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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环境包括城市河流和湖泊，城市快速发展带来

的水污染与水资源短缺等问题，使城市水体功能退化、缺

失，水环境、水景观的破坏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从“海

绵城市”提出到城市黑臭水体整治作为突破口，再到全面推

进“一河一策”河长制，从“十三五”水污染防治攻坚再到

“十四五”“人水和谐”的追求，水环境治理工作更加注重

生态修复，“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美丽河湖建设，是

城市蓝绿空间生态功能提升及城市生态屏障构建的重要实

践 [1]。论文对河湖治理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针对点

源污染、面源污染、内源污染等问题提出了系统性的治理措

施，同时总结了目前河湖治理中常用的评价方法，为城市水

环境治理提供参考依据。

城市河流污染主要由于污水管网建设不到位、源头截

污不彻底、工业废水、生活污水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到河流中

导致河道污染、水质恶化，河道硬化的河床和堤岸阻断了水

域与陆域的联系，导致生态系统破坏，丧失生态循环及净化

功能 [2]，中国“十三五”期间黑臭水体取得较大进展，“十四五”

期间力争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城市湖泊富营养化主要由工业

点源、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排放点源污染及地表径流面源污

染、农业面源污染造成；根据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中富营养

状态湖泊占比 29%。黑臭河治理尚待长治久清，湖泊富营

养化依然突出，与全面恢复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水环境治

理目标相比仍有一定距离。从规划设计上，城市河湖规划设

计中往往重视景观效果忽略水环境质量，导致后期建设后再

进行治理，增加了治理难度及成本；从工程实施上，控源截

污工作不彻底、雨污混流合流制排水导致黑臭水体，生态修

复实施有些停留在传统的撒药、净化设备等方式，缺乏专业

性系统性的指导。“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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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目标实现，需要新型城市化建设与生态景观建设共

同结合，需要从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方面共同推进城市

水环境修复与建设。

城市河道污染分为外源污染与内源污染，外源污染主

要来自于沿河道两岸的生活、生产活动带来的点源污染及面

源污染，点源污染主要由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直排、污水处

理厂达标尾水排放等造成，直观体现是指河道两侧的雨污混

接排污口和污水直排口，面源污染主要指沿岸农业、养殖污

染汇入及雨水径流污染，内源污染指外源污染进入水体及

水体中生物死亡沉降长期积累于水体底泥中的污染沉积物

释放 [3]。

针对点源污染治理，一般采用截污纳管集中处理的方

式，对于短期内不能实现雨污分流的排口，可结合河岸空间

建设旁路人工湿地、设置一体化设备等，也可在排口处进

行生态化改造，设置生态浮岛，外围辅以不透水围隔，结合

微生物菌剂进行原位处理，生态改造方式更能融入河道景

观 [4]。在点源污染治理上需要将黑臭河道治理与海绵城市建

设统筹考虑，对于雨污混流造成的污染在源头设置雨污分流

装置，将雨水与污水彻底分流。

城市面源污染控制根据“源—迁移—汇”逐级控制理念，

结合现状选择性采用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措施，源头控制采

用透水铺装、屋顶绿化、下凹绿地等下垫面改造技术，迁移

过程控制主要采用植草沟、生物滞留设施、人工湿地等技术，

面源污染汇控制主要采用生态滨岸带技术、河湖水生态构建

技术等 [5]。

城市内源污染控制技术包括物理技术、化学技术、生

态修复技术，物理技术主要指底泥清淤、引水冲污、底泥覆

盖等，化学技术主要指投加二氧化氯、硫酸铜等水处理化学

药剂，生态修复技术主要包括人工湿地技术、生态驳岸技术、

生态浮床技术、水体生态系统构建技术、微生物菌剂技术、

曝气技术等综合技术，根据水体现状进行具体技术选择及

组合。

城市黑臭水体评价参照《城市黑臭水体污染程度分级

标准》以及当地实际情况，评价指标包括透明度、溶解氧、

氧化还原电位和氨氮四项，根据污染程度不同分为轻度黑臭

和重度黑臭。

水体富营养化评价方法有多种，常用的以蓝绿藻作为

污染指示种的生物指标参数法、指示生物法以及以理化指标

为主的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法及数学评价法，湖泊水库等多采

用营养状态指数法进行评价，具体评价方法可参考《湖泊富

营养化调查规范》及相关文献。针对流域型的河流水体仍多

采用综合营养指数法进行评价，还有待进一步标准化、规

范化。

单因子水质标识指数及综合因子水质标识指数评价法

在河流水质评价中应用较普遍，单因子水质标识指数可以比

较同类水质优劣，直接判断水质类别，但计算结果强化了单

一指标的影响，适用于单个指标污染程度的快速判断；综合

因子水质标识指数评价法广泛应用于河流的水质评价中，通

过多个参数指标综合评判水质优劣，可以对比在同类水质中

的优劣程度，既可应用于单条河流不同断面的水质变化，也

可以应用于不同河流横向水质比较 [6,7]。

在美丽河湖建设的背景下，河湖治理效果不再以单独

的水质指标来评价，而是以更多生态景观指标来进行综合评

价，具体可参考水利部《河湖健康评价指南（试行）》以及

个地方河湖健康评价指南。

城市河湖治理是一项涉及水利环保、城市规划、生态

景观等多方面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需要树立城市水资源与水

环境的综合整治系统理念，在消除黑臭提升水质的基础上，

逐步推进河湖生物多样性保护、河湖生态缓冲带建设、河湖

水文化与水景观建设等工程，同时还需要采用科学监测与评

估方式建立长效运维管理制度，加强河湖管理法律制度的建

设，扩大宣传教育，最终实现“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

和谐”的治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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