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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太湖新城水系规划研究

陈  娟，朱前维，秦建国

（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无锡分局，江苏 无锡   214000）

摘要：简述无锡市太湖新城水系现状，从河网水系、防洪除涝、水环境水生态、河道管理四

个方面分析现状水系存在的问题。介绍水系总体规划布局，在太湖新城“三纵三横”主干水

网格局基础上，蠡河以东太科园区继续完善“三纵七横”之框架性河道，蠡河以西地区则通

过进一步强化“三纵一横”次干水网来改善北部区域引排调蓄能力。并对太湖新城水系规

划在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等方面进行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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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太湖新城位于无锡市南部，北起曹王

泾，南至太湖，西临梅梁湖景区，东至京杭运河，

总面积 150 km2。太湖新城规划总人口 100 万人 [1]。

太湖新城是无锡新的中心城区，正着力打造现代

生态城市。随着新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

化、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对水安全、水资源、水环

境的要求愈来愈高。

1   水系现状

太湖新城位于京杭运河西南侧，区域三侧临

湖，区内河道纵横交错，东联京杭运河 - 望虞河，

西靠梅梁湖，南通太湖，北接曹王泾，水系发达，

形成一个相对闭合的河网体系。太湖新城区域河

网密布，调查分析表明，新城内部现有大小河道

约 300 条段（不包括边际河道曹王泾、京杭运河

和望虞河），总长约 325 km，河网密度每平方公里

有河长 2.2 km[2]。

太湖新城现状水系基本上是对历史水系的继

承，其中入太湖主要设控河道有 14 条（包括三河

港、四河港）在水系演变中，所形成的南北向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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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有长广溪 - 横大江、庙桥港 - 壬子港、蠡河等，

