代末提出了全新的“亲近自然河流”的概念；日本

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展了“创造多自然型河川

计划”；荷兰近年提出了“还河流以空间”的新理

念，莱茵河流域投资170亿美元实施了“为河流让

出空间”的行动等。我国在河流生态治理方面的

研究工作虽然起步较晚，但也进行了一些局部的

示范性工作。随着对传统工程水利的反思，“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让河流自由地呼吸”、“建立河

流绿色走廊”，这些理念正被越来越多的流域和城

市所接受。成都市府南河治理按照“让河流自由

地呼吸”的生态治河新理念、“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的模式，让沿岸恢复了河清水澈的秀美风光旧1；上

海苏州河第三期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以期进一步

恢复水系生态系统，将水质保持在五类景观水标

准。刊；南京外秦淮河3年整治投入30亿元，实施

水利、环保、景观、路网、安居五大工程，建立了河

流绿色走廊；天津按照“一河带起两个‘海”’的模

式，将海河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服务型经济带、文

化带和景观带；沈阳浑河治理坚持“水系综合整治

与扩大水面并举、恢复功能与增加景观并重”，恢

复水环境功能，打造了全新城市水环境；西安正在

绘出治河新蓝图，努力恢复水生态，重现“八水绕

长安”景观，让西安拥有清澈亮丽水世界。

2沪灞河生态治理模式研究

2．1沪灞河生态治理概况

沪灞河位于陕西西安市城东，是“八水绕长

安”中的两大水系，南依秦岭山地，北连渭河平原，

东临骊山，西界泡河，南北长约78 km，东西宽50

km。纵贯西安，是西安的重要水源和生态依托。

其中泸河为灞河最大的一级支流，灞河是渭河的

一级支流喁J。90年代以来，泸灞河的自然形态遭

到破坏，防洪标准偏低，没有形成完整的防洪体

系；人类采砂挖沙活动加剧，水土流失严重；受水

污染威胁，水环境恶化旧o；整个区域生态功能逐渐

弱化，成为西安市欠发展区域，是西安最大的“垃

圾场”。

随着西安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面对生态恶化

和城市增容双重压力，以及城市发展模式的主动

求变，西安市委、市政府经过科学论证，在广泛综

合国内外城市发展经验基础上于2004年9月决

定成立和建设了西安沪灞生态区，统筹沪灞河城

市段的治理和开发建设工作。生态区以“河流治

理带动区域发展，新区开发支撑生态建设”为发展

思路，走“水土资源复合开发、生态治理与建设开

发有机结合”的路子¨0|，生态区规划总面积129

km2，其中集中治理89 km2。

2．2沪灞河生态治理内容

沪灞河生态治理主要是针对沪灞河流域河道

防洪、水资源开发与利用、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经过水资源的合理配置、防洪体

系的提高完善、水环境的治理优先、水土保持、林

业生态治理、环境保护等工程的完成，建设良性循

环的生态环境体系，恢复和重塑泸灞河的安全泄

洪功能、水资源功能、排污净化功能、生态环境功

能及景观文化功能。

1)水安全工程。泸灞河水安全建设内容主要

包括防洪排涝安全、供水安全、生态用水安全、安

全纳污四个方面。在防洪排涝方面，泸灞河生态

综合治理共规划建设了23座橡胶坝，城市段防洪

设计标准提高为100年一遇，县城段提高为30年

一遇，建设河道一级堤防近50 km，满足了防洪排

涝的安全性，实现了与水环境、水景观相结合的防

洪排涝安全体系；在考虑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

上，保障沪灞河流域各行业的用水安全，满足沿岸

社会生产者的需求；生态用水方面，保证了枯水期

泸灞河水生态系统也能维持良性循环；安全纳污

方面，在泸灞河生态区及其周边地区建设污水处

理厂5座，沿河两岸绿化林带内设置箱涵将污水

导向下游，保证了安全纳污。

2)水环境工程。为提高沪灞河生态系统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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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能力，保护河流水环境，在：2产灞河综合规划治理

