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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水生态系统建设与水环境管理是伴随着城市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形成新
的研究方向，是当今社会特别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近年来国内外十分重视城市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相继提出了“园林城市”、“山水城市”、“绿色
家园”和“生态城市”等规划理念，并逐步进行建设实施，争创“环保模范”城市也蔚然成风。
然而，在生态城市规划建设中，对水的综合作用的认知尚不够深入，水仅仅被作为城市复合生态系统
中的资源需求和环境要素进行分析评价，未将其生态功能显现出来；在城市水环境保护及水污染整治
中，虽加大了工程设施建设的投入，但环境管理及其系统建设尚明显不足。
对城市水生态系统的理论研究不多，建设中的关键技术尚未解决，城市水环境综合管理水平与城市经
济发展不协调，缺乏科学管理模式和先进管理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水生态系统建设与水环境管理涉及城市生态、城市水文、水资源、市政工程、环
境工程与水利工程等交叉领域，因此，更缺少具有跨学科或专业交叉渗透知识结构的技术管理人才。
　　近年来，国内陆续出版了一些涉及城市生态学、环境保护与管理方面的书籍，如《城市生态学》
、《城市生态与城市环境》和《景观生态学》，这些书是从城市规划和景观生态效应的视角探讨其理
论与方法。
《污染生态学》是以污染元素为对象探讨生态学问题。
《城市水生态系统建设与管理》在分析城市生态系统特征、功能及结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水安全的
框架体系，构建了城市水生态系统建设的理论及其技术途径。
《湖泊和湿地水环境生态修复技术与管理指南》对湖泊富营养化的由来、现状及未来趋势作了系统深
入的论述，重点描述了适用于亚太国家的湖泊水体、河流、沼泽的水域管理技术以及防治富营养化的
物理、化学、生物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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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河湖水生态与水环境》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城市河湖水生态与水环境》将城市中的河湖水体作为城市生态复合系统的子系统，以理论分析和数
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对城市河湖水生态系统建设和水环境管理的基本理论、规划理念、设计建设和
管理体系进行论述。
本教材中，分析城市生态系统特征、功能及结构，界定城市水生态系统的内涵；探讨城市水生态系统
建设与环境规划理念，介绍城市水功能划分与安全环境容量计算方法；基于城市防洪安全、生态环境
用水安全和城市水系统良性循环的需求，论述城市河湖水生态与环境建设体系，探讨城市水环境保护
与生态修复工程的基本原理和技术途径以及适合于城市河湖水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水环境安全与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建设模式，给出了城市水生态与水环境建设及其水污染防治取得实效的部分
案例。
　　本教材适用于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给水排水工程）、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和城市规划等相关专业
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对拓宽视野、丰富知识结构、培养具有跨学科或专业交叉渗透知识结构的人才具
有重要作用。
《城市河湖水生态与水环境》亦可供相关领域的科技人员、决策人员和管理干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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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水生植被恢复技术水生植被的恢复利于形成“水生植物一微生物一微型动物”系统，其对
污染物的净化机理主要包括：①水生植物对氮、磷营养物质的吸收作用；②微生物和微型动物对有机
物的降解作用和硝化反硝化作用；③根茎叶系统的吸附过滤作用；④促进沉降和抑制溶出作用。
课题组现场观测试验研究分析证明，河道沿岸的挺水植物对氨氮具有很强的削减作用，氨氮通过河道
两岸的芦苇带时，浓度显著降低，模拟模型的衰减系数是无芦苇生长的混凝土护坡河段的3倍左右，
氨氮的削减量也为无芦苇生长河段的2倍左右。
　　（2）生物填料技术天然材料（如卵石、砾石及天然河床等）或人工合成接触材料（如塑料、纤
维等）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生物容易聚集生长而形成黏液状的生物膜，可以吸附降解水体污染物质
。
因此可以利用这些材料作为填料布置在河床中，创造适宜生物膜生长的介质来强化污染物净化效应。
这方面的技术包括：　　砾间接触氧化技术通过人工填充的砾石，水中污染物在砾间流动过程中与砾
石上附着的生物膜接触、沉淀，进而被生物膜作为营养物质而吸附、氧化分解，从而使水质得到改善
。
　　薄层流净化法采用增大生物膜的附着面积，以减少单位生物膜的处理水量而提高河床的自净能力
。
具体方法是增加河面宽度使水深变浅，增大河水与河床的接触面积，工程建设可使河流的净化能力达
到原来的数倍到数十倍。
　　仿生植物填料技术主要是基于仿生学原理，利用比表面积较大的人工立体弹性材料模仿水中水生
植物，通过合适的方式布置于河道中，以河水中细菌为微生物源，在填料表面逐渐形成生物膜，通过
接触氧化作用净化河道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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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学校给水排水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规划推荐教
材：城市河湖水生态与水环境》将城市中的河湖水体作为城市生态复合系统的子系统，以理论分析和
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对城市河湖水生态系统建设和水环境管理的基本理论、规划理念、设计建设
和管理体系进行论述。
本教材适用于给排水科学与工程（给水排水工程）、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和城市规划等相关专业的本
科生和研究生，对拓宽视野、丰富知识结构、培养具有跨学科或专业交叉渗透知识结构的人才具有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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