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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生态环保理念的日益深入人心，传统水利工程正逐步向生态水利转变。在这一背景下，河
道景观设计作为水利工程与生态环境相交融的重要环节，其设计理念与实践方法值得深入探索。本文
旨在探讨传统水利向生态水利转型过程中，河道景观设计的原则、方法与实践意义。文章首先分析了
传统水利与生态水利的理念差异，进而阐述了河道景观设计的核心价值与设计原则。接着，详细探讨
了河道景观设计中生态元素的融入、景观多样性的提升以及文化特色的体现。文章总结了河道景观设
计在生态水利建设中的作用与挑战，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通过本研究为河道景观设计的理
论与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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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he tradition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re gradually transforming to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In this context，river landscape 
design，as an important link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tegration，its design concept 
and practical method are worth further exploration.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principles，method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river landscape design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water conservancy to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The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oncept differences of traditional water conservancy and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and then expounds the core values and design principles of river landscape design.Then，the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elements，the promotion of landscape diversity and the embodiment of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river 
landscape design are discussed in detail.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oles and challenges of river landscape design in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and prospect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Through this study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iver landscap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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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不断

提高。传统水利的理念主要聚焦于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如灌

溉、防洪等，往往通过硬质结构如混凝土驳岸等来实现这些目

标。然而，这种方式常常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相比之下，

生态水利则秉持着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原则，强调水利工程的

建设应尽量减少对自然生态的干扰。 

一个显著的差异体现在河道景观的设计上。传统水利倾向

于使用硬质驳岸，这种设计虽然坚固耐用，但缺乏生态友好性，

限制了水生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栖息。而生态水利则更倾向于

采用软质驳岸，如自然植被覆盖的斜坡，这样的设计不仅能增

强河岸的抗侵蚀能力，还能为水生生物提供栖息地，增加生态

系统的多样性。因此，生态水利的理念更加符合当前社会对可

持续发展的追求。河道景观设计作为生态水利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不仅关乎水利工程的美学价值，更直接影响到生态系统

的健康与稳定。因此，探索传统水利向生态水利转变中的河道

景观设计，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河道景观设计的核心理念 
（一）生态优先，和谐共生 

河道景观设计的首要原则是生态优先。这要求在设计过程

中，应充分考虑河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

确保景观设计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设计应促进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生，实现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具体

而言，需深入研究河流的水文、地质、生物等自然条件，分析

水流、泥沙、水质等动态变化，确保设计方案与河流自然环境

相协调。在植被选择上，应优先选用本地物种，构建稳定的植

物群落，增强河岸的生态功能，提高生物多样性。设计应注重

水体的自净能力，通过构建生态护坡、设置生态浮岛等措施，

促进水体自我净化，维持水生生态系统的健康。此外，设计还

需考虑生物栖息地的保护与恢复，通过构建生态廊道、保护关

键生境等措施，为野生动物提供安全的栖息与迁徙通道。设计

者还应关注生态系统的连通性，确保河流上下游、左右岸之间

的生态联系，促进物质与能量的自然流动，维护生态系统的整

体稳定。通过上述措施，河道景观设计不仅能够提升景观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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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价值，还能增强河流的生态服务功能，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

亲近自然、享受生态福祉的空间。 

（二）功能性与艺术性相结合 

河道景观设计不仅需要满足防洪、排涝、灌溉等实用功能，

还需充分考虑其艺术性，以提升城市形象和居民的生活质量。

在设计过程中，应注重景观的美学价值，通过巧妙的构思和精

湛的技艺，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河道景观。应综合运用景观生态

学、水文学、环境艺术学等多学科知识，科学规划河道的形态、

尺度和布局，确保其既符合自然规律，又具有美学效果。例如，

通过合理设置亲水平台、景观桥、水景雕塑等元素，不仅增强

了河道的实用功能，也丰富了景观层次，提升了视觉效果。同

时，设计者还应考虑景观的动态变化，如季节性水流变化、植

物生长周期等，使河道景观在不同时间和季节都能展现出独特

的魅力。此外，通过引入现代科技手段，如智能照明系统、环

境监测设备等，不仅提高了河道的管理效率，也为景观增添了

现代感和技术感，进一步提升了城市形象。总之，河道景观设

计应实现功能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结合，通过科学合理的设计，

既满足实用需求，又创造出美观、和谐、富有文化内涵的景观

环境。 

（三）可持续性与文化传承 

河道景观设计应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注重资源的合理利

用和环境的长期保护。在设计过程中，应采用生态材料和技术，

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消耗，降低环境影响。例如，使用透

水性铺装材料，促进雨水渗透，减少地表径流，减轻城市排水

系统的压力；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为河道景观的

照明、监控等设施提供动力，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设计应考

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连通性，保护和恢复河流的自然形态，

维持水文循环，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恢复。 

设计应融入地域文化元素，传承和弘扬地方特色，使河道

景观成为展示城市文化的重要窗口。在景观设计中，应深入挖

掘和提炼地方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元素，将其巧妙地融入

景观设计之中。例如，通过设置文化长廊、历史铭记碑、民俗

雕塑等，展示地方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利用当地的传统材

料和工艺，营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景观氛围。设计还应注重与周

边环境的协调，通过景观的过渡和延伸，实现河道景观与城市

空间的有机融合，提升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品质。 

二、河道景观设计中生态元素的融入 
（一）植被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在河道景观设计中，植被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是至关重