东西向主干河道则有板桥港、南大港、杨木桥河、

大溪港等。

近年来随着太湖新城建设发展及河网水系治

理，在充分利用老河道的基础上，新城又陆续对

清水河（亲水河）、尚贤河、长广溪等主干河道以

及张庄巷河、吴都路河（北闸桥浜 - 周司桥浜）、

沙泾港等排水河道进行了全河段或部分河段的沟

通整治。目前，太湖新城主干河道“三纵”线路基

本形成，“三横”线路则仅有清水河已建成。

太湖新城现状河网水系主要发挥公益性功能，

包括行洪、排涝、调蓄、供水（灌溉供水）、水环境、

水生态、航运等作用。开发性功能主要为旅游航

运功能，旅游航运涉及的河道有横大江、长广溪、

蠡湖、曹王泾、蠡河等。随着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

治理工程的实施，太湖新城区域作为重点治理片

区，已不存在利用水面进行规模养殖情形。

2   存在问题

2.1   河网水系问题

2.1.1   境内河道淤积现象较为普遍

由于新城河网为弱水动力河网，水动力条件

不佳使得河流停滞少动而易于泥沙下沉，河道本

身水力侵蚀、腐殖质和杂物沉积等原因，加上新

城开发建设活动中水土流失等其它因素，使得境

内河道总体上淤积现象仍较普遍。河道淤积致使

河床抬高，不仅影响河道引排水能力，影响河道公

益功能的发挥，沉积的底泥还会释放污染物，进

一步加重了水体的污染程度。

2.1.2   部分河道拓展空间已受限制

伴随太湖新城区域城市化发展，地面径流系

数变大，承泄雨洪的排水河道负担加重，但受早期

开发利用活动影响，现状一些房屋（厂房、住宅）

和管线沿河布置或距离现河口线太近，使得河道

拓展空间受到严重制约。同时，一些已建的市政道

路，其跨河桥涵往往缩窄以致于成为“卡脖子”所

在，一方面影响河道引排调蓄能力，另一方面对清

淤船只通行带来不便，不利于河道维护。要对其

桥涵再作拓宽改造困难较大。此外，随着城市扩

张一些地块已经出让，给河道预留空间不足影响

河道实施规模，河道滞后整治又导致实施难度加

大、投资增加。新城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开发利用

活动往往有损河道功能，如：

（1）新城建设过程中有些地块开发存在未开

先填或河道水面被挤占现象，致使局部地区调蓄

能力不足，外排受阻并致内涝。

（2）在太湖新城生态水系规划中，对于原有支

河支浜大多作填埋处理，导致河网密度有所降低，

排水不畅致使局部地区易出现内涝现象。

（3）在太湖新城生态水系规划实施过程中，由

于种种原因，有些河道滞后实施或没有按规划要

求实施，导致今后实施难度增加或河道断面不得

已减小，影响河道调蓄能力和过流能力。

2.1.3   河网主框架尚待进一步完善。

根据太湖新城生态水系规划，新城将构建“三

纵三横”河网主框架，与近年来新城快速发展的

城市化步伐相比，框架性主干河道整治明显滞后。

目前，“三纵三横”主干河道线路中，处于新城腹

部的秀水河与碧水河均未贯通，秀水河与碧水河

线路尚未真正形成，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引排调蓄

作用，影响到新城雨洪快速东排京杭运河的效果。

除此之外，新城局部地块内河道曲折蜿蜒、分布

紊乱、沟通性差，既不利于水畅其流，也不利于地

块利用。

2.2   防洪除涝问题

2.2.1   城市化导致产汇流速度加快，行洪排涝压力

加大

随着新城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城市下垫面

正在逐步发生变化，能滞蓄雨洪的可透水面积减

少使得滞蓄雨洪效果减弱，硬质地面的增多导致

地表径流系数加大和产汇流速度加快，进而导致

最终承载雨洪的河道洪峰流量加大及洪水位抬高，

进一步加重了现有河道排水负担，增加地区行洪

排涝压力。

2.2.2   沿湖水闸实际调控方式变化，加重新城洪涝

压力

新城周边沿贡湖、蠡湖入湖口门设控以及为

保护湖泊水环境和水厂取水口水质而致调度控制

运用方式的变化，导致新城原有排水格局被改变，

原来可以就近排入贡湖和蠡湖的河道被人为控制

而不能排，只能绕道长距离向东和向北排入京杭

运河和曹王泾，致使排水不畅，加重新城区域特

别是南泉一带的洪涝压力。

2.2.3   新城社会经济地位转变，对水安全提出更

高要求

随着新城城市化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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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和功能定位的转变，新城作为无锡市新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出了

更高保障要求，进而对防洪排涝水安全也提出了

更高要求。新城区域目前尚不具备能减轻洪涝压

力的有效的主动调控手段，尚未完善相应的配套

工程体系。

2.3   水环境水生态问题

2.3.1   总体水环境未根本好转，水污染防治任重

道远

据初步调查，新城范围内尚有部分生活污水

和工业废水未经有效处理即直排入河，影响了该

区域的水环境。同时，受贡湖和蠡湖沿湖口门设控

及调度运用方式变化影响，新城现状河网工况及

水动力条件不佳，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水环境恶

化。近年来新城区域部分河道水质已较以往有所

好转，但总体水环境与水功能区目标要求尚有差

距。根据监测，新城水质类别在Ⅲ～Ⅴ类间变化，

综合（均值）评价为Ⅳ类 [3]，主要超标项目为化学

需氧量，新城入河污染物负荷仍然较大，并超过了

河道水域的纳污能力，水体污染负荷超重现象没

有根本扭转。同时，随着新城产业结构和功能定

位的转变，对区域水环境、水景观提出了新的要求，

但新城目前尚缺少较为有效的可人为调控的调水

引流改善水环境的措施和手段。

2.3.2   部分河道护岸型式不利于水生态系统良性

循环

初步调查，新城区主要河道大部分进行了护

岸，其中一些护岸为浆砌石驳岸或钢筋混凝土护

岸型式。这种护岸虽然发挥了挡土、护坡、防洪等

作用，但同时也会打破原来自然水生态系统的平

衡，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河流水生态环境退化，不

利于水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2.3.3   滨河绿地不足，涵养水源生态防护功能受削弱

新城滨河绿地不足，沿河人工绿带建设主要

集中在部分已整治过的河道上，其他河道两岸大

多处于自然状态，没有形成适度规模的绿带，生态

防护作用因而受到削弱。

2.4   河道管理问题

2.4.1   河道保护长效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因认识问题，个别群众和单位爱护河道意识

