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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河道管理养护工作的要求不断细化，河道的功能和管理理念也在不断更新。尤其是在临港新片区大

力开发的时代背景下，河湖的生态平衡更显得尤为重要。城市开发阶段的河湖管养工作在开展过程中存

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管养工作遇到诸多的难点。本文以滴水湖管养为例，剖析河湖管养过程中存

在的难点，并针对性提出改进建议，以期给滴水湖管养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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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refine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of river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the 
function and management concept of the river is also constantly being updated.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Lingang Special Area, the ecological balance of river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re are many uncertainties about river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in the urban development stage, which leads to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river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Take urban river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in the Dishui Lak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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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analyses a series of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during urban river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it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it is expected to speed up the quality im-
provement of urban river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in the Dishui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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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类文明逐渐进步，河道的功能不再聚焦在传统防汛的单一功能上，而是延伸

到集水安全、水生态、水景观和水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性功能。滴水湖坐落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新城，

毗邻东海，湖区呈圆形，平均水深 3.7 m，水面面积达 5.56 km2，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人工湖[1]。加强滴水

湖的管养不单纯是出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也是将滴水湖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发挥到最大，成

为推动临港新片区发展的良好助力。 

2. 滴水湖管养的必要性 

2.1. 保障防汛安全，维护生态环境 

河道的重要功能就是保障防汛安全，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2]。一方面结合水利片区引调水的需求

进行引排水，达到片区水系平衡，确保防汛安全；另一方面利用河道资源，结合海绵建设、生态小流域

建设、生态护岸建设、水下森林建设等，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加强滴水湖的管养，不仅能够

调节水利片区水系平衡，提高临港新城的防汛除涝能力，同时还能美化河道景观，提升临港新城的文化

素养，增强临港新城的环境价值。 

2.2. 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社会发展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临港新片区临海而建、傍水而生、因水而兴。滴水湖是目前

国内最大的人工湖泊，目前已形成的“一湖、四涟、七射”水系状态作为临港新片区核心景观，除了水

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的基础功能外，还涵盖了休闲旅游、文化传播、运动健身等综合功能，能够带来

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因此，系统性、科学性开展滴水湖管养工作对于新片区建设“生态之城”“美丽

新城”意义重大。 

3. 滴水湖管养存在的难点分析 

3.1. 水质不稳定问题 

(1) 局部存在面源污染 
滴水湖核心区域的东南部和北部现存有一部分农田，农民对农田施肥所使用的化学肥料会带来大量

的 N 和 P 等富营养元素的污染，很难消除，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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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表径流污染 
滴水湖核心区域的土地利用现以公园绿地、居民区和商业空间为主。伴随环湖景观带建设，各类水

利工程，市政工程建设，以及人类活动明显加剧，地表径流污染逐渐加剧。通过监测调查，住宅区对各

类污染物的贡献率最高，另绿地公园地块对氨氮、总磷及磷酸盐的贡献率最高。 
(3) 排口污染 
根据排口排查资料，滴水湖核心片区共有 1000 多个排口，多为其他城镇雨洪排口，另外还有种植业

退水排口、城镇生活污水散排口，工地临时排口等。由于雨污混接改造不彻底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排口及

部分临河工地偷排造成的水质污染问题也时有发生。 
(4) 水系先天性生态功能脆弱 
滴水湖水系属于滨海堤内平原水网，地势并无明显高低落差，与堤外水体也通常处于不流通状态，

低流速区占比相对较大，尽管在风速增大时，这一情况将得到改善，但整体上水动力仍较弱[3]，污染物

稀释能力较弱。其次，滴水湖水系为人工新开挖水体，新建水体总体生物多样性较低，生态系统物质转

移和能量流动的环节就不完整，生态自净能力总体较差。 

3.2. 水生植物泛滥问题 

近年来，滴水湖湖区近岸带出现大量“大茨藻” 暴发现象，尤其以北岛、南岛、二号码头区域暴发

最为严重，仅 2023 年收割大茨藻达 13,000 吨，给日常养护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  
大茨藻是一种沉水单子叶水生植物，带刺，多分布于水体近表面，由于抑制其生长生存的天敌少，

常呈泛滥之态。大茨藻的泛滥使沉水植物及水生动物的多样性受到很大威胁。 

3.3. 藻类暴发隐患问题 

当水体营养盐浓度较高时，会加快蓝藻和部分绿藻的大量生长，如果不加以控制，会导致水华的发

生[4]。通过调查发现，滴水湖周边的橙和港、黄日港、绿丽港入湖口藻类密度显著高于湖区，其中硅藻

和蓝藻占比较高，水体呈绿色或棕黄色，与周围水系有建设工程、建工宿舍、居民区、商业圈等设施建

设有关，受人为干扰较大。应加强防控外河道藻类进入滴水湖湖区，防范湖区藻类水华风险。 

3.4. 偷补偷钓泛滥 

近年，环湖加大规模开发建设，带来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增多的人类活动，出现了

大量的抛钩垂钓和偷盗捕鱼现象，一方面没有相关进步禁钓立法的支持，另一方面处于一线的养护工人

没有执法权，这些都会给滴水湖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4. 滴水湖管养优化措施建议 

