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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河网水系是我国东部平原区关键的生态廊道和自然生境，具有重要的自然调蓄功能和社会文化功能，但伴随着

区域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河网水系在数量密度和结构形态方面都受到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 回顾了近年来太湖流域

河网水系结构形态面临的主要压力，分析了相关结构形态指标变化引发的生态水文和社会服务功能响应，探讨了传统

生态智慧对太湖流域河网水系结构及水乡风貌恢复的启示，建议将河网水系这一地域性生态系统类型和历史文化景

观予以整体保护，作为绿色基础设施和自然蓄排系统消减雨洪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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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网水系不但是我国东部平原区重要的生态廊道和自然生境，也是体现典

型江南水乡特色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具有重要的生态服务价值和历史文化价

值。 但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活动对区域河网水系的干扰日趋严重，河流排水调

整为管道排水，村镇小水体出现大面积填埋，河流滨岸带生态廊道连续性受限，
非主干河流不断减少，河流自然调蓄功能日趋萎缩。

■河网水系具有重要的自然调蓄功能和社会文化功能

河网水系通过河流分级、河网密度、河流频度、河流数目以及河流长度等自

然因素，影响着河流形态、水系结构、调蓄能力、水循环过程以及区域景观特征，
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 就河网水系的形成和演变过程而言，按照自然规律形成

的河网水系自有一定的结构形态。 在太湖流域，由于人类活动的长期影响，河
流水系的自然形态及结构已受到影响乃至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自然规

律，这是导致水灾加剧和水环境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河网水系一方面具有重要的自然调蓄功能，是关键的绿色基础设施。 太湖

流域中小河流密布，河网调蓄能力受到水面数量和水系结构的共同影响，河网

调蓄能力与末端低等级河流的数量和长度密切相关。 通常高等级河流到低等

级河流可调蓄容量与槽蓄容量的比值，呈现逐级递增的变化特征，即河流等级

越低，可调蓄容量所占的比重越大，反映出中小河流潜在的调蓄能力更强。 另

一方面，河网水系作为连接自然与社会的纽带，具有重要的遗产价值和历史文

化价值。 河流是河网地区主要的自然地理实体要素，地名与河流有密切的关

系，河流对地名、地名对河流名互有影响，河网水系变迁的同时也对江南水乡文

化以及地名文化造成影响。

■人类高强度开发活动干扰太湖流域河网水系及其调蓄功能

　 　 密布且连通的河网是江南水乡典型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保持近自然的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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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结构以及相应的生态环境功能，对区域生态环

境建设至关重要。 但在快速的城市化以及社会经济

发展过程中，为了争夺有限的土地资源，局部河流水

面被人为侵占、河网末端众多村镇级小河流被填埋，
高度城市化地区非主干河流不断减少，河网结构趋

于简单，水系自然调蓄功能退化的现象逐步显现。
如果持续如此，今后太湖流域平原河网的网状结构

将名不副实，江南水乡的内涵和风貌也将退化。
以上海为例，根据第一次水利普查数据，全市共

有河流 ２６６０３ 条，河流总长 ２５３４８．４８ｋｍ，其中乡镇级

和村级河流合计 ２６３００ 条， 占全市河流总数的

９８．９％；乡镇级和村级河流总长 ２２０９９．４ｋｍ，占全市

河流总长度的 ８７．２％［１］。 河网末端的乡镇级和村级

河流对于上海网状的水系结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 但在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
区域河网水系结构发生着具有内在联系的趋势性变

