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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国—德国可持续发展城市化(湖泊生态保育)研讨会举行

城城市市如如何何发发展展，，听听听听专专家家们们咋咋说说
本报记者 孟杰 见习记者 孔茜

26日，2017中国—德国可持续发展城市化(湖泊生态保育)研讨会在济宁高新区举行，汇聚海内外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针对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纷纷建言献策，探析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水是万物之源，是生物生存的
物质基础，而城市湖泊、河流更是
水网络的核心及组成部分。

“城市水网络是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核心，国内外城市目前都面临
着自然环境破坏、居民健康受损等
多重挑战。”德国莱布尼茨淡水生
态与内陆渔业学会首席科学家约
格·弗雷赫夫说，城市水网络如同
城市生命线，应从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终极需求出发，时刻关注河流污
染问题，以城市湖泊治理与生态系
统保育为抓手，实现维护城市水生
态平衡。

他提出，城市湖泊具有旅游观
光、调节气候等作用，同时还兼有
水上运动、水产养殖、农业灌溉、工
业用水等功能，在城市建设中占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针对河流污染问

题，应以修复城市湖泊、河流为重
心，加强对雨水、洪水的管理，增加
城市绿化植被，增强土壤水储蓄能
力及过滤功能。

自然万物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
全身，正确的城市雨水管理是修复河
流，提高水质的“和谐之道”。

为此，德国柏林水资源中心博士
波多·威格特以城市雨水管理和土壤
过滤为中心，以德国成功案例为依托，
从环境、气候、湖泊、土壤等多要素入
手，为城市雨水管理提供科学、全面的
解决方案。

“雨水清洗、蒸发或汇入人工水体
等，已成为雨水二次利用的重要途
径。”波多·威格特说，目前大部分城市
排水系统存在问题，雨水无法有效存
储，汇入河流的雨水未有效过滤，致使
城市湖泊水量流失、水质下降。

针对以上问题，波多·威格特提
出，可通过建造植被式建筑、增加集
水池、土壤渗透等方式，增强地表储
水能力，量化地表水，实现水平衡。同

时，可运用RDF过滤设备对水中存在
的磷、氮等影响水质的污染物，进行
有效过滤，确保流入湖泊的水质达
标。

“盖提思社会生态平台内设的
生态宣传工具，现已实现德语、英
语、法语三语切换，未来还会增加
中文，希望不同国籍公民就水问题
进行交流互动。”德国盖提思社会
生态平台研究员邱浩维在演讲中
说。

“在欧盟推出水框架指令后，
推出的‘大飞跃’活动以保护、修复
河流为目标，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参
加。”邱浩维说，河流行动形式多
样，其中通过在各地组织夏令营活
动，可实现资源整合，使不同的青
年组织依托河流恢复的宣传手册，
利用“人口相传”的方式，讲解河流
修复的益处。

同时，通过盖提思社会生态平
台链接，让民众更能了解河流作为
公共产品，是每个人所享有的权
利，依托“公民大社团”的力量，多

群组保护河流水质，恢复城市河流
本来面貌，积极寻求和谐共生的平
衡点，才是人类与城市河流的最终
归宿。

“城市水域的生态问题，在整个生
态修复网络中往往容易被忽视。”德国
莱布尼茨淡水生态与内陆渔业学会科
学家克里斯提·沃尔特说。

“全球大约有50%的居民生活在城
市里，而水系栖息地则是人类第一个
要接触到的。”克里斯提·沃尔特说，人
类对于水系，更多考虑的是它的功能
性，为了提升功能性，会增加桥梁、防
洪设备等很多人造设施，而这在一定
程度上破坏了水系原本的生态系统。

对于如何实现城市水系生物多样
性的修复，克里斯提·沃尔特也表明了
自己的看法。“可以利用先进的技术手
段，制定自然的解决方案。”克里斯提·
沃尔特解释，利用生态环保的自然材
料来建造水域设施满足功能性，为居
民提供供水、排水等服务的同时，可以
维系自身的生态系统，并建立水域保

护区。“城市水域生物多样性的恢复需
要时间，也有难度，需要通过各方面的
协调促进。”

谈到城市中的水管理时，德国
西科尔工程公司软件开发工程师
金正越重点介绍了海绵城市概念
的设计与建模。

“城市中的雨水管理主要涉及
到控制污水源、减少雨水径流。”金
正越说，海绵城市建设可以在确保
城市排水防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
限度实现雨水在城市区域的积存、
渗透和净化。

演讲中，金正越先展示了一个
利用海绵城市概念建设的住宅小
区。在这个住宅区内，水池、水槽和
树木都被运用到了雨水管理中来，
起到很好的渗水和减少雨水径流
的作用。

“测量维度是设计海绵城市概
念需要的第一个步骤，这里面又包
括雨水的统计数字、概念风险分

析、土质分析、评估水平衡参数
等。”金正越说，设计中，还要对整
个排水系统做洪水模拟，模拟要按
照百年一遇的雨水标准进行。

“相比于水和大气的污染，土壤
污染更加隐蔽，进行土壤生态的修
复，第一步先要做的就是要‘摸清家
底’。”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土壤
生态修复技术研发中心执行主任、
副调研员、高级经济师杨文生说，

“摸清家底”才能对症下药，促进土
壤生态的修复。

“农业农田土壤的修复和工业
场地的修复，就需要采用不同的措
施和方式。”杨文生说，相比工业场
地土壤的修复，农业农田土壤的修
复更加迫在眉睫、也更加有难度。

“农田农业用地的土壤修复往往是
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可以采取植
物萃取、调整种植结构等多种方式
进行。”

杨文生介绍，土壤污染会直接

作用于人的衣食住行，往往对人的
健康和整个生态系统造成更大的威
胁。

保保护护城城市市水水网网，，维维护护水水生生态态平平衡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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