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河网水环境综合
治理关键技术集成探
索

汇报人： 2024-01-18

REPORTING



目 录

• 引言

• 城市河网水环境现状及问题

• 关键技术集成探索

• 技术集成方案设计与实施

• 案例分析：某城市河网水环境综合治理实践

• 结论与展望



PART 01

引言

REPORTING



    

背景与意义

城市化进程加速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河网水

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如水体污染、生

态退化等，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和城市

可持续发展。

水环境治理紧迫性

城市河网水环境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人居环境、

提升城市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集成创新需求

传统的水环境治理方法难以满足当前

复杂的水环境问题，急需探索新的技

术集成与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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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在城市河网水环境治理方面起步较早，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成果，如生态修复、低

影响开发等。

国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我国在城市河网水环境治理方面取得了

显著进展，但仍存在技术瓶颈和治理难题，如污

染源控制、生态修复等。

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环保意识的提高，城市河网水

环境综合治理技术正向智能化、集成化方向发展。

技术集成发展趋势

国内外研究现状



技术集成创新

通过探索城市河网水环境综合治

理关键技术集成，创新治理手段

和方法，提高治理效率和效果。

示范推广价值

本研究成果可为类似城市河网水

环境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具有

广泛的示范推广价值。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推动城市河网水环境综合治理技

术的发展和应用，有助于促进生

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研究目的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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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短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水资源需求量不断增加，而河网水资

源的供给能力有限。

01

水质恶化

由于城市工业和生活污水排放，导致河网水质严重下降，出现

黑臭现象。

02

生态系统破坏

河网水环境的恶化导致水生生物栖息地丧失，生物多样性减少。

城市河网水环境现状



污染源控制

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河网水质，
消除黑臭现象。

水质改善

生态修复 水资源利用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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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合理利用河网水资源，满足城
市发展的需求。

如何有效控制城市工业和生活污水
的排放，减少污染物的输入。

如何恢复河网水生态系统的健康，
提高生物多样性。

面临的主要问题



城市规划不合理

环保意识不强

治理技术不成熟

管理体制不健全

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城市规划中未充分考虑河网水

环境的承载能力，导致过度开

发。

目前针对城市河网水环境综合

治理的技术手段尚不成熟，需

要进一步加强研发和应用。

公众对环保的重视程度不够，

环保意识有待提高。

城市河网水环境管理涉及多个

部门，管理体制不顺畅，难以

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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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格栅、沉砂池等物理
方法去除水中的悬浮物、
有机物和重金属等污染物。

物理净化技术 化学净化技术 生物净化技术

采用化学药剂如混凝剂、
氧化剂等，通过化学反应
使污染物沉淀或转化，达
到净化水质的目的。

利用微生物的代谢作用，
降解水中的有机污染物，
如活性污泥法、生物膜法
等。

030201

水质净化技术



水生植物修复技术
种植具有净水功能的水生植物，如莲藕、水芹菜等，吸收水中的营
养物质，降低水体富营养化程度。

水生动物修复技术
投放适量的水生动物，如鱼类、贝类等，构建完整的食物链，提高
水体自净能力。

湿地修复技术
构建人工湿地，模拟自然湿地的生态功能，通过植物吸收、微生
物降解等作用净化水质。

生态修复技术



引水换水技术

通过引入清洁水源或排放污染水体，改善河网水动力
条件，提高水体自净能力。

水泵水闸调控技术

合理设置水泵和水闸，调控河网水流方向和流量，优
化水体循环和交换。

微纳米气泡增氧技术

利用微纳米气泡的高效传质特性，向水体中增氧，提
高水体溶解氧含量，改善水生生物生存环境。

水动力改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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