要的环节。通过科学选择和种植乡土植物，可以有效构建稳定

的植物群落，促进生态系统健康，提高河岸带的生物多样性。

乡土植物因其适应当地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具有较强的生

存能力和较低的维护成本，能够有效减少水土流失，改善水质，

同时为野生动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地，增强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

能力。此外，合理配置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植物，如乔木、灌木、

草本植物、水生植物等，可以形成多层次的植被结构，进一步

丰富景观层次，提升生态效益。 

避免使用外来入侵物种是维护生态平衡的关键。外来物种

往往缺乏天敌，容易过度繁殖，抢占本土物种的生存空间，导

致生态失衡，甚至威胁本地物种的生存。因此，在选择植物时，

应严格筛选，优先选用本地物种，避免引入可能成为入侵物种

的植物。对于已有的外来入侵物种，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控制

和清除，如物理移除、化学防治等，防止其扩散和蔓延，保护

本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多样性。 

通过上述措施，河道景观设计不仅能够实现生态恢复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还能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加丰富、健康的

自然环境。 

（二）水体净化与生态修复 

水体净化与生态修复是河道景观设计中的核心环节，旨在

通过科学的方法恢复和增强水体的自净能力，构建健康、稳定

的河流生态系统。在这一过程中，生态浮岛和人工湿地的设置

是两种有效的技术手段。生态浮岛通过在水面种植具有净化功

能的水生植物，如香蒲、水葱、浮萍等，利用植物根系的生物

吸收和过滤作用，有效去除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减少富

营养化现象，同时为水生生物提供栖息地，增加生物多样性。

人工湿地则通过模拟自然湿地的生态系统，利用土壤、植物和

微生物的共同作用，进一步净化水质，去除污染物，如重金属、

有机物等。人工湿地的设计应考虑水流的自然循环，确保水体

在湿地中停留足够的时间，以达到最佳的净化效果。 

对于受损河岸的生态修复，首先需要对受损区域的生态环

境进行评估，确定修复的目标和策略。修复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河岸植被的恢复、河床结构的调整、河岸稳定性增强等。河岸

植被的恢复应优先选择适应性强、根系发达的本地植物，以促

进土壤稳定，防止水土流失。河床结构的调整旨在恢复河流的

自然形态，如弯曲度、宽度和深度，以增强河流的自然流动性

和自净能力。通过设置生态护坡、石笼等措施，可以增强河岸

的物理稳定性，同时为水生生物提供多样化的栖息环境。综合

运用上述措施，可以有效恢复受损河岸的生态系统功能，提升

河流的整体生态健康水平。 

（三）绿色基础设施的融入 

将绿色基础设施如雨水花园、植草沟等融入河道景观设计

中，是提升城市生态效益和增强城市韧性的有效策略。雨水花

园通过模拟自然水循环过程，利用土壤、植物和微生物的协同

作用，有效拦截和净化地表径流中的污染物，减少城市内涝风

险，同时补充地下水，改善微气候。植草沟作为线性绿色基础

设施，不仅能够有效收集和传输雨水，减少地表径流速度，还

能通过植物根系和土壤的过滤作用，去除径流中的悬浮颗粒和

营养物质，提高水质。此外，绿色屋顶、透水铺装等其他形式

的绿色基础设施，同样可以在城市河道景观设计中发挥重要作

用。绿色屋顶通过吸收雨水，减少径流总量，减轻城市排水系

统的压力；透水铺装则通过其透水性，促进雨水下渗，减少地

表径流，同时降低城市热岛效应。这些绿色基础设施的综合应

用，不仅能够提升河道景观的生态功能，还能增强城市的整体

韧性，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如暴雨、洪水

和干旱。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设计，将绿色基础设施与河道景

观融为一体，不仅能够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还能创造更

加宜居、美观的城市环境，促进城市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和谐

发展。 

三、景观多样性的提升与地域文化的体现 
（一）丰富景观层次与元素 

通过设计多样的景观元素和层次，如亲水平台、景观桥、

雕塑、生态湿地、休闲步道等，提升河道景观的多样性和趣味

性。亲水平台的设计应注重与自然环境的融合，采用生态材料，

确保水体与陆地的自然过渡，同时提供安全、舒适的观水体验。

景观桥不仅作为交通连接，更应成为视觉焦点，通过独特的造

型和材料选择，与周边环境和谐统一，成为景观中的亮点。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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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作品则可以反映当地文化特色，增强艺术氛围，成为公众互

