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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vigorously promo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we need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 river system, and reveal the main 
problems of river system governance. In this paper, we deeply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iver 
system of Haikou city, and reveal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river system of Haikou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proportion of urban water area is less in Haikou city; 2) the 
connections among river system is poor; 3) some function of river drainage degrades; 4) solidifying of 
river channel destroys ecological function; 5) river pollution caused serious water quality decline; 6) 
water management system is not perfect; 7)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water landscape and water 
culture are delayed. This study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urban river 
system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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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下，急需开展城市水系现状调查分析，揭示水系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研究深入调查了海口市水系现状，揭示了新形势下海口市水系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包括：1) 城市水面

率偏低；2) 水系连通性差；3) 部分河流排水功能退化；4) 河道硬质化破坏生态功能；5) 河道污染严重致使

水环境质量下降；6) 水系管理体制不健全；7) 水景观和水文化规划建设工作滞后。本研究对开展新形势下城

市水系规划建设等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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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发展的命脉。水系之于城市，如经脉之于人体。城市水系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依托于城市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水系其独特的内在属性和功能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

定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健康性[1] [2] [3] [4]。城市水系是城市生态和文化的灵魂。良好的城市水系是构筑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社会和谐型城市发展的基础之一，是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形象的主要抓手[5] [6] [7] [8]。
建立和恢复城市水系既保护了城市特色景观和城市的生态系统，同时保证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党的“十八大”做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此后生态文明成为我国发展的重大目标之一，

建设生态文明城市也成为每个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一系列重

要指示，强调要大力增强水忧患意识、水危机意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重

视解决好水安全问题。2013 年 1 月，水利部印发了《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将

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水资源开发、利用、配置、节约、保护以及水害防治的各方面和水利规划、建设、管理的各环

节，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2015 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提出到 2020 年，全国水环

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污染严重水体较大幅度减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地下水超采得到严格控制，

地下水污染加剧趋势得到初步遏制，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稳中趋好；到 2030 年，力争全国水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水

生态系统功能初步恢复。2016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提出以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为主要任务，在全国江河湖泊全面推行河长制。近年来

城市化发展迅速，让海口市在享受经济高速增长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城市病”。由于城市建设占用了河道、

湖泊和湿地，且硬质化铺装改变了下垫面性质，导致城市内涝频繁发生，愈演愈烈。另一方面，生活污水、工业污

水和养殖废水肆意排放造成水体污染严重，大部分河流发黑发臭，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环境和城市整体形象。在大力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新形势下，开展城市水系现状调查分析，揭示水系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建设生态文明城市

的需要，是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适应时代新要求的需要，是改善城市水环境的需要，迫在眉睫[9]。 
笔者以海口市为例，深入调查了海口市水系现状，揭示了新形势下海口市水系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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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口市水系概况  

2.1. 河流水系 

海口市位于东经 110˚10'~110˚41'、北纬 19˚32'~20˚05'之间，北临琼州海峡，海口市土地面积 2304.84 km2。

海口市河网水系发育较好，水系分布纵横交错(见图 1)。海口市主要河流有 17 条，其中南渡江水系 7 条。南渡

江干流从海口市西南部东山镇流入境内，穿过中部，于北部入海，流经海口市 75 km (出海口段从西向东主要分 
 

 
Figure 1. Picture of river network of Haikou city 
图 1. 海口市水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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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有海甸溪、横沟河、潭览河、迈雅河和道孟河)，支流有鸭程溪、铁炉溪、三十六曲溪、昌旺溪(南面溪)、响

水溪和美舍河；独流入海的有 9 条，分别为演州河、罗雅河、演丰东河、演丰西河、芙蓉河、龙昆沟、五源河、

秀英沟和荣山河；另有白石溪流经文昌市境内出海。海口市市域范围内的水系空间分为南渡江干支流水系、长

流组团水系、中心城区水系、江东组团水系、东寨港水系 5 部分。南渡江干支流水系包括南渡江干流、铁炉溪、

三十六曲溪、昌旺溪、响水河–龙塘水、鸭程溪等。长流组团水系包含荣山河、五源河、那卜河、那甲河、大

潭河、摔马潭等。中心城区包含美舍河、河口溪、板桥溪、龙昆沟、道客沟、大同沟、海甸溪、鸭尾溪–五四

路明渠、横沟河、外沙河、电力沟、秀英沟、海关沟等。江东组团水系包含潭览河、迈雅河、道孟河、芙蓉河

等。东寨港水系包含演丰西河、演丰东河、罗雅河、演洲河等。 
海口市面积大于 10 km2 河流水系的基本特征，如表 1 所示。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rivers that area larger than 10 km2 in Haikou city 
表 1. 海口市面积大于 10 km2 河流水系的基本特征表 

分区 河流名称 发源地点 河口 
集水面积 河流长度 坡降 

(km2) (km) (‰) 

