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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农村河道侵占严重 ,水面积锐减 ,河道淤积导致水利生态功能弱化 ,河道坍塌导致植

被生态弱化 ,水环境受到很多污染源的影响 ,特别是农村面源污染。对农村河道的治理应该从水环境治理和河道结构治

理两方面着手。河道水环境模式有循环利用生态治理模式、整体优化生态治理模式、多尺度相结合的生态治理模式、多

技术集成的生态治理模式 ;河道结构治理模式包括自然生态型河道治理、工程生态型河道治理以及景观生态河道治理三

种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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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农村河道数量众多 ,它们具有灌溉、航运、调蓄洪水等

功能 ,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河滩

上垃圾成堆、杂草丛生 ,违章搭建及阻水坝埂屡见不鲜 ,大部分

河道河水黑臭、鱼虾不生。河道生态严重退化 ,严重影响了居

民的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 ,必须加强对农村河道的治

理 ,本文从分析农村河道特点出发 ,从水环境治理及河道结构

治理两方面讨论农村河道治理的模式。

1 　农村河道的特点及现状

1 . 1 　农村河道的特点
农村河道是处于农村区域的河道 ,它与城市河道相比 ,具

有自身独特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功能的多样性、河道结构自然

多样、污染源复杂多样。

(1)功能多样。承担农村灌溉排涝任务的基础性工程 ,农

村河道具有丰富的功能 ,它是调蓄分洪的重要通道 ,是农田排

涝灌溉的主要渠道 ,是船舶运输的主要通道。同时农村河道又

是生态与环境的重要载体 ,它具有丰富的水资源、生物资源和

矿物资源。有的农村河道还是重要的城乡饮用水水源地 , 与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另外 ,农

村河道还为农村居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美学、教育、精神和文化

价值。

(2)河道结构自然多样。农村河道按地貌形态有山区河道

与平原区河道两大类。山区河道较为陡峭 ,纵坡降较大 ,蜿蜒

性较强 ,水流较急 ,河岸冲刷较严重。平原区河道边坡较平缓 ,

纵坡降较小 ,水面较宽 ,水流较缓 ,淤积严重 ,河床抬高 ,造成河

势变化。另外 ,通航河道船行波的影响 ,寒区河道冻融的影响 ,

造成河岸崩塌 ,也会使河道机构发生变化。

一般 ,农村河道人为干预较少 ,河道自然性保持良好 ,河道

生态建设方面优势相对明显 ,但农村河道在建成后的管理方面

还有很大滞后 ,加上农村居民维护意识上的不足。

(3)污染源复杂多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农村河道的

污染越来越严重。农村河道的污染来源有来自乡镇企业的工

业废水污染、农村养殖污染 (水产养殖和畜禽养殖) 、农村面源

污染、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和废弃物污染等。其中 ,农村面源

污染是具有农村河道污染特色的污染源。过量使用化肥 ,大量

的氮和磷营养元素随着农田排水或雨水进入江河湖库 ,污染了

水质 ,导致了水体的富营养化。农田使用的农药随雨水或灌溉

水向水体迁移 ,农药雾滴或尘微粒随风飘移沉降进入水体以及

施药工具器械的清洗都农村河道造成了污染。农村集约化养

殖 ,畜禽粪尿未加妥善处理的直接排放到农村河道形成污染 ,

还有污水灌溉也同样对农村河道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1 . 2 　农村河道的现状
农村河道不仅是水上交通运输的主要通道 ,行洪的主要载

体 ,还是很多生物生活的良好栖息地 ,更是人类赖以繁衍生存

的重要物质源泉。但是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由于人为原因 ,造

成许多农村河道成为死水潭、断头浜 ,水质恶化 ,大量水生生物

的消失 ,河道生态现状的严重退化 ,甚至完全消失 [1 ] 。

(1)河道侵占严重 ,水面积锐减纵横交错的河道水网既是

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源 ,又是防洪除涝、稀释降解污染物的

重要基础条件。但以往农村建设缺乏整体规划 ,更缺乏保护理

念 ,由于土地资源的缺乏 ,当地政府为了眼前利益盲目挤占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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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沟塘等 ,与水争地、填河造地 ,埋河修路 ,扩大建筑面积 ,造