较薄弱，法制观念不强，不能善待河道，随意向河

中抛扔垃圾或倾倒废水污水、擅自挤占或堵断河

道等行为时会发生，损害河道的正常功能，因此有

必要加强河道管理法制宣传，进一步完善河道保

护长效管理机制。

2.4.2   河道规划管理和执法监管力度有待加强

一方面，由于水系规划是河道保护控制的主

要技术支撑，因此应强化河道规划管理，对出让

地块要重视河道布局管控和跟踪监督。另一方面，

鉴于目前水政执法队伍力量稍显薄弱且监管手段

相对落伍，往往导致河道监管上难以全面兼顾，对

一些擅自挤占河道、侵占水域或填堵河道影响防

汛安全的违法违章行为，难以及时发现、制止和

处理。因此，有必要结合河道长效管理机制进一

步加强河道执法监管力度。

3   水系总体规划布局

太湖新城是无锡市区的组成部分，其现状河

网水系格局主要以武澄锡虞区域和无锡市区水网

为基础，依托曹王泾、京杭运河、望虞河、太湖（贡

湖、梅梁湖）、蠡湖等外围骨干河网水系，新城内

部水系则相对独立。规划充分利用板桥港、南大港、

庙桥港、蠡河等已有骨干河道以及近年来的新开

河道，继续维持“三纵三横”太湖新城主干水网格

局。三纵河道为：长广溪 - 壬子港、庙桥港 - 尚贤

河、蠡河，三横河道为：秀水河、碧水河、清水河 -

新开港，规划考虑到上述“三横”主干河道线路对

于太湖新城位置上总体偏南，北部河道稍显稀疏，

北部区域引排调蓄能力相对薄弱。为此，规划在

太湖新城“三纵三横”主干水网格局基础上，蠡河

以东太科园区继续按《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水

系 规划》完善“三纵七横”之框架性河道（其中太

科园区主干河道呈“三纵四横”框架），蠡河以西

地区则通过进一步强化“三纵一横”次干水网来

改善北部区域引排调蓄能力。“三纵”次干河道线

路为：

（1）东绛河 - 闪溪河 - 初轧厂河 - 王石墙河 -

壬子港北段，全长约 9.2 km；

（2）观顺河 - 钱龙桥港 - 周潭港，全长约 5.24 

km；

（3）邹家弄浜 - 李家浜 - 六角前浜 - 连秤桥

河 - 庙港，全长约 6.78 km。通过对“三纵”次干

河道治理，进一步改善区域南北向调节能力。

“一横”次干河道线路为：

方桥河 - 和畅河 -（六角前浜）- 郁花港 -[ 面

杖港 ]（面杖港属蠡河以东太科园区框架性河道七

江  苏  水  利 2016 年 6 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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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之一），全长约 4.48 km。加强对该线路的治理，

有助于改善新城北部区域的东排能力。

4   效益评价

河网水系治理工程属社会公益性质的水利建

设项目，其效益体现于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

和经济效益等方面，其中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

益是主要效益。

4.1   社会效益

4.1.1   提供可持续利用环境河道是城市重要的基

础设施

河道不仅现在起作用，今后仍将发挥作用，因

此河道状况及功能是否良好，事关城市环境的可

持续利用。对新城河道进行规划和整治，有助于

改善河道水环境和生态环境，提供良好的可持续

利用环境。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

就是改善生产力。本项目工程的实施将为太湖新

城经济社会的高速平稳发展提供水资源和水环境

方面的保证。

4.1.2   提升太湖新城城市形象

对太湖新城河网水系进行治理，进一步彰显

了新城的“水”优势，有利于做足“水”文章。太湖

新城打造“山水城市”和“生态城市”的过程中，

必然要“显山露水”，而河道综合整治将进一步改

善河道环境面貌，促进河道水环境和水生态环境

的改善，从而有利于城市的“露水”，进而强化和

提升“山水城市”和“生态城市”形象，提高城市

品位。

4.1.3   促进河道的保护

河网水系治理是公益性的社会事业，河道生

态环境的改善，将更加促进河道生态与人类的密

切关系，提高百姓自然保护意识和科学认知水平，

增加科学修养，而百姓对河道的关爱又将反过来

进一步促进河道的保护。

4.2   生态环境效益

4.2.1   改善区域自然环境

河道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太

湖新城河网水系进行治理，将促进该区域自然环

境的改善，并有助于进一步改善城市生态结构和

生态气候，推动区域生态的健康发展。

4.2.2   改善河流生态环境

对太湖新城河网水系进行治理，将进一步改

善河道水环境和水生态环境，维护河道生态系统

的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对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的良

性循环具有重要作用。

4.3   经济效益

4.3.1   提高区域泄洪排涝能力，减少自然灾害损失 

对太湖新城河网水系进行规划和治理，将为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安全的水利环境。工程实

施后，使河道蓄泄能力得到加强，有助于提高区域

泄洪排涝能力，缓解降雨径流对该地区的防洪压

力，减少暴雨和洪水给区域带来的经济损失。

4.3.2   改善投资环境，促进水岸经济发展 

对太湖新城河网水系进行规划和治理，将进

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价值，促

进水岸经济发展。

4.3.3   美化环境，促进水文化旅游业发展

对太湖新城河网水系进行规划和治理，包括

对锡南线、曹蠡河等旅游航线的整治，将使水利

环境和航运环境面貌得到改善，从而进一步美化

城市环境，促进旅游资源的开发，增加本地区旅

游收入。

5   结语

科学合理的水系规划既是城市规划的一部分，

也是保护水资源、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改善

河道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4]，在保障城市防

洪排涝的基础上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城市水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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