南渡江水系 

南渡江干流 白沙县 入海口 7033 334 0.72 

鸭程溪 黄竹圩 新客村 429 42 0.13 

铁炉溪 三门坡镇 美颖村 105 28.7 0.20 

三十六曲溪 美银桥 昌目肚 101 32 1.76 

昌旺溪 杨南村 蛟龙村 121.6 19.22 1.46 

响水河–龙塘水 龙桥镇 南渡江 101 26.4 2.95 

长流组团水系 

五源河 东城村 儒显村 53.19 27.29 3.63 

荣山河 石山镇 入海 86.80 26.50 2.10 

那卜河 那卜水库 荣山河 18.80 9.90 5.76 

那甲河 西秀镇 荣山河 28.70 17.70 6.03 

中心城区水系 

美舍河 羊山地区 海甸溪 53.20 22.70 1.90 

龙昆沟 秀英区 龙珠湾 19.70 8.00 2.20 

西崩潭 海秀镇 龙昆沟 12.20 6.65 7.20 

东崩潭 琼山区 龙昆沟 14.40 8.60 3.20 

秀英沟 向荣村 入海 10.20 4.55 4.50 

江东组团水系 

潭览河 江东地区 入海 10.00 7.60 0.07 

迈雅河 江东地区 入海 32.80 13.60 0.05 

道孟河 江东地区 入海 17.00 10.80 0.11 

芙蓉河 长合岭 入海 39.45 20.70 0.94 

东寨港水系 

演洲河 四六村 东寨港 253 50 1.80 

罗雅河 龙发圩 三江农场 51.70 23.40 1.85 

演丰东河 岭脚岭 东寨港 76.70 31.50 1.00 

演丰西河 龙盘坡 东寨港 53.90 20.30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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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湖泊湿地 

湖泊湿地是城市水系重要的组成斑块。湖泊湿地之所以被比喻为“城市绿肺”，可以创造出更为宜居的生存

环境。海口市主要的河湖水库主要有红城湖、东西湖、金牛岭人工湖和工业水库。红城湖位于琼山市府城镇，

集水面积 8.20 km2，水面面积 0.36 km2，红城湖通过闸门排水进入道客沟；东西湖位于海口公园，水面面积 0.10 
km2，特殊的地理位置让东西湖成为人群密集的地区；金牛岭人工湖位于龙昆沟的支流西崩潭中游，集水面积

2.97 km2，总库容 103 万 m3，水面面积 0.2 km2，是市区内休闲娱乐的场所；工业水库位于秀英沟东支流，控制

流域面积 3.09 km2，库容 125 万 m3。海口市主要的两大湿地白水塘和东寨港红树林湿地，其中，白水塘规划湿

地公园计划保护面积约 5 km2，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树林面积 1578.2 hm2、滩涂面积 1759.4 hm2；东寨港

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规划面积 10 km2。 

2.3. 水利工程 

海口市现有蓄水工程 260 座，主要包括中型水库 9 座，小(一)型水库 29 座，小(二)型水库 91 座，塘坝 141
座，合计集水面积 565.1 km2，总库容 26612 万 m3，兴利库容 18,857 万 m3，现状灌溉面积 19.88 万亩。海口市

水库主城区主要有沙坡水库，羊山水库，永庄水库，那卜水库，美涯水库等。永庄水库是城市饮用水源地，集

雨面积达到 10.53 km2，库容为 1015 万 m3，属于多年调节水库，主要为城乡生活供水。沙坡水库集水面积 27.46 
km2，库容为 1419 万 m3，属于多年调节水库，沙坡水库现在主要是城市防洪和改善城市水环境。永庄水库与沙

坡水库之间有天然排水沟渠，未经整治。羊山水库、美涯水库、那卜水库主要为农业灌溉供水。 

3. 新形势下海口市水系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海口市历来重视对城区河道的治理和整治工作，近 10 年来，海口中心城区水体污染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水质总体上有所改观，大部分水体臭味逐步变淡甚至消失，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水体仍

处于劣 V 类水质标准[10]，水系破碎程度依然较大。经调查分析，新形势下海口市水系治理主要存在以下几个

方面的问题。 
1) 城市水面率偏低 
海口市水面率约 6.32%，同类型南方城市上海水面率 8.4%，广州 8.99%，武汉 11.1%，杭州 11.2%，南昌

18%。按照《城市水系规划导则》城市分区，海口市属于Ⅱ区，水面率的标准是大于 5%，小于 10%，虽然水面

率达到标准，但与同类型城市相比差距较大，且与海口市城市发展形象不相符合。 
2) 水系连通性差 
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河流湖泊被人为侵占，水系的完整性受到破坏，河湖水面面积萎缩，水系连通性

