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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ll kind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extrusion is more 
serious, resulting in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come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For rivers,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city will discharge a large number of pollutants, resulting in serious water pollu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ersonnel to strengthen the attention to water pollution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formulate targeted solutions to realize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urban river, analyzes the pollution 
situation of the urban river, expounds the pollution source and harm, and then makes the targeted solution strategy combined with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realiz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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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种建设工程对自然环境的挤压较为严重，就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保护就成为行业发展的
关键。而对于河流来说，城市中的工业发展会排放出大量的污染物，造成严重的水污染，需要环境保护人员结合实际加强
对水污染的重视，并且制定针对性的解决策略，实现对环境的保护。论文就从城市河流入手，分析城市河流污染状况、阐
述其污染来源以及危害，然后结合相关信息制定针对性地解决策略，以实现对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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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河流由于流经城区较多，很容易受到工业污染的

影响，再加上城市人口较多，这些生产生活环节排放出的废

弃物就会对水资源产生很大影响，需要相关人员结合实际进

行设计，对城市河流水污染状况进行分析，阐述污染现状以

及危害，为后续的治理奠定基础。然而实际治理环节，城市

河流水污染相较于其余水资源来说更容易受到人类活动的

影响，所以水污染状况就较为复杂，由此造成的水污染状况

不仅类型较多，污染程度也较深，治理难度不断增长。此背

景下，就需要相关人员加强对城市河流污染状况的研究，结

合其污染状况开展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并且合理选择修复技

术，实现对水资源的治理。

2 城市河流水污染概述

2.1 概念
城市河流水污染是指由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活动和

人类行为导致的河流水质受到污染的现象。这种污染可能来

自工业废水、城市排水、农业排放、生活废水、雨水径流以

及其他来源。

2.2 城市河流水污染的成因来源
第一，工业活动产生的废水中可能含有有害化学物质，

如重金属、化学品和有机物，这些物质在排入河流后会对水

质造成严重污染。第二，城市排水系统通常将雨水和污水排

放到河流中。如果这些排水系统不完善或过载，就可能导致

生活废水和雨水中的污染物进入河流。第三，农业排放物，

如化肥、农药和兽医药物，可能通过径流进入河流，导致水

质受到污染。第四，来自居民家庭、商业和机构的生活废水

可能含有有机物、营养物质和微生物污染物，这些污染物也

会进入河流。第五，来自道路、建筑物和其他表面的污染物



35

资源与环保进展·第 02卷·第 06 期·2024 年 06 月

被雨水冲走，形成了非点源污染，这些污染物最终可能流入

河流。城市河流水污染对人类健康、生态系统和经济产生负

面影响，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来减少和控制污染物的排放，改

善城市河流的水质。

3 城市河流水污染的特点

城市河流水污染具有多样化的特点，需要相关人员结

合实际进行设计，为后续的治理奠定基础。第一是来源较多

的特点，城市河流水污染通常来自多个来源，包括工业废水、

城市排水、农业排放、生活污水等。第二是复合性的特点，

城市河流受到的污染物不仅仅是化学物质，还包括有机物、

营养物质、微生物等。这些污染物之间可能相互作用，形成

复合污染，使水体的治理更加困难。第三是季节性的特点，

季节变化对城市河流水污染也有影响。例如，在雨季，降雨

会带走地表的污染物，增加了河流的污染负荷；而在旱季，

由于水量减少，污染物的浓度可能会增加。第四是局部性的

特点，城市河流水污染通常呈现局部性，即某些区域或段落

受到的污染更为严重。这可能与工业区、人口密集区或排水

系统的位置有关。第五，还有持续性的特点，由于城市化进

程的持续推进和人类活动的持续进行，城市河流水污染往往

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污染物的排放可能持续不断地影响

河流水质，需要长期的管理和治理。

城市河流水污染见图 1。

图 1 城市河流水污染

4 城市河流水污染的危害

城市河流水污染带来了广泛而严重的危害，需要相关

人员进行分析，为后续的治理奠定基础。

4.1 对人体的影响
水污染对人类健康构成直接威胁。污染的河水可能含

有有毒化学物质、重金属、细菌和病毒等，如果人们直接接

触或饮用这些污染水源，可能导致消化道疾病、呼吸系统问

题、皮肤疾病甚至癌症等健康问题。

4.2 造成生态系统的破坏
水污染对河流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污染物可以杀

死或驱赶水生动植物，破坏水生生物的栖息地，影响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平衡。这可能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威胁整

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4.3 会对当地经济产生影响
水污染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受污染的河流可能

