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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兩岸交流

淺談兩岸河流污染整治技術

文/潘丙才（南京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河流是人類寶貴的自然資源，最

早的人類文明主要是沿著河流

和河谷發展起來的。人類對河流進行

了各種方式的改造和開發利用，使河

流發揮了巨大的社會功能和經濟效

應，同時也使河流生態系統受到了不

同程度的破壞，其中城市河流的污染

狀況尤為嚴重。隨著經濟增長和城市

化步伐加快，大陸和臺灣地區都面臨

著城市河流水質惡化、生態退化等問

題，河流污染治理和生態恢復迫在眉

睫。

河流污染治理與生態修復技術種類

繁多。從技術原理上看，可簡單分為

物理、化學、生物、生態方法四大

類。物理方法主要包括曝氣增氧、底

泥疏浚、引水沖染等；化學方法包括

化學除藻、絮凝沉澱、重金屬化學固

定等；生物方法主要包括微生物強

化、植物淨化、生物過濾等；生態修

復則主要包括土地處理系統與自然型

河流構建技術。

我國大陸地區在河流污染整治方

面，多採用物理、化學方法作為應急

措施，採用生物方法進一步改善河流

的污染狀況，同時也在積極學習和借

鑒國外河流生態修復的技術和經驗。

傳統的物理、化學治理方法耗資大，

污染易復發，是典型的資金推動型治

理措施，大量的投資耗費在工程建設

上，如南京的秦淮河、玄武湖、莫愁

湖等曾採用底泥疏浚技術進行污染治

理，工程量大，疏浚河道工程的環境

後效存在不確定性；無錫的太湖曾為

應對藍藻爆發，採用引江調水機制，

用長江水更換受污染的太湖水。這一

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周邊地區一

時的飲用水問題，但並不能從根本上

解決太湖污染的問題，尤其在近年來

長江也呈現污染不斷加劇的態勢下更

是如此。 

切磋琢磨 技術交流 
河流生物修復是利用培育的水生

植物或培養、接種的微生物的生命活

動，對河流水體中的污染物進行轉

移、轉化及降解作用，從而使水體得

到淨化。這一方法具有持續性好、保

持力強、工程造價低、耗能少等優

點。如國內外常用的集中式生物系

◆兩岸水污染座談，針對河川污染學者交換意見。

編按：基於基金會與南京大學長期以來交流熱絡，在整治河川、維護環境生態專業領域存在切磋琢磨空間，乃於

7月中旬邀請南大環境學院等一行人來台訪問，除由基金會同仁陪同前往石門水庫勘查水庫及水域管理，並前往

新北市大漢溪側溼地、江翠礫間實地考查外，更在基金會籌劃下與本地河川、環境工程專家及基金會河川顧問同

仁舉行研討會，探討治水與環境生態保護最新知識與實際作法。面對兩岸因為氣候變遷、工業發展及居家生活所

造成的河川染染、污廢水處理等嚴重問題，基金會將與南京大學相關系所繼續合作，交換整治河川、染水處理等

相關知識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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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CBS）已在重慶桃花溪治理中得

到成功應用，採用生物複合寛對北京

奧運主要場所水環境進行的修復也取

得了較好的效果。目前人工濕地和生

態浮島在我國河流污染整治方面應用

較為廣泛，在淨化機理、系統控制、

設計及運行參數等方面均取得可喜的

進展。如大陸地區的深圳石岩河、撫

順新海河、鐵嶺蓮花湖等地河水污染

問題均通過人工濕地系統得到了成功

解決。臺灣地區也具有各種類型的人

工濕地，如恢復與保育型的洲仔濕地

公園、大鵬灣風景管理區海岸咸水型

紅樹林人工濕地、馬泰鞍河川型濕地

等。

借鑒台灣整治河川經驗 
生態修復是利用生態平衡、物質迴

圈的原理和技術方法，對受污染或受

破壞、脅迫的水體生物(包括生物群

體)生存和發展狀態進行改善、改良

或恢復、重現，從而創造出人與自然

相融合的河流區域生態環境。2O世紀

8O年代以後，河流生態修復成為國際

上的研究熱點。德國、美國、日本等

發達國家對於河流生態修復的相關研

究與實踐開展得較多，修復技術相對

比較成熟。我國的河流生態修復大多

停留在初步嘗試和探索階段，大陸地

區對城市河道堤岸的生態修復主要集

中在已進行過傳統防護的堤岸上，包

括水力噴播植草、土工材料綠化網、

植被型生態混凝土、水泥生態種植

基、土壤固化劑等形式多樣的生態護

坡技術。

鑒於河流對於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

的重要性，大陸和臺灣地區均非常重

視河流污染整治問題。在治理方法

上，考慮到兩岸在氣候、地域特點、

河流形貌特徵、污染物種類和狀況的

不同，再加上治理目標、法規的不同

以及經濟承受能力的差異，大陸和臺

灣地區的河流污染整治技術、具體措

施各有特點。大陸地區地域廣闊、河

流眾多，在污染河流治理方面的具有

很多成功的大型工程實例，對於臺灣

地區的河流整治措施具有一定的借鑒

作用；多年來臺灣地區的“河川清

流”卓有成效，不僅改善了河流的污

染情況，解決了人們飲水以及工業用

水問題，並且在河流生態修復和美化

方面成績顯著，形成賞心悅目的遊覽

勝地，非常值得大陸地區學習借鑒。

發達國家在早期的河流污染治理中

有很多的經驗、教訓，近十餘年來，

日、美、德、瑞士等國紛紛對原來的

河道治理進行反思，提出了生態治理

河流的新理念，尊重河流系統的自然

規律，注重河流自然生態和自然環境

的恢復和保護。我國的河流污染治理

和生態修復起步較晚，大陸和臺灣地

區在制定適合各地河流污染特點的治

理技術路線時，往往需要參考國外成

熟的治理經驗，同時也要考慮相關技

術的有效性、長效性、經濟性和生態

相容性，根據河流污染和生態破壞的

不同特點，選擇合適的治理技術並加

以組合使用，使各種技術之間合理組

合，充分發揮各自的優越性。目前，

海峽兩岸在環境治理方面的交流日益

頻繁，舉辦了多屆環境保護、水利科

技等學術研討會，兩岸高校的環保學

者也經常相互訪問、共同合作。今

後，海峽兩岸應進一步加強河流污染

整治工作的交流和合作，在學術交流

的同時提升技術層面的合作力度，相

互取長補短，促進現有河流治理和修

復技術的不斷提高，開發出適合兩岸

不同特點、更為經濟高效的河流污染

整治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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