成河道萎缩 ,出现了大量的“断头河”,致使水域面积大量减少 ,

区域防洪排涝能力严重下降。由于水面积率的严重减少 ,水体

纳污能力下降 ,水体的自净能力严重减弱。

(2) 河道淤积严重 ,洪灾频繁。河道严重淤积 ,河道的调

蓄洪水和防灾减灾能力减弱 ,造成河道导流行洪、泄洪、滞洪和

引水灌溉等水利防灾功能生态的失衡 ,出现“小洪大涝”和“大

洪特涝”生态灾害。

(3) 河道坍塌导致植被生态弱化。山区河道由于洪水期

洪水的冲刷造成河道崩塌。很多河道因常年遭受水上机动船

船行波冲刷 ,导致河道两岸坍塌严重。另外 ,现行农村土地承

包政策均将河道两侧河堤保护范围的土地承包到户 ,而农户惜

地复种指数较高 ,水土保持性栽桑、植树少且零星 ,故未能形成

条带状绿色植被保护带 ,致使河道堤岸水土流失状况严重。

(4)河岸硬质化程度过高。过去在河道建设过程中 ,仅注

重提高河道防洪排涝能力 ,注重河岸稳定性的保护 ,所以河岸

的建设大量采用硬质化护岸方式。这种建设模式不利于河道

水体环境与陆地环境之间的物质交换 ,阻断了生态系统物质循

环的链接。而且这种方式造成了生物适宜生存的栖息大量消

失 ,使生物无法生存 ,从而造成生态系统的失衡。

2 　河道水环境治理模式

农村河道水环境是农村大地的血脉 ,对降雨、洪涝、干旱及

生态环境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是农村生产生活不可缺少的基

础条件。农村水环境治理应该根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和农村水利现代化的要求 ,以建立健全农村排水系统及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保护饮用水源、修复和治理农村周边水环境为重

点 ,紧密结合农村水利工作实际 ,综合采取法律制度、工程技术

和个人行动规范等措施 ,突出重点、分布实施 ,实现农村水环境

清洁、水体流动、水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初步建立农村水环境监

测与保护体系。农村水环境治理模式主要包括循环利用生态

治理模式、整体优化生态治理模式、多尺度相结合的生态治理

模式、多技术集成的生态治理模式。

2 . 1 　循环利用生态治理模式
健康的水循环利用方式主要是指水在循环使用过程中 ,尊

重水的自然运动规律和品质特征 ,合理科学地使用水资源 ,将

使用过的废水经过深度无害化处理和再生利用。使得上游地

区的用水循环不影响下游的水体功能 ,地表水的循环利用不影

响地下水的功能与水质 ,水的人工循环不损害水的自然循环 ,

维系或恢复城镇乃至整个流域的良好水环境 ;将传统的“资源

- 产品 - 废水达标排放”的单向式直线用水过程 ,向“资源 产

品 废水处理达标再生利用”的反馈式循环用水的过程转变 ,

从开发 排放的单向利用向循环利用转变 ,实现水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

2 . 2 　多功能整体优化生态治理模式
农村水环境是多方面组合而成的复合的巨系统。整体优

化生态治理模式是根据水体的系统特征 ,从生态、水景观、给

水、排水、污水处理、灌溉、航运、再生利用、排涝和文化遗产、旅

游等各方面 ,统筹规划供水、节水与水污染防治 ,增强水系统的

整体性、适配性、扩展性和应急能力 ,提高系统抗御外部干扰的

稳定性 ,以及具备可靠的供水水源、安全运行的供水排水系统、

良好的灌溉用水 ,满足人居环境相适应的健康水环境等方面的

要求。有效地稳定改良水体的生物多样性 ,提高水体生态自我

修复能力 ,使水体水产品健康无害 ,野生动植物能健康繁育 ,人

类能在农村河湖中游泳 ,从而构建农村和谐的水环境。

2 . 3 　多尺度相结合的生态治理模式
农村河道有独立自成体系的河流 ,有交错成网的河流 ,如

平原圩区河道 ,河道相互交错 ,各条水系相互沟通 ,形成较为复

杂的水网体系。这些河流有单一小区域的河流 ,有跨越多个区

域的河流。可见 ,农村河道所涉及的空间尺度是多样的 ,既有

单河道尺度的 ,又有多河道尺度的 ,还有流域尺度的。而且这

些不同尺度的水体环境是相互影响的 ,因此 ,对于水环境的治

理不能仅考虑单一尺度 ,应该多尺度综合治理 ,既要实施单一

河道尺度的重点治理 ,又要考虑多河道、流域尺度的综合治理、

采用联动式治理模式。

2 . 4 　多技术集成的生态治理模式
产生农村水环境恶化的原因多样 ,污染是最关键的原因 ,

所以在农村水环境治理过程中应严格控制污染源 ,严格禁止点

源污染的直接排放 ,严格控制农药、肥料、饵料等污染物使用。

对于污水 ,应该集中收集、集中处理 ,积极采用污水集中处理技

术、湿地处理技术、生态河岸带缓冲处理技术等相关技术处理

生产、生活污水。

对于水环境已经恶化的水体 ,应采取工程与非工程技术加

以治理 ,利用水利工程优化调度技术 ,活化水体 ;利用微生物技

术消除水体内的污染物质 ,利用曝气技术增加水体的含氧量 ,

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 ;利用植物技术吸收污染物 ,利用疏浚技

术去除底泥中的污染物质。这些技术措施只有相互配合使用 ,

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所以 ,治理中应该采取多技术集成的生

态治理模式。

3 　河道结构的生态治理模式

农村河道自然性较强 ,生态状况保持较好 ,但是自然河道

的防洪能力大多较弱 ,所以 ,对这类河道的治理既要充分维护

现有的自然生态状况 ,也要能大大提高河道防洪能力。河道生

态治理中 ,能展现河道特色的关键因素是河道的结构型式 ,所

以河道结构型式的构造是生态河道治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综合各种治理技术和治理措施 ,农村河道结构的生态治理包括

