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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了控制河势以及保护河岸，在河流上应当修建各类护坡与

护岸工程。原始护岸项目通常主要侧重防洪排涝等方面，其构造

型式追求施工方便、安全经济以及技术可靠，利用石料、水泥、混

凝土以及砂浆、沥青等当做关键的建筑材质，没有对于河流生态

效应足够关注，导致河流生态条件受到一定程度损害。

生态护岸指的是修复之后自然河岸，或者有“可渗透性”特点

的人工护岸方式，以生态环境及自然景观保护为前提，能够确保

河流和河岸间水体的交换调整，使水体与土体，以及水与生物相

互之间的涵养，进而适宜生命的繁殖以及栖息，而且还会发挥防

洪排涝功能。生态护岸方式延伸原始护岸的基本功能，关注对于

原始护岸工艺改进以及生态功能挖掘，于施工或者是设计之中

更多照顾生物与环境的需要，不但能够和周边条件构成相互协

调河道景观，而且能够经过相应保护来建立起丰富多彩的生态

体系，维持优美自然生态环境，顺应现代群众回归自然心理，对

群众的娱乐以及休憩供给良好的场地，提高城市的品味。

1 工程概况
大足区位于重庆市西部，北临潼南区，东北接铜梁区，东南邻

永川区，西南界荣昌区，西北连四川安岳县；是长江上游地区、重

庆大都市区，是重庆一小时经济圈的组成部分。棠香街道地处大

足城区中心东部，东邻智凤，南接龙水、宝兴，西连龙岗，北界中

敖、宝顶，以“海棠香国”之意而得名。本次段综合治理工程，位于

重庆市大足区棠香街道境内。治理范围上起和平桥，下至敬老院

下游约 20m。治理河道中心长度 1947m。本工程由大足区河道管
理站负责筹建和管理，工程建设使岸线平顺，岸坡稳固，保护岸

坡不被洪水破坏的同时也提升了河道及所处街道的整体形象。

2 河流的生态护岸工作于河道整治项目当中技
术应用
河流的生态护岸工作为一类仿自然情况人工护岸，其特征为

有着渗透性自然河床以及自然河岸功能，不但可以维持河岸生

态条件的稳定性，还可以使水、土以及水生生物互相滋润涵养，

为各种生物的繁殖与栖息提供环境，而且还有一定抗冲强度。生

态护岸为护岸项目的一类型式，其一定在满足项目的安全性以及

稳定性的前提之下，兼顾着生态效益以及其他方面的效益。而且

生态护岸应当尽可能使刚性构筑物以及人为的改造项目减少，增

强护岸于视觉当中“软效果”，对于工程条件进行相应美化，与工

程设计技术需要相符合，进而维持水体间水分的交换以及自动

修复的调节能力。

通常郊野型的河流其生态恶化以及水土流失问题是比较恶

劣的，河流边坡的生态自身修复能力比较脆弱，而河流与周围条

件已经趋向生态循环逐渐恶化。因此生态护岸工作是刻不容缓

的，选取对应的生态环保项目建设措施也是极为关键的。河流生

态体系当中，水与泥沙为河道以及滩岸内各类生物得以生存基础

条件，食物链间关系是极其繁杂的。生态护岸工程把河滩植物、

河水以及河岸连成一体，组成完整河流生态体系，进行设计的时

候，经过相关水文剖析对于水位的变化进行确定，选取适宜当地

成长以及耐淹且容易管理物种，对于河流与周围环境生物多样性

进行维护。而且生态护岸工程还需要尽可能采取天然材质，降低

不必须的硬质项目，于岸坡上布设多孔质结构，对水生生物栖息

提供适宜安全空间。植物种植范围，选取结构孔隙河岸，对于河

道生态体系发展进行保护，构建适合生物生存生长的水下孔隙条

件，使水、土以及水生生物可以涵养生息。

摘 要：河道整治工作不但应对于防洪排涝进行考虑，而且应当兼顾到景观以及生态环境方面的需求。 而生态护岸于
对原始护岸的基本功能进行延伸基础之上，还兼顾生物以及环境方面的需要。 本文对于生态护岸以及生态护堤进行相应
探讨，采取纯天然建筑材质，保护河流的生态，使河道整治项目整体的质量得到提升，并且还没有对于生态平衡造成破坏，
对河流护岸项目的设计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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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态护岸工程应用
3.1 植被生态型的护岸方式
植被生态型的护岸方式关键为于河流岸坡位置合理科学地