化，乡镇级和村级河流消亡迅速。 上海地区原有的

近自然型水系结构（远郊黄浦江上游部分区域）、井
字型水系结构（近郊经过田园化改造的河网水系）和
干流型水系结构（城区为数不多的主干河流）可能是

城市化过程中河网水系结构面临的变化趋势。
大规模的市政工程建设、工业区发展、房地产开

发、农业土地平整等是局部中小河流消亡以及形成

死水断头浜的主要影响因素。 局部地区部分末端低

等级河流的逐步消亡对区域河网调蓄能力的影响尤

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对排水泵站等

“工程硬排水”的依赖程度，潜在的灾害风险在不断

累积。

■传统生态智慧对太湖流域河网水系结构及

水乡风貌恢复的启示

历史上太湖流域密布的河网水系是区域排水防

涝系统的重要组成，苏州古城区唐宋已有“水陆平

行，河街相临”的双棋盘式城市布局，明末崇祯九年

（１６３９ 年）的《吴中水利全书》中也有“城内河流三横

四直之外，如经如纬，尚以百计，皆自西趋东，自南趋

北，历唐宋元不湮”的记载［２］。 优先利用自然河流作

为调蓄和排水系统，充分发挥河网水系对雨水的蓄

渗和缓释作用，是太湖流域传统的经过长时间实践

检验的生态智慧。 在当前城市内涝频发的背景下，
重新在这一理念的引领和指导下开展水系结构及水

乡风貌的恢复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河网水系作为地域性生态系统类型和历史文化景观

应予以整体保护

建议将大量的末端低等级河流纳入城市规划管

理范畴。 目前河网地区水系结构的保护未被整体全

面纳入到政府的规划监管范围，规划控制的主要是

一些骨干河流，而构成网状水系结构基础的低等级

河流犹如“毛细血管”，要使其真正实现“水清、水
流、水通”，亟待加强整体规划与结构保护，从生态建

设的角度提升其功能定位。 应将太湖流域众多的低

等级河流视为一笔宝贵的地域性自然景观和资源，
深化开展相关生态效应的基础研究，关注河网水系

结构变化对流域长远的生态环境影响和面临可能的

灾害风险。
建议在控制河流数量面积指标的基础上关注水

系形态结构。 现状规划控制只是着重水面率指标，
事实上对快速城市化的城郊而言，水面率指标仍然

比较局限。 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１９６５—２００６ 年间

８６．９％的区域河流曲度出现降低，９７．６％的区域河流

连通性和成环率出现降低［３］。 既然是平原河网江南

水乡，就应该将反映网状结构的河网密度以及河网

分枝层次的要求整体纳入到规划保护范围，河网构

成层次越丰富，支撑主干河流的支流水系越发达才

能更好的体现平原河网的地域特征与景观。 因此，
保护体现太湖流域地域特征的河网水系景观，不能

只“抓大放小”，维护河网水系近自然的层次结构以

及河网密度同样至关重要。
建议从自然生态系统与水乡历史文化两方面综

合保护河网水系。 系统梳理不同发展阶段河网水系

变迁的驱动因素以及相关社会文化影响，梳理太湖

流域河流对地名、地名对河流名互有影响的关系，研
究水乡古镇河流与建筑、桥梁、诗歌、民俗的联系，为
保护“前市后河”的江南水乡文化和相关的河流地名

文化提供参考依据，为流域河网水系的未来规划提

供扎实的自然与社会文化基础。

河网水系作为绿色基础设施和自然蓄排系统能消减

雨洪灾害

建议发挥河流作为分散式自然蓄排系统的调蓄

能力。 进一步突出河网水系作为城市绿色基础设施

的作用，使得分散式的自然系统（河流、湖泊、池塘

等）与集中式的人工系统（排水系统）共存，综合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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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城市雨洪。 此外，太湖流域分布大量的水闸，实际

调度运行过程中水闸关闭时间较长，应进一步优化

水闸调度，延长水闸开启时间，增加河流生态系统能

量与物质的流动，并在暴雨前预降水位，充分发挥各

类水体的可调蓄容量。
建议从规划层面恢复河流的连通性和可达性。

河网水系的可调蓄容量是自然生态系统消减城市雨

洪的重要途径。 但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不但河流

数量、长度、密度等数量指标减少导致可调蓄容量降

低，而且曲度、连通性、成环率等形态指标降低进一

步影响了河流生态功能的发挥。 此外，城市化地区

河网水系提供的开放滨水空间也受到工业地块、居
住小区、市政设施的侵占，河流两岸的可达性受到不

同程度干扰。 因此，应从规划层面恢复河流的连通

性和可达性，综合提高河网水系应对城市雨洪事件

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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