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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E_BB_E6_B0_B4_E6_c57_614288.htm 河流治理是改善城市

生态环境的重要一环。曾几何时，用水泥硬化河道、河岸的

做法风行全国。实践证明，给河流“穿”上“水泥外衣”不

仅不利于水质的改善，反而把有生命的河流变成了窒息的死

河。可喜的是，近年来一些城市开始改弦更张，采用生态修

复的措施，还河流于自然。 生活在拥有河流的城市是幸福的

。但愿在今后的河流治理中，我们能吃一堑长一智，充分尊

重自然规律，让河流恢复往日的生机，为城市添彩，为市民

造福。 挖掘机轰鸣着铲除河底和岸边的水泥，工人们把岸边

残留的大石块一块块撬出⋯⋯这是记者日前在北京积水潭附

近看到的场景，这里正进行着北护城河综合整治工程───

以往河底和两边河岸完全以水泥和石头衬砌的“三光”河道

将被拆除，按照生态的理念进行治理。 给河道“穿”水泥外

衣得不偿失 阻止水的渗漏，破坏地下水的补充，加快水资源

的流失 北京市规划市区范围内有30条河流、26个湖泊。1988

年，北京开始大规模治理河道，目的是争取在最短时间内，

让北京水系达到水清、岸绿、流畅、通航的标准。在京密引

水渠、清河等河道的治理中，“河道衬砌”首先被采用。所

谓河道衬砌，就是在河岸及河底铺以水泥或石头，取代以前

的土壤。 主张这一做法的人强调，北京是水资源严重短缺的

特大城市，河道衬砌可以阻止水的渗漏。其次，河道衬砌还

可以防止水草疯长，草是阻止水流、阻碍供水的最大障碍。

另外，如果不做衬砌，流水的冲刷会让河道逐渐变宽，而对



于北京城内的河道来说，两岸已经是楼房林立，河道根本没

有扩充余地。很快，北京的做法被各地效仿，不少城市纷纷

来京取经。 不过，不少环保专家反对这一做法，认为这阻止

了水渠与自然界的交换，让它变成了一个人工制造的水泥池

，这会阻止水的渗漏，破坏地下水的补充。同时，衬砌河道

中水流速度加快，也会加快水资源的流失。 “就像身体之血

脉的城市水系，在我们的城市建设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和善待，”北京大学教授、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俞孔坚说，

“以往北京水系治理就犯了一个大忌，片面强调水系的排洪

、泄洪和排污功能，将水系截弯取直后以钢筋水泥护衬，以

为这便是将水系‘治服’，以图一劳永逸。其实，自然的水

系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是一个生态系统，它是需要一个自

然的生态环境方能维持健康的。” 著名环境教育工作者李皓

认为，在国际上，无论是对自然河道还是对大型的引水工程

，要尽量营造河道的天然状态已成为共识，具体行动包括：

除去以前人工在河岸或河底建造的水泥板，软化河床；尽量

使河流自然弯曲；让两岸长出多种野生植物，使河水中的水

生生物与岸边的植物、栖息昆虫、小动物、鸟类等形成天然

的生态环境和平衡，在保护生态资源的同时，也增加了河水

的自我净化功能。 让河流自由自在地“呼吸” 从大气水──

─地表水───地下水───再回到大气水。这是水自然循

环的规律 专家们的意见，逐渐得到了水务工作者们的充分重

视。北京市从2002年开始实施“生态治河”工程。北京市水

务局局长焦志忠在2005年10月发表的一篇题为《构建循环水

务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的文章中强调，要“研究和把握水

的规律，以科学发展观和循环经济的理论为指导，构建循环



水务”，而循环水务“首先是指水的自然循环，从大气水─

──地表水───地下水───再回到大气水。这是水自然

循环的规律。顺应这一规律，就要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实

现人水和谐，在防止水对人的侵害的同时，也要避免人对水

的侵害。” 据了解，北护城河综合整治工程2005年8月开工。

据介绍，由混凝土构成、10厘米厚的衬砌使河道三面光溜溜

，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拆除不透水、不透气的河底衬

砌，让河底能够自由自在地“呼吸”，是整治工程的一项重

要内容。在此次综合整治工程中，近一半的河底衬砌将被拆

除，护岸改为斜坡后种植绿色植被，以恢复和谐的生态景观

。 李皓对拆除河道水泥衬砌的消息非常欣喜。“是大自然教

育了我们，不科学的做法迟早要纠正，还河流以生命。” 实

际上，2002年开工的北京城市水系综合治理三期工程中，就

开始吸取了前两期工程的经验教训，生态概念凸显起来。这

一工程包括转河、亮马河、青年湖、高碑店湖的治理，以及

各河湖之间的连通。 记者看到，转河采用宜宽则宽、宜弯则

弯、驳石护岸、仿木桩护岸等方法，尊重水的自然循环功能

，促进地表水与地下水的交换。河道两岸种植了大量的柳树

、白杨、榛树等喜水特性的植物，它们用发达的根系，坚固

河堤，有效抵御汛期洪水的冲刷，也起到保护河堤的作用。

在温榆河的进一步治理中，水利局还特聘一位推崇生态治河

的美国水利专家为顾问，在温榆河沙河水库闸下规划出约两

公里的示范地段，借助天然植被和湿地改善水质。而这种生

态治河的费用，比全部衬砌节省50%。 近几年来，北京市的

水务工作者提出“维护河道健康生命，做河流生态代言人”

的口号，着力使北京城中心区主要河道除担负输排水任务外



，还为城市增添了水的灵气。 凉水河治理工程就形成了三道

生态治理系统：河道天然自我净化系统。整个河道有起有伏

、有隐有显、有坑有洼、有缓有急，使水质得到净化；植物

天然净化系统；水生动物天然净化系统。 北京市水务工作者

还采取大量生物措施改善城市河湖水质。在永定河引水渠、

南护城河、昆玉河等河道采用景观生态浮床种植美人蕉，插

种水葫芦，安装生物栅，养鱼除草等生物措施.在什海、后海

安装收藻设备；在北展后湖、西海、后海等水域投放鱼苗，

抑制藻类生长、繁殖等，有效防止了内城河湖大面积爆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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