动和拍照的热点。生态湿地的设计旨在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利

用植物和水生生物的净化功能，改善水质，同时提供野生动植

物栖息地，增加生物多样性。休闲步道的设计应考虑不同年龄

段和身体条件的使用者需求，设置适宜的坡度、宽度和休息区，

确保通行安全和舒适。此外，还应考虑不同季节的景观变化，

通过选择四季常青或季节性变化明显的植物，创造四季皆宜的

河道风光，使景观在春花烂漫、夏日葱郁、秋色斑斓、冬景静

谧中展现不同的魅力，为市民提供全年无休的休闲空间。 

（二）融入地域特色与文化元素 

在河道景观设计中融入当地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元

素，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景观。通过设置文化长廊、历史铭记

碑等措施，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具体而言，文化长廊的设计

应充分考虑历史背景，通过雕塑、壁画、文字介绍等形式，展

示当地的历史事件、著名人物、传统艺术等，使游客在游憩的

同时，能够深入了解和体验地方文化。历史铭记碑则可以采用

具有地方特色的石材，刻录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增强

景观的文化底蕴。景观设计中还应融入当地的传统建筑元素，

如使用具有地域特色的材料、色彩和构造方式，营造独特的视

觉效果。同时，可以通过设置民俗风情区，展示当地的传统手

工艺、民俗活动、特色美食等，增强景观的互动性和体验性。

在植物配置上，选择具有地方特色的植物种类，如地方特有的

花卉、树木，不仅能提升景观的生态价值，还能增强景观的地

域特色。通过这些措施，不仅能够提升河道景观的文化内涵和

艺术魅力，还能促进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增强居民的文化

认同感和归属感。 

四、结论与展望 
河道景观设计是传统水利向生态水利转变的重要标志之

一。本文通过分析河道景观设计的核心理念、生态元素的融入

以及景观多样性的提升与地域文化的体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

探讨。实践表明，优秀的河道景观设计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的生

态环境质量和居民的生活品质同时促进生态水利的持续发展

和社会经济的全面提升。 

展望未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和科技创新的不

断发展河道景观设计将面临更多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进一步

创新设计理念、完善设计手法、提升设计品质将成为未来河道

景观设计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我们期待更多具有创新性、实

用性和可持续性的河道景观设计作品涌现为构建美丽中国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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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利工程施工管理中，人员素质直接关系到质量和安全

控制的成效。对施工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是提升工程质量和

确保安全的基础。施工人员应熟练掌握施工技术规范、工艺流

程以及质量标准等内容。例如，在混凝土浇筑施工中，施工人

员需准确把握浇筑的顺序、振捣的方式和时间等技术要点，任

何操作失误都可能导致混凝土结构出现质量问题，如蜂窝、麻

面甚至裂缝。同时，安全培训也不可或缺。要让每一位施工人

员深刻认识到施工现场的潜在危险，像高处作业的坠落风险、

电气设备的触电风险等。通过定期的安全演练，使施工人员熟

悉在突发安全事故时的应对措施，如火灾时的正确逃生路线和

灭火器的使用方法等。只有施工人员具备了扎实的专业技能和

强烈的安全意识，才能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有效地保障工程

质量和自身安全。 

5.2 引入先进技术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将先进技术引入水利工程施工管理

的质量和安全控制中具有重要意义。在质量控制方面，先进的

检测技术能够精准地发现工程中的潜在质量隐患。例如，无损

检测技术可以在不破坏结构的前提下，检测混凝土内部的缺

陷，如钢筋的锈蚀情况、混凝土的密实度等，从而及时采取措

施进行修复和改进。在安全控制领域，智能化监控技术能够实

时监测施工现场的安全状况。通过在施工现场设置多个监控摄

像头，并结合智能图像识别技术，可以及时发现诸如人员未佩

戴安全帽、违规操作机械设备等安全违规行为。此外，利用信

息化管理系统，可以对工程的质量和安全数据进行高效的收

集、分析和管理，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实现对水利工程施工

质量和安全的动态控制。 

5.3 完善管理机制 

完善的管理机制是水利工程施工质量和安全控制的重要

保障。在质量管理方面，应建立严格的质量验收制度。每一道

施工工序完成后，都要按照既定的质量标准进行验收，只有验

收合格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例如，对于土方填筑工程，要对

填筑土料的质量、填筑的厚度和压实度等进行严格检测。在安

全管理方面，建立健全安全责任制度是关键。明确各个部门和

岗位在安全管理中的职责，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可以迅速追溯

责任源头。同时，应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涵盖洪水、地震等

自然灾害以及火灾、爆炸等意外事故。应急预案要明确在不同

紧急情况下的应对流程、救援力量的组织和调配以及物资的储

备和供应等内容，确保在突发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地进行应

对，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保障水利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 

结束语： 
水利工程施工管理中的质量和安全控制是一个系统工程。

质量控制是工程的核心要求，安全控制是工程顺利进行的保

障。二者协同发展，才能确保水利工程的高质量建设与运行。

在未来的水利工程建设中，应不断探索更科学有效的质量和安

全控制方法，推动水利工程事业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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