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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规划背景分析

——区位分析

长葛市在许昌市的位置

长葛市地理位置

长葛市在许昌市的位置

长葛市位于河南省中部，隶属许昌市。北纬34°09′~34°20′，东经113°34′~114°08′。北

接省会郑州，南邻魏都许昌，东观汴京开封，西望古都洛阳，总面积648.6km2。长葛市交通便

利，向南24km与许昌相依，往北62km与省会郑州相望，距新郑国际机场仅35km；京港澳高速

公路、京广铁路、107国道及规划建设中的石武高铁、郑许轻轨纵贯全境，西边县界紧邻郑石

高速 彭花公路横贯东西 省道开许公路斜穿市域东部董村 石象 乡镇 市域公路网四通

许昌市在河南省的位置

高速；彭花公路横贯东西，省道开许公路斜穿市域东部董村、石象二乡镇；市域公路网四通

八达，市内村村通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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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规划背景分析

——自然条件分析

地形地形

长葛处于豫西山区向豫东平原过渡地带，属于淮北平原，西北受伏牛

山系嵩山余脉影响，岗垄起伏，地势整体呈现西北高，东南低，呈缓倾斜

状。京广铁路以西海拔120m~90m，地面坡降1/250~1/1000；以东海拔

90m~65m，地面坡降1/1000~1/2500。90 65 ，地面坡降 / 000 / 500。

长葛市地貎类型图

地貎类型

长葛市地貎以平原为主 兼有浅山和岗丘 浅山区分布于长葛市西北部长葛市地貎以平原为主，兼有浅山和岗丘。浅山区分布于长葛市西北部，

为伏牛山系嵩山余脉，占全市总面积2.5%，包括后河镇8个行政村；岗丘区分为

黄土岗区和沙岗区两部分，占全市总面积的10.2%，黄土岗区主要分布于和尚桥

镇和石固镇部分区域，沙岗区分布于官亭乡和大周镇部分区域；除浅山区和岗

丘区外，其余皆为平原区，占全市总面积87.3%。

长葛市地形图

丘区外，其余皆为平原区，占全市总面积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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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规划背景分析

——自然条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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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规划背景分析

——自然条件分析

地下水

长葛市当地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1 23亿 3 其中地表水资源量0 56亿长葛市当地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1.23亿m3，其中地表水资源量0.56亿

m3，地下水资源量0.83亿m3，重复量为0.16亿m3。全市地下水资源分区根

据地形地势划分为六个类型地区：

a）东部平原，包括南席、古桥、石象、董村一带和老城、大周东部，

面积235.2km2。面积235.2km 。

b）水库供水区，包括老城、大周、石象、董村大部、官亭、增福庙、

和尚桥东部的自流灌区和提水灌区，面积133.6km2。

c）北部沙岗区，包括大周、官亭乡北部，面积27.9km2。

d）西部平原区，包括后河、坡胡、石固全部及和尚桥、增福庙、官

亭西部，面积195km2。

e）霸王岗贫水区，包括和尚桥西部，石固东部，增福庙南部，面积

40.1km2。

f）西北部浅山丘陵区，在后河西北、陉山一带，面积16.2km2。长葛市浅层地下水分布图

04长葛市中层地下水分布图



第一部分 规划背景分析

——自然条件分析

褐
土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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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葛市土壤类型图

土

土壤

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技术规程，长葛市土壤分褐土、潮土、砂礓黑土3个土类，7个亚类，10个土属，24个

土种。

生物

长葛市位于淮河平原，生物资源丰富，境内植物种类有370多种。

砂
礓
黑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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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规划背景分析

——社会经济分析

长葛市行政区划图

行政区划

长葛市辖和尚桥、后河、石固、坡胡、老城、大周、董村、南席8镇，增福庙、官亭、石象、古桥4乡，金桥路、长兴路、建设路、长社路4个街道办

事处。辖359个村民委员会，2609个村民小组。总面积650km2。

06



第一部分 规划背景分析

——社会经济分析

人口
350

2010年，长葛市总人口74万人，男性37.6万人，占总人口50.8%，女性36.4万人，占总人口

49.2%。人口自然增长率4.3‰，人口密度1160人/km2
。

经济

2011年，长葛市生产总值达到321亿元，比2010年增长16.6%；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0.1亿元， 200

250

300

比2010年增长3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635亿元，年均增长24.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达到80.2亿元，比2010年增长19.1%；市域经济实力稳步上升，综合实力位居全省第1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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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葛市1996 ~ 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图

