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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18 日，持续半年的

北京园博会完美收官。这个从废弃地上

孕育而出的鲜美“生命体”，经过前期

规划设计、中期施工建设到后期绿化

美化，逐步成长为永定河绿色生态发

展带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和谐、创新、

生态”的理念更是赋予了园博园“精、

气、神”的独特魅力。

这座接近两个颐和园面积大小的

城市园林景区，在孕育、出生后不断

成长，整个过程、每个步骤都充分糅

合了生态理念与科技创新。干涸多年、

生态严重退化的永定河复而碧波荡漾、

焕发生机 ；从建筑垃圾填埋场变为精

品园林的锦绣谷花团锦簇、宛如世外

桃源 ；担任水体净化重任的湿地公园

由最初的砂石和建筑垃圾回填坑，成

为如今的“园博之肾”……漫步园博园，

处处是美景、件件是精品，无不渗透

着先进理念和技术。盛会虽告一段落，

但留给后人的将是永续的财富。

生态修复“母亲河”焕发生机

永定河是北京的五大水系之一。

翻看北京的史料，随处可见永定河的

身影 ：“二月，塞浑河堤决，役夫四千

人”，“……六月初十日御史徐树钧

奏……卢沟桥上水深尺许，永定河南三

工决口数十丈……淹毙人口牲畜不计

其数……”。封建王朝时的永定河，恰

如一条脾气难以捉摸的“无定河”。但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永定河在城

市工业化的冲击之下，水质变差、生

态严重退化，河水断流，昔日的“脾气”

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基本的活力都已

丧失。

拯救“疾病缠身”的永定河，成为

北京市和丰台区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2010 年，在多次调研后，北京市水利

规划研究院制定了一份详细的规划方

案，经反复论证，北京市政府启动了永

定河整体治理计划，拟将断流 30 余年

的永定河建成一条“绿色生态走廊”。

首先需要解决的水源问题。北京

市水务局经过分析测算得出：永定河适

宜的生态需水量是 1.3 亿 M3 左右。其

中，河道生态需水量为 1 亿 M3，绿化

灌溉需水量 0.3 亿 M3。目前，北京中

心城区的污水处理厂每年供应再生水

量约 9.8 亿 M3，在满足中心城区及其

园泊翠堤  永定丰华
——北京园博园华丽变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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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的用水需求后，每年可为永定河

提供环境用水 1.2 亿 M3。通过建设循

环管线，北京市可把经水厂处理过的

再生水顺利引向永定河。

其次是解决水质达标问题从污水

处理厂出来的再生水可以达到Ⅳ类水

质标准，在入河前经功能湿地的净化

后，可达到Ⅲ类标准，这样就能够保证

水质的稳定性。丰台区水务局局长刘权

来曾向媒体介绍，园博湖水下主体工程

4.2 公里的城市平原段河道，采用土工

膜、膨润土防水毯综合减渗措施，以解

决水资源不足的矛盾，形成“丰水多蓄，

形成湖泊 ；水少多绿，大水下渗回补

地下水，形成湿地；小水蓄滞形成景观，

湖泊与湿地交替”的生态效果。

经过三年治理，如今永定河在流

经门头沟、石景山和丰台区的门城湖、

莲石湖、晓月湖、宛平湖和圆博湖都

已经蓄水，长达 14	公里的“五湖一线”