引进植被，应用植被对于坡岸进行加固、对边坡进行稳定、修复

环境以及控制侵蚀的工艺。植被型的生态护岸方式分为下部防

冲及上部岸坡防护措施，关键运用在河岸坡度比较缓斜、坡岸具

有较好稳定性、有比较厚的土层堤岸护坡。下部防冲措施针对不

同水力条件，选择浆砌条石镇脚或松木桩结构，常水位附近选择

景观亲水植物种植。上部岸坡防护在对边坡整理后，铺设一层种

植土，一般是采取无机人工的土壤、苔泥炭、吸水性的高分子材

质还有其混合物，在枯期施工，人工种植或撒播护坡植物，注意

养护确保汛期来临前岸坡植物能形成有效防护。选取植物的时

候尽可能选取抗逆性较好、根系发达以及萌芽力较强以及具有

较强自我繁殖水平的植物，还需有一定应用价值以及观赏价值。

植被的作用关键体现于植物根系对于坡岸稳定功能，对于河流

岸坡的栖息地进行改善，减少底栖动物为坡岸造成的破坏问题，

进而降低坡岸的造价。生态护岸方式断面布置见图 1。

河流护岸的设计中充分的体现出自然环境以及生态功能间

和谐关系。河流岸坡的浅水区以及岸坡区域分层次的选取科学

的亲水植物、挺水植物还有一定抗污水平水生植物，在一方面应

用植物本身生物净化能力发挥一定河流水质净化的功能，在另

外方面还能增强河流景观效果。

3.2 天然石砌的护岸方式
天然石砌的护岸方式是选取卵石以及天然山石，没有通过人

为的加工或者只进行简易的加工，在石块和石块间缝隙是采取

土与碎石进行填充，在卵石以及山石的缝隙中进行植物种植。山

石与卵石缝隙对水生动物供给栖息的场所，展示生态感，而且卵

石、山石还有栽植植物有着水质净化的功能。

河岸处理进程当中，选取较为规则石块进行试放，并铺灰安

砌。在砌筑的时候分层进行卧砌，每一层砌筑前需要先对于原基

层进行清除，才可以继续进行砌筑工作，最终砌筑完成进行勾

缝。其具体流程能够从内到外设置粒径慢慢放大天然石块当护

岸的介质，而且临河面是由粗颗粒构成的，孔隙率较低不过具有

较大孔径；内侧是细颗粒构成的，孔隙率较高不过孔径很小。这

类构造一方面可以对于堤岸进行科学保护，减轻河岸的冲刷，预

防水土流失问题；而另外对水生生态体系繁殖发育创造有利环

境，不但方便低级生物生长繁殖，还对高级水生生物供给生存的

空间，于低水护岸上部所开挖出的土壤，为草本植物成长供给一

定条件。

3.3 多孔混凝土的护岸方式
多孔混凝土的护岸方式关键应用了混凝土的预制构件组成

各类带孔状且适宜动植物成长的护岸构造，坡面是采取坡面框

架进行固定，而坡底是采取挡墙进行拦截，于坡岸面进行厚土层

的覆盖，植被生长于耕植土层，且根系扎入混凝土的孔中，增大

了绿化坡地，对植物的存活是有利的。多孔混凝土的护岸方式大

部分为预制构件，其施工比较便利，不但对动植物的生长供给有

利环境，还能够抵抗冲刷力。多孔质的护岸方式兼顾生态景观以

及水工构造需要，对于河岸具有一定保护功能，预防泥土流失问

题，并且植物的种植对于水质污染产生一定天然净化影响。多孔

构造与生态设计的原理是相符合的，对植物的生长以及小生物

的繁殖是有利的。把混凝土构件制作为空心构造预制件，其空心

位置种植物对于污染物有着较高效吸收水平，美化景观时还可

以对水质进行净化，并且为水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生长的空间。

4 结语
生态护岸可以保护河流生态平衡，使河流生态维持着一定完

整性，而且还可以继续保持本有正常的能力。因此开展河道治理

工作时，不但需考虑建设护岸稳定性，并且还应当关注护岸周边

生态的平衡问题，于河道建设的时候尽可能不对周边生态条件

造成破坏，维持原有河道的景观。

生态护岸为治河学科发展至比较高级时期产物之一，为群众

与自然相处内心的需求。不但源自传统型的护岸方式，而且与传

统型的护岸是有区别的。伴随社会逐渐发展，群众生态环境观念

加强，传统型的护岸方式必然往生态型的护岸方向进行发展。使

群众需要得到满足前提之下，需要使项目对于河流生态体系破

坏是最小化的，尽可能减少硬质边坡以及刚性的构筑物，创造出

适合动植物成长栖息的空间，而且需要增强护岸视觉当中“软效

果”，对工程环境进行美化，突显人与自然以及人和河流间和谐

共处的美好场景，为现代开展河流治理工作的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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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态护岸方式断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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