无法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导致人们生病、医疗费用增加，同

时也影响当地的旅游业和渔业。此外，治理水污染需要投入

大量资金和资源，给地方政府和社会经济带来负担。

4.4 会造成社会影响
水污染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环境公平问题。受污染

河流周边的居民可能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和生活负担，这可

能引发社会抗议、冲突甚至暴力事件。同时，贫困地区和

弱势群体往往更容易受到水污染的影响，加剧了社会的不公

平性。

水体生态修复见图 2。

图 2 水体生态修复

5 城市河流水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

5.1 污水处理技术
城市河流水污染治理中，污水治理技术是常见的技术

手段，主要涉及以下具体技术，需要相关人员结合实际进行

分析。首先是机械处理技术，包括网格、格栅、沉砂池等，

用于去除污水中的大颗粒杂物、沉淀物和悬浮物，净化水质；

其次是物理处理技术，主要包括沉淀、过滤和吸附等技术，

通过物理手段去除水中的悬浮固体、浮游物和一部分溶解性

有机物；之后是化学处理技术，包括加药混凝、沉淀、氧化

等技术，通过投加化学药剂，使污水中的溶解性有机物、重

金属等物质发生沉淀、凝聚或转化，达到去除的目的；最后

还有生物处理技术，包括活性污泥法、生物滤池法、生物膜

反应器等，利用微生物的代谢活动降解有机物、氨氮等污染

物，将其转化为较为稳定的无机物质 [1]。这些污水处理技术

通常会根据具体的水质特征、处理要求和投资成本等因素进

行综合应用，以实现对城市河流水质的有效治理和修复。

5.2 生态修复技术
城市河流污水治理与修复中，生态修复技术是常见的

技术手段，需要相关人员结合实际进行分析，充分发挥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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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技术的功能。现阶段的生态修复技术主要包括以下几

种：首先，湿地恢复，湿地是天然的生态过滤器，能够有效

去除水中的污染物质和营养盐。通过恢复和保护河流周边的

湿地，可以提高水质净化效果。这包括修复受损湿地、重建

人工湿地和保护自然湿地等措施。其次，河岸生态修复，河

岸是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水体与陆地交错的

过渡带。通过植被种植、河岸退化修复、生态护岸建设等手

段，可以减少河岸侵蚀、提高河岸稳定性，改善河流生态环

境。再次，植物修复，一些特定的水生植物具有吸附污染物、

净化水体的作用。通过种植适应性强的水生植物，如芦苇、

香蒲等，可以有效净化水体，降低污染物的含量。最后，水

生生物修复，一些水生生物具有吸附、转化或富集污染物的

能力，如藻类、蛤类等。通过引入这些生物或者创造适宜的

环境条件，可以促进水生生物对污染物的吸附和降解，提高

水质 [2]。常见的底泥修复技术包括生物修复、物理清除、化

学稳定等。这些生态修复技术通常会综合应用，根据具体的

河流特征、生态环境和治理目标进行选择和设计，以实现对

城市河流水质和生态系统的有效修复和保护。

5.3 非点源污染治理技术
非点源污染是指来自分散的、多源头的污染物排放，

通常包括城市排水、农田径流、工业废水、道路排放等。治

理城市河流水污染中的非点源污染是一项复杂而综合的任

务，需要采取多种技术和措施。第一，生态修复技术，生态

防治技术包括湿地建设、森林保护、草地恢复等，通过改善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态功能，减少土壤侵蚀、水土流失，

降低非点源污染物的输入；第二，农田水利工程，农田水利

工程包括建设沟渠、水库、水坝、渠道等，通过优化农田水

利设施，合理利用和调配水资源，减少农田径流和农药、化

肥等农业污染物的流失；第三，应合理进行土地利用规划，

需要通过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管控措施，避免过度开发和

不合理利用土地，减少土地表面的裸露，降低土壤侵蚀和非

点源污染的风险；第四，要制定农业管理措施，包括轮作种

植、耕作方式调整、施肥和农药的合理使用等，通过改善农

业生产方式和管理措施，减少农业污染物的排放和流失；第

五，需要城市排水管理，通过改善城市排水系统的设计和管

理，包括雨水收集利用、雨水径流控制、雨水污水分流等，

减少城市径流和污染物的输入 [3]。这些非点源污染治理技术

需要综合考虑土地利用、水资源管理、农业生产、城市规划

等多个方面因素，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和政策，以实现对城市

河流水质的综合治理和修复。

5.4 实时监测
城市河流水污染治理与修复需要先进的监测技术来实

时监测水质状况、了解污染源和评估治理效果，并在此基础

上制定针对性的解决策略。现阶段监测技术的设计主要有以

下几种：一是远程传感器技术，该技术设备可以安装在城市

河流周围或水体中，通过监测水质参数如溶解氧、pH 值、

浊度、温度、氨氮、总磷、总氮等，实时监测水质状况，并

将数据传输到监测中心进行分析和处理。二是遥感技术，该

技术利用遥感卫星、飞机等平台获取高分辨率的影像数据，

通过遥感技术可以监测水体的变化、识别污染源和评估治理

效果。遥感技术可以提供大范围、高时空分辨率的水质监测

数据。三是无人机技术，无人机可以搭载各种传感器，对城

市河流进行低空、高分辨率的监测，包括水体颜色、水生植

被覆盖、水质参数等，为水质监测提供高效、精确的数据支

持。四是物联网技术，该技术可以实现水质监测设备的互联

互通，通过部署传感器网络在城市河流中，实时采集水质数

据，并通过云平台进行存储、分析和共享，实现对水体的远

程监测和管理。五是水下机器人可以搭载各种传感器，深入

城市河流水底进行水质监测和采样，实时获取水体的多维信

息，为水质监测和治理提供重要数据支持 [4]。这些先进的监

测技术可以实现对城市河流水质的全面、及时监测，为治理

与修复提供数据支持和科学依据，帮助实现水环境的健康和

可持续发展。

6 结语

城市河流治理及修复是个复杂的工程，涉及水利、环境、

生态等多个学科，修复过程受到河流流量、污染物成分及含

量、环境条件等多因素影响，且治理、修复工艺均有一定的

适用范围。在实际工程中需统筹考虑、合理配置以实现城市

河流的治理及修复。对于污染严重的城市河流，需结合物理

法、化学法对其水质进行改善，然后以生物法进行水质净化，

恢复其中的生态系统，最终实现对该河流的治理及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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