景观建设已经顺利完成。

匠心独运“败景”变风景

锦绣谷全称“万花锦绣谷”，原为

永定河河床的一部分，曾作为采砂场，

后又成为建筑垃圾填埋场，至园博会筹

建仍留有一个面积为 10 公顷、深达 30

米的大沙坑。如何将一块废弃地变为一

处精品园林，锦绣谷的景观设计师因地

就势，匠心独运，将一个大沙坑改造

成一个下沉式景观花园，取传统的“燕

京八景”之精髓，内设大型山石叠水、

花卉瀑布等景观，成为北京园博园生

态修复的新亮点。

锦绣谷实现华丽变身，首要问题

是确保栽种的植物能在这片废弃地上

存活和成长。设计人员与丰台区科委、

北京市园林科研所一起进行了反复研

究和实验，先把垃圾夯实，而后在上面

回填土层，回填土也都经过化验和处

理，以确保树木花草能够成活，再利用

既有地形，综合运用科技和生态手段，

对区域改造处理。另外，考虑到特殊地

形可能带来的水土流失问题，设计人员

和施工人员采取了一系列的固土措施。

首先对夯实的地基土层进行固定和保

护，通过层层土工膜的叠层技术和雨

水截洪设施，避免水土流失的发生。

为给谷内花卉苗木创造一片适于

永久存活的“土壤”，施工人员在回填

土时，先用编织布包裹土方，然后在土

方上覆盖种植土。遇到特殊花卉，工人

们会在种植土上再覆盖一层有机营养

土，目的是为了固土，增加土壤的肥力。

考虑到谷地的特殊环境和地形可能对

谷内树木的影响，在后期营造地形地

貌时，又在原有基础上做了一些微地

形的变化，使锦绣谷内始终保持着起

伏的地形变化，这样就在谷中形成了

小气候，能更好地适合植物的生长。

锦绣谷中花木密布，浇灌它们需

要耗费大量的水。“精准灌溉”成为首

选方法。技术人员运用智能技术，把

锦绣谷内每一棵树木的情况录入计算

机系统，系统会根据树种、树龄等数据，

判断出每棵树的“饮水量”。同时，电

脑上的监测系统能够测算出每棵树周

围的降雨量。据测算，这一项基于互联

网的智能控制浇灌系统，可以使水的

利用率超过85%，节约灌溉水50%以上。

谷内的人行道、广场统一铺装透

水砖，雨水可渗入地面，流进园博园

中与湿地相连接的管道。利用生物净

化达到地表水标准后，再用来补充景

观水或直接灌溉。

雨洪利用是锦绣谷的一大特色。

所谓雨洪利用，主要是针对屋顶、道

路、庭院、广场、绿地等不同下垫面

降水所产生的径流 ,	采取相应的措施 ,	

以达到充分利用资源、改善生态环境、

减少外排径流量、减轻区域防洪压力

的目的。

在锦绣谷中，雨水收集设施扮演

着重要角色。收集雨水的蓄水池、截

洪设施将从天而降的甘露“收入囊中”。

收集雨水的花屋将落下的雨水经搜集

槽流入，再经过滤后加压打上去，给

屋子的垂直绿化供水。同时，花屋的

另一个作用是把雨水收集和循环利用

的方法展示给游人，向来此参观的游

客传递循环利用、生态环保等科普常

识和理念。

净化水体  湿地来“担当”

湿地公园位于园博园东南角，是

园博园中最重要的水景。在被改造成湿

地公园前，这里是砂石和建筑垃圾回

□	本刊记者			赵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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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坑，最深的地方可以达 23 米，而且

占地面积极大。若将这个砂石坑先填

平再修建园林或建筑，不仅工作量大，

而且成本极高，因此，改造成湿地公

园更为可行。

取自然之材，还自然之色，湿地

公园尽量使用天然环保材料，建成后总

占地面积约 35.5 公顷，其中包括复合

填料床人工湿地 28.1 公顷，表流湿地

约 1.3 公顷，景观绿化 5.3 公顷。这

片亚洲目前最大的潜流型人工湿地，拥

有令人惊叹的水体净化能力。它凭借

面积广阔的复合填料床人工湿地和表

流湿地，每天将 8 万 M3 的近Ⅳ类再生

水，转化为除总氮含量超标外，所有

指标均符合Ⅲ类地表水标准的净水。	

这些水视需要进入园博湖，或输

往园博园的核心区供展园水景使用。在

雨季，从园博园排出的雨水会经过湿

地的净化，再进入园博湖，最终汇入

永定河水系之中。可以说，湿地公园

就是园博园与外界之间的双向“水资

源过滤器”。

湿地公园履行净水“职责”，不仅

有赖于湿地内的环境，也需要生活在湿

地内的众多动植物的帮助。在湿地公园

里，种植有各类乔木、灌木和地被植物

30 余种、水生植物 30 余种，并放养有

多种鱼类和水生底栖动物。这些生物

共同承担着净化水体和美化湿地景观

的重任。

开源节流  雨洪系统“尽职尽

责”