中，在进行水功能区划分和水环境功能区划分的

基础上，从泸灞河水体污染成因分析着手，按照

“减污一控源一截留一输导一修复”的思路，采用

物理、化学、生物处理技术及生态工程措施等进行

强化净化，如扩大地表水区域，储存丰富的水源，

采用多级缓冲生物塘(库塘)净化沪、灞河水体；种

植芦苇、曹莆、荷等水生植物，利用生物净化作用

提升河流自净功能；通过与地下水的交换关系，在

一定范围内地下潜水的污染程度逐步降低；通过

取坑为湖、取陆作洲，实现湖中有岛、岛洲相连，以

达到改善水环境的目的。

3)景观文化工程。泸灞河生态治理依托其得

天独厚的历史文化，在考虑区域现状、西安城市发

展规划及定位的基础上，以“一心、两轴、两带”的

空间布局体系，按照“以水为魂、以绿为本、以景

为翼、以雅为体”的思路，将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

施有机结合，人文精神与自然科学相融合，充分展

示“灞桥、霸柳、灞水”文化资源及治水理念，植人

水文化元素标识，设计涉水项目水文化符号等，规

划建设亲水城市广场18个，拥有水面17 000多

亩，绿化7 000多亩，林地29 000亩；在护坡植物

的选择上，采用合适的本土草种进行编织，形成“生

态毯”；并为西安市民开放沪灞湿地公园、雁鸣湖、

广运潭等大型生态公园，每年为西安“制造”1．47Y

吨氧气，名副其实地成为西安城市的“氧吧”。

2．3沪灞河生态治理模式

为了从根本上修复泸灞河的基本功能，本文

从保护河流、治理河流以及修复河流生态功能的

角度出发，按照尊重自然、协调统一、充分发挥河

流社会功能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1I，基于城市生

态学理论、城市水生态系统理论、景观生态学理

论、生态水利工程学等理论基础，在“河流治理促

进新区发展，以区域开发支撑生态重建”思路的指

导下，针对自身的地域特点及生态治理内容，形成

了城市水环境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泸灞河生

态治理模式”。

该模式遵循“水安全、水环境、水景观、水文

化、水经济”五位一体的全新理念，将水土资源耦

合开发，从防洪排涝、水质改善、沿岸景观、水面景

观、泸灞河水文化、地域文化等方面建设“绿色水

源”，改善水环境，为沿岸经济的发展提供优美的

环境，带动了周边房地产业、金融商务、高科技术、

文化教育、休闲旅游等产业，沿岸经济的发展将促

进资金的聚集和人才、技术、企业和政府管理的成

熟，其成就从各方面和途径反哺生态环境建设。

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资金流使区域内“社会一

生态一经济”系统及各子系统之间循环流通、相互

作用，最终维护了2产灞河的健康生命，提高了整个

泸灞河及沿岸的生态环境质量和经济水平，突出

了生态经济、总部经济、休闲经济和循环经济四大

理念，实现了区域可持续发展。

2．4“沪灞模式”效益

西安市i产灞河通过“i产灞模式”进行生态治理

后，成为集生态性、历史性、文化性和谐统一的灞

上明珠，使得该区域的社会、经济、生态方面取得

了显著效益。目前，西安市沪灞生态区已成为全

国第六个、西北地区首个国家级水生态系统保护

与修复示范区。

1)社会效益：沪灞河通过生态治理，一方面，

在防洪、防渗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保障了沪灞河

中下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另一方面，通过对河

道水质的改善，保证了城市供用水安全，避免了污

水对该区域的环境污染，极大改善了沿岸周边环

境，营造了人水和谐的优美环境，为市民、游客休

闲娱乐提供了的新去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和社会的安定。

2)经济效益：泸灞河生态治理后，带动了沿岸

土地的增值，使地价平均翻了10番，实现了“垃圾

地”变“黄金土”的神话；拉动了旅游业的发展，
201 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累计接待游客1572万

余人次，门票收入逾6亿；同时还缓解了当地就业

压力，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改善了投资环境，形

成了物流、金融、旅游、商贸、会展、文化教育等第

三产业体系，加快了泸灞生态区乃至西安市经济

的增长。

3)生态效益：i产灞河生态治理效益显著，不仅

使沿线生态环境得到了根本改善，还为西安市区

输送了大量的新鲜湿润空气，为动植物尤其是水

禽提供良好栖息地，维护了生物多样性，使得该区

域内物种多样性指数达到3．28，极大的改善了西

安城市生态环境，提升了西安城市品位，确保了泸

灞河城市(县城)段堤固、洪畅、水清、岸绿、经济繁

荣，加快了西安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3结语

城市河流治理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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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在城市河流治理与开发中，要明确治理的思路

与理念，综合考虑水的生态、利用、排放、防洪、景

观、文化等功能，努力构建人水和谐社会，提高人

们的生活质量，使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

护相协调，也将为西北区城市河流生态治理提供

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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