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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 年水质监测数据及作者 !""* 年的实测数据，采用水体理化指标评价和

生物多样性指标评价方法，对上海张家浜河道综合整治工程进行效益分析及综合评价，认为工程实施后，促

进了水体的良性循环，水生生物种类和数量都有所增加，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水体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推动

了沿线房地产的开发，产生较大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针对尚存在的问题，对污水收集和处理、沿岸绿

化、营造社会参与氛围等方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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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河流对于营造城市良好的生态环境至关重

要，在城市生态建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方面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高强度

的城市开发活动对城市河流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影

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河流周边社会经济的发展。

为了改善城市河流环境质量，发挥城市河流的生态

功能，近年来国内外开展了大量河道整治的实践，积

累了丰富的河道整治经验，也进行了较多的河道整

治效益分析的研究。但以往对河道整治成效分析研

究多集中在水质评估上，从环境、经济、社会效益多

角度综合评估河道综合整治成效，尚缺乏深入的研

究，且缺乏量化评估手段［&，!］。上海是我国最大的

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随之而来的污染也日

益严重，尤其是河流污染问题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自 &%%+ 年起，上海市以浦东新区张家浜、杨浦区杨

浦港与虹口港水系、徐汇区龙华港水系河道整治为

重点，全面开展了中小河道综合整治，取得了一定成

效。本文以张家浜河道综合整治工程为例，探讨河

流综合整治所产生的环境、社会、经济效益，以期为

进一步加强上海市河道的全面整治提供决策依据，

对以张家浜为样板的其他河道整治工程提出建议。

! 河流概况

张家浜是浦东新区重要的自然地表水体，全长

&-2-0 3(，沿途穿过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上海科技

城、花木行政中心，是浦东新区经济文化最为集中的

区域，也是改善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一条关键河道。

由于长期未进行疏浚，河道淤积严重，同时两岸工业

区、居住区的大量污水直排张家浜，河道水体严重污

染，河道水体功能丧失。尤其是西段位于中心城区，

城市化过程中受到较大干扰，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

坏，两岸社会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为了加快张家浜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保护城

市河流水环境，浦东新区政府于 &%%+ 年起开始对张

家浜实施河道综合整治工程，于 !""! 年 0 月竣工。

工程共投资 &"2% 亿元，完成河道疏浚拓建 &- 3(，疏

浚底泥 *$-2# 万 (*，新增绿化面积约 !" 万 (!。河

流沿途流经区域逐步实施污水截流纳管，目前服务

面积 !#2-+ 3(!，受纳污水 %2*+(*。同时打通浦东运

河至长江口段 02!0 3(，为浦东新区尤其是花木地区

的综合调水创造条件，以期达到张家浜景观用水"
类水质标准，实现水清岸绿的目的，以改善张家浜沿

岸的生态环境，提高人们群众的生活质量。

" 生态环境效益评估

张家浜综合整治为改善浦东新区环境质量，实

现水质达到景观用水的目标，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发

挥了重要作用，带来了可观的环境及生态效益，水环

境质量改善状况是综合整治环境效益的最直接体

现。水质理化指标分析常用于水质状况研究中，而

近年来以藻类和底栖生物评价水质营养程度和监测

污染，已被国内外研究者广泛使用，它具有客观、综

合、直观性的特点，可以全面体现水体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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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 年的水质监测