把雨水进行收集、集中和储存再

利用，是园博园设计的一个重要理念。

雨洪利用作为开源和节流并举的一项

重要措施，具有节水、防洪、生态环

境三个方面的效益。覆盖整个园博园

以及周边地区的雨洪利用系统在保证

持续六个月的园博会用水以及雨季的

防汛安全方面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园博园的雨洪利用工程，大体可

分为园林景观和水利两个体系。园林

景观系统位于园博园内部，其大多数

组件都被巧妙地隐藏在地下，人们只

能从草坪边的雨水收集槽发现它们。

园内采用渗透与回用相结合的雨

水综合利用方案，在人行道和广场上

使用透水铺装材料，使雨水渗入地下，

经过滤后被收集到地下储水池里。这

些雨水主要用于大型水面补水和植物

灌溉。

水利体系雨洪利用系统由园博园

湿地公园和园博湖，乃至整个永定河

水系组成，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风

貌。这套庞大的系统不仅能将落在湿地

公园和园博湖区域及其周边的降水全

数收集，还可收纳从园内流出的雨水，

做到“滴水不漏”。

水面宽阔的园博湖，实际上成为

雨洪利用系统中的“水库”。由于它的

水面低于下游，使其蓄水量超过 1000

万 M3。不仅如此，汇入园博湖的雨水，

还由一套设计巧妙的系统进行了净化。

当普降大雨时，园博园内没有收集到

的雨水，经过园内草坪和土壤净化后

流向园外。园内收集到的雨水也经由

此净化过程，被收集管道引入园博园

湿地公园。此后，湿地又承担起了“精

益求精”的工作，如同净化再生水一样，

对雨水进行净化后，让它们汇入园博

湖。

对于突如其来的大暴雨，这套雨

洪净化系统也足以应对。在园博园一

侧的湖岸，建有长达 4.2 公里的“库

滨带”，它属于表流人工湿地。遇到大

雨或暴雨时，承担日常水体净化工作

的潜流湿地就成为“缓存区”，其余超

出负荷的雨水，则通过一条人工溪流，

分散到整个库滨带，由表流湿地处理

后再流向园博湖。

消纳污水 微生物“联合作业”

园博园的再生水处理系统大体分

为两个体系。园博园内部设有两座小

型污水处理站，可以将园区产生的污

水通过管网收集后，集中在一起处理。

为了不影响园区景观效果，污水处理

区域和设备都被建在地下，地上则进

行了绿化。

园博园的污水处理工艺，选用

“A/O 生物接触氧化法”，由厌氧和

好氧微生物联合作业，通过格栅拦截、

沉淀池澄清、消毒剂消毒等处理手段

对污水进行净化。处理过程包括：汇

集起来的污水首先经过格栅，去除水中

粗大的悬浮物和其他杂质。然后进入调

节池，进行水量水质的混合，以使后续

的厌氧处理能够稳定运行。污水从调节

池进入厌氧水解池，才进入了真正的

处理环节，也就是所谓的 A/O。该环

节完成之后，污水再通过后续的沉淀、

过滤，就可以作为中水使用，主要用于

冲厕、绿地浇洒、道路冲洗及景观用水。

永定河畔，昔日的废弃地，今日

的精品园林，生动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生态文明理念。园林城市，美丽

家园，经由众人的智慧与劳动，已经

从美好愿景转化成累累果实。作为“绿

色北京”的示范工程，生态修复的成

功典范，北京园博园宛如一颗绿宝石，

已“翠”入人眼、“华”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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