自然生态型河道治理、工程生态型河道治理以及景观生态河道

治理三种治理模式 [3 - 5 ] 。

3 . 1 　自然生态型治理模式
自然生态型治理是选择适于滨河地带生长的植被种植在

河道岸顶、坡面和水边 ,利用植物的根、茎、叶来固岸。如种植

柳树、白杨等具有喜水特性的植物 ,由它们发达的根系稳固土

壤颗粒增加堤岸的稳定性 ,加之柳枝柔韧 ,顺应水流 ,可以降低

流速 ,防止水土流失 ,增强抗洪、保护河岸的能力。这种模式可

以根据当地的地形特点和水文条件 ,对植物结构和栽植方式做

一定的改造。可以采用“土壤生物工程法”,利用木桩与植物

梢、棍相结合、植物切枝或植株将其与枯枝及其 (下转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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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收入的增加 ,农户居住空间迁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空间

移动能力越来越强。

通过预测村庄规模 ,制定乡村空间规划 ;通过乡村规划约

束和引导农户居住空间有序发展 ,为农村饮水工程合理布局和

有效利用奠定基础。如中心村规划区域可以优先布局农村饮

水工程 ,而一些明显处于衰退期的村庄则可以延缓。

4. 2 . 2 　加强村民自治 ,鼓励村民参与管理

加强村民自治关键是要建立农村饮水安全需求选择的表

达机制 ,在基层推进民主制度建设 ,使村民能够就自己切身利

益的事发表意见 ,并且有权投票选择保护饮水安全的各种管理

措施。坚持“一事一议制”,使农民能够直接或间接就饮水安全

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其次 ,加强村民自治 ,应赋予农民直接

选举村级、乡级干部的权力。通过选举约束 ,使被选干部真正

代表群众的意志 ,真正对选民负责 ,选民执行监督的作用 ,并用

手中的选票作为对地方官员的奖惩。此外 ,对跨地区的大型饮

水工程建设 ,应由选举代表参与协调 ,并及时通告协调情况 ,必

要时举行专家听证制度 ,并经地方人大表决决定。

鼓励农民参与饮水安全管理 ,这种群众“参与式管理”在国

外已经实施多年。参与式管理改变了传统自上而下的单向决

策模式 ,要求决策自下而上 ,这种不仅可以提高水利部门的行

政能力 ,增加双向沟通 ,减少民怨 ,化解潜在矛盾 ,而且也有利

于提高村民自治的能力 ,增加村民对公益性事业的责任感。

5 　结 　语

通过对江汉平原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分析 ,认为单靠建设

农村饮水工程不能彻底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必须将农村饮

水安全问题纳入到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体系之中 ,通过系统的整

体优势 ,促进农村饮水安全子系统的发展。乡村人居环境特别

强调空间结构的合理性 ,通过村庄空间结构的调整和规划 ,提

高农村饮水工程的使用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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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工程生态型治理模式
山区河道和航运河道等冲刷较为严重的河道 ,防洪要求较

高。对这些河道的治理必须采用一些工程措施 ,才能有效地保

护河道的结构稳定性和安全性 ,同时还必须采用生态措施 ,维

护好河道的生态环境。这种治理模式称为工程生态型治理模

式。采用天然石材、木材、植物保护岸坡 ,如在坡脚设置各种种

植包、石笼或木桩等 ,斜坡种植植被。

工程生态型治理模式以防止岸坡冲刷为主 ,在材料选用上

常常采用浆砌或干砌块石、现浇混凝土和预制混凝土块体等硬

质且安全系数相对较高的材质。在结构形式上常用重力式浆

砌块石挡墙、工形钢筋混凝土挡墙等结构。

3 . 3 　景观生态型治理模式
景观生态型河道治理模式主要是从满足景观功能的角度

对河道加以治理 ,将河道的生态要求和景观要求综合考虑 ,充

分考虑河道所处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 ,沿河设置一系列的亲

水平台、休憩场所、休闲健身设施、旅游景观、主题广场、艺术小

品、特色植物园和各种水上活动区 ,力图在河道纵向上 ,营造出

连续、动感的“长幅画卷”的景观特质和景观序列 ;在河道横断

面景观配置上 ,多采用复式断面的结构形式 ,保持足够的景深

效果。

景观生态型治理模式将各种独立的人文景观元素有规律

地组合在一起 ,构成了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 ,它将美学作为一

个和谐和令人愉快的整体。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这一治理模式主

要适用于城镇居住区内的河道治理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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