变差，水动力减弱加剧河湖淤塞。城市湖泊湿地萎缩，城市之肺功能退化。目前，工业水库大面积被工业用地

填埋，只剩小部分水面且污染严重；鸭尾溪由于城市建设截断河道，形成“盲肠”，水体交换减弱，水质恶化，

入横沟河口闸附近被填埋严重。由于南渡江防洪堤围的建设，导致长流组团、江东组团河道水体交换被割断，

仅纳排附近区域雨(污)水，缺少外来活水补给；加上组团内许多河流、湖泊又处于分隔状态，水体交换速度慢，

缺少水体替换、流动。随之城市化进程加快，江东组团和长流组团的原生态水系有被城市建设用地侵占的威胁，

水系连通性变差。 
3) 部分河流排水功能退化 
随着海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开发建设中的不规范建设，人为侵占、缩小河道行为时有发生，致使一

些河流被阻断为几截，严重破坏了城区河网水系的完整性和水动力特性，造成河道冲刷不力，排水不畅，破坏

了生态系统结构。原来城市周边以及城市中心区的水塘、湿地被逐步填埋，自然调蓄能力丧失，板桥溪、红城

湖、秀英沟、白水塘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填埋占压堵塞。主城区内部分河流集水面积小，枯水期上游基本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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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河道枯季没有明显的岸线，易受侵占。秀英沟存在河道被填埋侵占现象，河道阻水严重，逢大雨必淹。 
4) 河道硬质化破坏生态功能 
城市防洪工程、河道整治工程传统上以浆砌块石和砼工程为主体，采用硬化堤岸河底砌护。这些对行洪排

水来讲是有利的，但由此带来水土隔离，给自然生态带来严重后果。自然河堤或土坝变成了直立式钢筋混凝土

或浆砌块石护岸，河道断面形式单一生硬，造成了水生态、水文化和水景观的严重破坏。这些河道治理模式，

破坏了原来河道的综合功能、独特文化遗产和景观，市民无法感受到河道亲水宜人的特性，而且还会因难以清

除淤积造成排水不畅，导致一场暴雨就到处积水的弊端。硬质驳岸不仅影响水域水生动、植物的栖息场所，破

坏了原有水滨的生态平衡系统，造成水体自净能力下降；而且由于其垂直陡峭、落差大，严重破坏了自然边坡

和绿色景观，带来了滨水游憩、休闲活动的安全问题。 
5) 河道污染严重致使水环境质量下降 
海口市目前水体主要受点源和面源污染的影响，其中城区城市化水平高，点源污染突出；城区以外地区城

市化水平较低，水体污染主要来自农村面源污染。针对点源污染突出的问题，海口市主城区实施水环境一期综

合整治污水截流并网工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城区现状入河(湖)排污口已大大减少，但由于工作不彻底，主

城区河流点源污染仍然突出。同时，老城区大部分为雨污合流的排水体制，导致污水管道长期处于满流状态，

降雨较大时即产生污水溢流现象，污染受纳水体水质。此外，城区人口密集、道路纵横交错，临河脏乱差现象

比较普遍，加之缺乏必要的缓冲处理措施，导致大量污染物随着地表暴雨径流直接排入水体，地表径流污染对

水环境也造成一定影响。同时，河沟、湖库中大部分水体受到严重污染，污染严重的水体主要集中在主城区，

包括美舍河、秀英沟、龙昆沟、大同沟、电力沟和工业水库、东西湖，上述水体水质均为劣Ⅴ类，水质极差，

多项污染因子超标。对于饮用水源，南渡江、永庄水库水质目前能达到Ⅲ类标准，但个别时段总氮、粪大肠菌

群等因子出现超标，影响饮用水源水质。 
6) 水系管理体制不健全 
由于管理制度不健全、责任不明确，缺乏对水系长期有限的监督管理，造成水系被人为占压、填埋，丧失

水系应用的功能；涉水事务缺乏统一管理，实际运行中还存在多部门管水的现象，如城市河道属多部门管理，

各部门规划层出不穷，以致湖泊多功能未能完全实现，尚需进一步理顺；城市水利设施保护力度不够，闸门泵

站等设施利用率不高，缺少日常维护，损耗严重。 
7) 水景观和水文化规划建设工作滞后 
河道渠化、人工化是现代城市河流的显著特征。河流受到人工干扰后的直接后果就是河流的自然形态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浆砌块石和钢筋混泥土硬化堤防，滨水景观的美学功能下降。人水关系疏远，河流的景观功能消

失殆尽。同时海口自北宋开埠以来，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厚实，但海口水文化宣传不够，挖掘不深。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深入调查了海口市水系现状，揭示了新形势下海口市水系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包括：城市水

面率偏低；水系连通性差；部分河流排水功能退化；河道硬质化破坏生态功能；河道污染严重致使水环境质量

下降；水系管理体制不健全；水景观和水文化规划建设工作滞后等。 
建议在新的治水思路指导下，进一步深入调查海口市水系现状，加强水系规划建设研究，建立合理的水系

布局，增加海口市水面率，提高水系联通性、水体流动性、纳污能力和自身修复能力，合理布局河湖岸线利用，

提升城市形象，促进城市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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