4.1. 水质保障 

(1) 农业面源污染控制 
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并非一蹴而就，积极推广先进技术，通过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排放过程净化进

行等一系列措施达到“源头减排、过程阻断、末端治理”。 
(2) 地表径流防治 
河滨生态廊道建设，通过河滨缓冲带构建形成生态廊道，减少入河净流污染，常用于对初期雨水氮

磷污染较重的河道。另外，复合纤维浮动湿地、生态浮岛、滨水拦截过滤带，雨水口生态拦截等一系列

措施，均是通过河道原位强化净化措施，一定程度上减少入河径流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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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口管理 
根据排口性质进行分类管理，将疑似排污的排口列为薄弱点，定期进行水质检测，一旦发现污染，

立即溯源并进行整改；其次，着重加大河道周边在建工程的巡查频次，并结合无人机巡视，一旦发现工

地偷排行为，立即上报执法部门，严厉打击偷排行为。 

4.2. 持续开展生态监测 

滴水湖作为一个较为年轻的人工湖，它的生态系统仍有一定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5]，要持续对滴水

湖核心片区“一湖、四涟、七射”水系开展水环境、水生态本底调查及监测，根据调查资料掌握水系水

环境生态变化规律，为开展针对性治理方案制定、后续水生态健康评估体系构建提供基础数据，也为滴

水湖水系的环境生态变化积累长期资料。 

4.3. 引调水策略 

根据远近结合、缓急配合的原则，结合片区水质不均衡的状况，考虑西侧河网水系水质不太理想，

局部区域有藻类水华现象，若直接入湖将对滴水湖湖区的水质产生冲击，建议“东北引西南排”引调水

策略，强化西侧入湖河道的水质保障。 

4.4. 全方位多举措应对水生植物爆发问题 

从细节处入手，力争通过精细化的制度，精准的措施，高效的工作团队，为滴水湖长效精细化管理

样本提质增效赋能。队伍建设方面深化巡查人员、管理人员发现问题的意识，提升发现问题的能力，提

高作业人员处置问题的效率，时刻关注水生植物的生长状况，尽早发现和处置，将水生植物爆发的状况

扼杀在摇篮里；机械化投入方面，持续改进现有设备，通过对刀头的改进，将收割深度加大到 60-80cm；

还可以考虑直接引进市场上已开发的收割深度适宜，收集效率较高的水生植物收割设备，实现高效精准

作业，不断提高机械设备的作业覆盖率；在水生植物品种选择方面，可考虑采用莲座型苦草替代冠层型

大茨藻等沉水植物，方便维护管理，从根源上解决水生植物泛滥的问题。 

4.5. 持续做好轮捕轮放实践 

滴水湖近年来水质逐渐向好的重要因素是建立了有效的净水生态系统——“以渔控藻、轮捕轮放、

抓大放小”生态策略，每年适时适量投放滤食性花白鲢鱼苗。据统计 2009~2022 的 15 年间，共增补鲢、

鳙鱼约 100 万斤，期间蓝藻水华控制良好，水质生态保持稳定。“抓大放小、轮捕轮放”机制是在长期

对滴水湖水质监测下提出的、适合滴水湖水质保障常态化的管理工作，是保持生态系统正常运行的生态

策略。 

4.6. 重拳出击，控制偷捕偷钓 

为保障滴水湖净水生态系统稳定，保护滴水湖水质安全，成立禁钓专班，采用交通布点和片区管理

的模式，全天候对水域和土地进行巡查值守，发现钓鱼人员进行及时有效的文明劝阻，整体控制及减少

偷捕偷钓的行为。 

5. 结语 

总之，在临港新片区大力建设的特殊阶段，河湖管养工作的具体实践面临诸多挑战，通过常规意义

上的制度建设，长效管养手段不足以保障滴水湖管养的水平和质量，针对建设阶段存在的特殊问题优化

措施，促进滴水湖的生态文明建设。通过控制面源污染、减少入河径流污染、排口管理等一系列措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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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水质保障，并持续进行水质监测；通过加强队伍建设、创新机械化设备、更换水生植物品种等手段控

制水生植物泛滥问题；采取合理的引调水策略强化入湖河道的水质，以减少藻类暴发的风险；持续做好

轮捕轮放，加强巡查值守，严控偷捕偷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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