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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竹溪河是堵河的二级支流袁其水生态保护问
题关系到竹溪县经济尧社会尧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的优质调水遥 本文针对竹溪河新城段水生态
现状问题袁从清淤清障尧恢复水系连通尧水生植物群落构
建等方面提出了河道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措施遥

关键词：竹溪河曰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曰水生态系统群落

引言

水生态系统是水生生物群落与水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制约，

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共同构成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动

态平衡系统。

本研究以竹溪河为例，根据竹溪河新城段现状，同时考虑环

境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尽量减少人工构筑物的建设，探

讨河流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技术措施，以期解决竹溪河新城段

水生态、水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1基本情况
竹溪县位于鄂、渝、陕三省交界的秦巴山区，是汉江最大支

流堵河的源头、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之一。竹溪河

是堵河的二级支流，发源于鄂、陕两省交界处的铁桶寨，流经竹

溪县的龙坝、中锋、城关和水坪等乡镇，于县河镇小田坝村汇入

县河，全长 69.5km，落差 755m，平均坡降 3.9译，流域面积
662km2，占全县总面积的 19.9%。流域现有人口 22.47万人，耕地
18.47 万亩，有效灌溉面积 8.52 万亩，分别占全县的 60.2%，
39.9%和 53.5%，在竹溪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
用，是竹溪县的“母亲河”。

竹溪河为山区雨源性河流，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补给均靠降

水，流量与水位变幅很大，洪水持续期短，枯水期流量小，河段 20
年一遇洪峰流量达 1259.29m3/s，河口多年平均流量 8.09m3/s。

竹溪河新城段尾端位于水坪镇境内，河流在此绕桃花岛形

成 杂型回水湾，长度 2.4km，平均宽度 68m。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村集体将这段河道裁弯取直，拦截主河道兴建向家汇电站，同

时在裁弯取直故道进、出口各修建 1座涵洞，将故道与主河道
连通，进出口涵洞均无控制措施。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附近村

民在故道内修建堤梗，养鱼种藕，由于竹溪河汛期来水量大，为

防止洪水冲毁藕塘鱼池，村民将进口涵洞封堵，出口涵洞维持

原状。

2水质现状
根据《全国水功能区划报告（2011-2030 年）》、《湖北省水

功能区划报告》、《十堰市水功能区划报告》，竹溪河新城段目

标水质为域类。2018 年6 月检测结果显示，故道内现状水质

为劣 V 类，达不到水功能区目标水质要求，超标因子主要为
TP、TN、BOD5。

3存在问题
3.1 内源污染

故道内现有 16 处鱼塘，均为投肥养殖，鱼类群落结构
不合理，食物链结构失衡，水体水生植被及小型浮游生物、

贝类严重破坏，导致故道水生态系统自净、修复能力降低；

多年的投肥养殖加上其他污染物沉积 , 致使故道底泥中沉
积大量富营养化物质；投肥养殖和底泥污染是故道水质退

化的主要原因。

3.2 农村生活污染
农村生活污水中含有大量有机物，另外还有富营养的氮

磷物质以及病菌、悬浮物等。其排放主要以排放面广、分散、

难于收集、水量水质变化波动大等为特点，会导致水体氮、磷

超标，富营养化加剧，严重的直接导致藻类大量繁殖而形成

水华。故道汇水面积范围内有农业生产人口约为 300 人，污
水直接分散入河。按城镇与农村生活污染物入河计算，主要

污染物 COD 入河量 4.12t/a、NH3-N 入河量 0.40t/a、TP 入河
量 0.10t/a、TN 入河量 0.94t/a。
3.3 农业面源污染

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来源于农田施肥、农药的使用。农业

生产中的过量化肥无法被植物吸收利用，氮、磷、钾等养分直

接随着灌溉水、地表径流等进入水体。故道汇水面积范围内

现有耕地面积 0.15 万亩，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水稻、棉花等
作物，每年施用化肥（包括氮肥、磷肥、钾肥和复合肥）的实物

量为 268t。
3.4 水体连通性差

故道进口与竹溪河主河道连通涵洞被人为封堵，故道水

体连通性差，影响了故道的自净能力。枯水期故道还存在断

流现象，生物多样性锐减，水生态环境恶化。

3.5 资金投入不够
资金投入不够，基础设施不完善。流域内基础设施不完

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不健全。村庄排水多为地表漫流，

居民生活污水不能到到有效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收集处理

系统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4对策措施
水生态修复是一项理论复杂、因素众多、操作困难的工

作，既要因地制宜，又要符合科学，更要讲究实效。按照水生

态系统的理论，根故道据现在的实际状况和湖北地区的实践

经验，结合故道历史成因分析，对修复水生态系统、创造水中

生物多样性环境提出以下几条对策措施。

竹溪河新城段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措施探讨
吴雪洁 陈晓群 周念来 喻 婷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湖北武汉 430070 2湖北省水利水电科技推广中心 湖北武汉 430070）

5



叶资源节约与环保曳 2019年第 5期
4.1 清淤清障

故道内鱼塘堤梗和淤泥一方面破坏了河道的连续性，不

利防洪，另一方面，鱼塘投肥养殖沉积的污染底泥，持续释放

污染物，对河道水质产生不利影响。疏挖清淤是将故道内的

行洪障碍物和污染底泥进行清除，恢复河道功能。与此同时

清除故道内的水葫芦、水花生、互花米草等强入侵能力的物种。

4.2水生植物群落构建
在故道修建湿地坝，适当抬高故道内水位，增大水力滞留时

间，为大型水生植物群落的构建创造条件，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

湿地处理系统。

在湿地坝建设后形成的滩地和湿地进行大型沉水植被优化

和引种，引导生态系统建立可自我更新的繁殖体库，在此基础上

结合植物生长状况选择合适的区域和物种进行重点培育和人工

辅助恢复及演替，优化沉水植物种群结构，通过沉水植被较强的

净化作用提升水质和水生态系统自净能力，同时为水生和两栖

生物等提供栖息地。

水生植被优化的物种选择原则，立足区域生态，选择以乡土

水生植物作为湿地水生植被修复的主要素材，在当地现有湿地

植被的基础上，开展水生植被优化工作，适度引入耐污性好、抗

风浪强、净化能力强的其他水生植物物种，如苦草、黑藻、微齿眼

子菜等，增强生物多样性，并兼顾景观要求。

4.3水系连通
恢复故道与竹溪河主河道的连通性，将已封堵的故道进口

涵洞疏通，在涵洞进口设控制闸。枯水期故道内来水量较小或断

流时，开启控制闸，引竹溪河水入故道；汛期竹溪河水位较高时

关闭闸门，防止竹溪河洪水通过故道，对故道内的水生植被造成

破坏，使故道水生态朝健康方向发展。

结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将生态建设提升

到了新的高度。本文通过对竹溪河新城段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

进行分析，在技术层面提出了针对性对策措施。由于水生态保护

与修复是一项系统工作，从流域协调统一的角度考虑，以点带面

推进实施全流域水生态系统保护，实现竹溪河流域的全面、协调

和可持续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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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提升。电厂环保

设施运行效果直接影响自然生态环保工作水平，电厂环保设施

运行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国家相关部门大力推广电厂环保

设施的运行政策，电厂企业应积极响应国家节能环保的号召，加

强对设备运行状况的监控，做好设施的环保监测工作，减少生产

过程中的有害物质排放。保护好自然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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