数据以及作者 $%%& 年的实地监测数据，采用水体理

化指标评价和生物多样性指标评价方法，对张家浜

水环境改善情况进行评估，监测样点包括西闸、三

桥、大湾和川南奉公路 ’ 个断面（见图 !），分别代表

张家浜自西往东河流水质状况。

图 ! 张家浜地理位置示意图

" (! 水环境质量改善效果评估

西闸断面位于浦东新区市区段，整治前是张家

浜河道污染最为严重的断面。该河段整治前河床淤

浅、堵塞严重，河水常年黑臭、排水不畅。从表 ! 可

以看出，!""# 年西闸断面各项指标都劣于!类水质

标准，超标率 !%%)，河流水体污染严重。经过一

期、二期综合整治后，水体主要理化指标均有显著改

善。至 $%%$ 年，*+ 上升至 $,#- ./ 0 1，达到"类水

质标准；较之 !""# 年，2+*23，4+*5，67&86 分别降

低了 99)，9")和 9#)。除 67&86 外，其余各项指

标均可满足!类景观用水要求，而 67&86 的超标倍

数相对较低，对河流污染的贡献较小。河道综合整

治工程尤其是引清调水工程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张

家浜总体水环境质量，保证了工程整体效益的发挥。

特别是 *+ 的增加，为张家浜生态系统的进一步恢

复创造了有利条件。

表 ! 西闸断面整治前后水质状况对比 ./ 0 1

年份 *+ 2+*23 4+*5 67&86

!""# %,!! -&,’5 !9,’# !9,9#
$%%& $,#- $-,’% 5,!5 5,55

" (" 张家浜水生生物群落结构评估

" (" (! 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监测及评价

张家浜河段的藻类生物种类和生物量较高，多

样性较丰富，尤其是川南奉公路断面检出 !5 种藻

类，细胞个数高达 "&,!# 万个 0 1（表 $）。主要是东段

开通实施引清调水治理工程后，水质得到明显改善，

为藻类的生长和繁殖提供了有利的生长条件［’］。

表 " "##$ 年 ! 月张家浜各断面浮游植物调查分析结果

监测断面 藻类细胞个数 0（万个·1: !） 种类数

川南奉公路 "&,!# !5
大 湾 -#,&& !$
三 桥 -#,!# !%
罗山路 #%,!# !&

" (" (" 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监测及评价

底泥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水质的好坏。

张家浜整治前水体黑臭，底栖动物优势种主要为寡

毛类的霍甫水丝蚓（!"#$%&’"(%"&)* +%,,#-"*.-’"），虽然

底栖动物受外界影响比较缓慢，底栖动物群落的种

类和优势种的变化较小，但在 $%%$ 年调水后，川南

奉公路的苏式尾鳃蚓的比例有一定程度的增加。由

于苏式尾鳃蚓对底质中 *+ 的要求较高，尾鳃蚓的

比例增加反映了底质环境的改善和底泥含氧量的增

加［5］，见表 &。

表 $ 张家浜整治前后底栖动物优势种监测结果对比

年份 川南奉公路 西闸

!""# 霍甫水丝蚓 霍甫水丝蚓

$%%& 苏式尾鳃蚓 霍甫水丝蚓

以上情况表明，张家浜综合整治工程促进了水

体的良性循环，为水生生物种群的恢复提供了适宜

的环境，水生生物种类和数量都有所提高，张家浜河

流生态系统的生物组成已逐渐开始恢复。

$ 社会、经济效益评估

张家浜综合整治后，生态系统得到了有效恢复，

河流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张家浜沿

岸形成环境优美的绿色通道，亲水平台、公园的开放

为居民提供了娱乐、健身的场所，张家浜沿岸成为市

民大众休闲休息以及游览胜地。同时周围环境的改

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沿线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因

水质改善、环境质量提高而引起的房产增值以及与水

相关的旅游、娱乐、休闲和等产业的潜在市场价值。

生态系统作为一项公共物品，不能通过直接的

市场交换和市场价格调查获得其服务价值。因此，

本文 采 用 条 件 价 值 评 估 法（ ;<=>?=/@=> ABCDB>?<=
.@>E<F，2GH）［9］，通过社会调查的形式，将一些家庭

或个人作为样本，通过一系列假设的问题，询问他们

对于张家浜环境改善措施的支付意愿（I?CC?=/=@JJ ><
KBL，MNO），以推导张家浜环境质量改善所获得的社

会、经济价值。同时对张家浜整治对房地产开发的

推动作用进行评估，目的在于估算张家浜综合整治

带来的房地产价格提升效应，反映张家浜综合整治

带来的经济效益［#］。

$ (! 生态服务价值评估

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2GH）的原理和基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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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借鉴了国内外问卷设计的经验，结合张家浜污染

历史及现状，设计了 !"# 调查问卷。采用面对面访

问形式对张家浜沿线居民、房地产开发商及相关环保

专家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问卷 $$’ 份。

调查结果显示，在 $$’ 份有效问卷中，其中 () 人

具有正支付意愿，%* 人表现零支付意愿。张家浜整治

的非 负 平 均 支 付 意 愿（#+,- ./0）为 1%(2& 元 3 ,，
正 ./0 平均*(*2& 元 3 ,（%44% 年价格）。则居民对张

家浜生态系统服务的平均支付意愿应为 1%(2& 5
*(*2& 元 3 ,。以浦东新区为研究整体，张家浜生态系

统服务总价值为 ’24$ 5 12%* 亿元 3 ,［(］，约占浦东

670的 42’8，表明政府投资整治张家浜得到相应

的社会、经济回报。

! 9" 沿线房地产价格提升评估

!#"#$ 张家浜沿线房地产开发情况

张家浜整治前，该地区脏、乱、差现象严重，水质

黑臭，违章搭建损害了该地区的环境，沿线地块的开

发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整治前张家浜沿线没有新

开盘的楼盘。随着张家浜综合整治工程的实施，张

家浜沿线开盘楼盘逐渐增多，尤其是世纪公园周边

成为热销地区，主要都受益于张家浜综合整治效益。

!#"#" 张家浜沿线房产价格提升评估

随着张家浜水质的改善，沿岸房地产的价格逐

渐上升。张家浜沿线地块平均每年增长 %44 5 144
元，并呈持续上升趋势。从 %444 年开始，房产价格

增长率都在 *8以上，最高增幅达到 %48。

据统计，张家浜沿线的房地产价格超出了上海其

他地区房地产的均价。%44$ 年，张家浜沿线水景住宅

价格在 1444 5 (444 元 3 :% 之间，比其他地区水景住宅

价格平均高出 18 5 $48，临近张家浜两岸（144 : 以

内）的楼盘比距离水体较远（144 5 $444:）的楼盘价格

高 $18，大大超过了一般水景住宅比不临近水体住宅

价格高 18 5 $48的幅度［&］。这主要由于张家浜河道

综合整治的环境效应充分反映到水体和周围环境的

显著改善上，水体环境改善使得附近房地产业得以更

好的发展，水环境的价值也进一步得到体现，房产价

格得到进一步抬升，沿线房地产开发商也将水景住宅

作为提高开发效益的有效途径之一。

% 结论和建议

张家浜综合整治工程实施完成后，不仅带来了

明显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得到了良

好体现。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水体生态系统逐步

恢复，同时也推动了沿线房地产的开发，发挥了综合

整治的整体效应，张家浜成为一条集休闲、休息、游

览于一体的生态型景观河道，实现了“水清、岸洁、有

绿”的景观目标，成为全国河道整治的样板河道。但

是综合整治实施完成后，目前还存在东段农村地区

污水收集系统不完善、部分河流断面采用完全人工

构筑物结构而不利于水体自然生态的重建和恢复、

绿化结构较为单一而视景效果不太完美、市民环保

意识还有待提高等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综合整治工程效益的进一步发挥。

为了巩固张家浜综合整治的成果，进一步提高

河流水环境质量，发挥河流生态功能，为上海市社

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针对河流整治

后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 完善污水收集和处理系统，从根源上截断河

流污染源，尤其在城市化地区要控制进入河道的污

染负荷；加强对农村点源污染源的监督管理，采取有

效措施控制农村地区面源污染［$4］。

(’ 河道整治中应实现城市河流管理思想和治

河技术体系的阶段性跨越，恢复河流的生物多样性

和自然形态景观多样性。

)’ 沿岸绿化要多采用本地植物使植被易于生

长恢复；在生态学原理指导下，根据功能区划要求，

设置不同的乔、灌、草以及水生植被景观，体现自然、

优美的景观视觉效果。

*’ 进一步建立责任体系和检查考核制度，以人

为本，建立公众参与激励机制和有效的公众参与程

序，加强宣传力度，营造社会参与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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