长葛市1996 ~ 2010年总人口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8 2010

总人口 664466 670073 676145 694429 693847 701793 708888 713905 718572 727928 738512 706100 7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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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规划背景分析

——城市发展规划分析

城乡用地布局现状图 城镇体系空间结构规划图

城镇等级规模与职能规划图
产业发展空间布局规划图

空间结构

“一心、一轴、一带、三片”

城镇等级规模与职能规划图
产业发展空间布局规划图

——长葛市市域村镇体系规划（2009~2020）

坚持“依托轴线，强化中心城区地位，以重点镇带动片区发展”的总体发展思路，城镇空间发展形成“一心一轴一带连接三片，”的总体框架。

一心：中心城区

一轴：沿长南公路（一号公路）的横向发展轴。这条发展主轴将中心城区和老城镇、坡胡镇、董村镇串联起来。

一带：沿京港澳高速，城际轻轨和京珠客运专线结合官亭佛耳岗水库保护区形成的纵向发展带，是市域的生态发展带。

三片：以中心城区为依托，以老城、大周为中心城镇的中部综合发展片区，以董村为中心城镇的东部生态农业发展片区，以坡胡为中心城镇的西部工业发展片区。

通过一轴一带，将长葛市的中心城镇和主要的一般城镇紧密联系，充分发挥上级城镇对下级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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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规划背景分析

——城市发展规划分析

城镇空间结构规划图 城镇空间管制规划图

城镇等级规模与职能规划图 市域旅游发展规划图

长葛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 2020）
规划范围

本次总体规划将规划范围划分为长葛市市域、长葛市城市规划区、长葛市中心城区等三个地域范围。

城市性质

郑汴长葛市中心城区是中原城市群中部地区的重要节点城市和先进制造业基地 以发展高新材料 机械 食品等产业为主导的工贸城市

——长葛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

郑汴长葛市中心城区是中原城市群中部地区的重要节点城市和先进制造业基地，以发展高新材料、机械、食品等产业为主导的工贸城市。

城市职能

郑州与许昌两大都市区之间的重要空间支点，担负着在空间上连接郑州和许昌、集聚产业和人口的重要功能。是中原城市群中部地区的重要节点城市。

城市规模

人口规模 到2020年长葛市总人口为85万人 城镇人口53万人 城镇化水平62％ 其中中心城区人口36万人人口规模：到2020年长葛市总人口为85万人，城镇人口53万人，城镇化水平62％；其中中心城区人口36万人。

用地规模：到2015年县城规划建设用地规模29.7km2，2030年建设用地37.8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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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规划背景分析

——城市发展规划分析

城区规划布局结构图 环境保护规划图城区土地利用规划图 城区远景发展规划图

给水工程规划图 雨水工程规划图

城市总体空间结构
——长葛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

城区功能组团分析图 绿地系统规划图

“一核二轴三心三片”

“一核”：空军副食品基地（原战备机场）及其周边绿化防护区为开敞生态绿化核心。

“二轴”：长社路和钟繇大道共同构成中心城区的“十”字发展主轴。

“三心”：中心城区形成3个市级综合公共中心，分别为位于西部综合片区的老城商业服务中心、位于北部综合片区的商务商贸中心和位于南部综合片区的产业文化中心。

“三片”：中心城区以京广铁路、空军副食品基地（原战备机场）为界，分为西部综合片区、北部综合片区、南部综合片区三个片区。

城市拓展方向

近期调整完善现状城区，重点发展南部综合片区。远期重点向南、北拓展，适度向东、西发展。
10



第一部分 规划背景分析

——城市发展规划分析

集聚区产业布局结构图 集聚区空间管制环规划图集聚区功能结构示意图 集聚区土地使用规划图

污水工程规划图 雨水工程规划图

——长葛市产业集聚区控制规划

给水工程规划图 近期建设规划图

城市功能

长葛市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展现城区形象的“城市名片”。以第二产业为主导，把长葛市建设成为中原城市群内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兼顾服务业、商业、物流业等第三产

业。集居住、科研、生产、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生态型的大型综合性产业集聚区。

城市规模

人口规模：至2020年规划期末，产业集聚区总人口规模约为8.8万人。

用地规模：长葛市产业集聚区在已建成4km2的基础上，发展区为4.5km2，控制区为4.5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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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规划背景分析

——区域水系现状

区域水系图 许昌市水系图

长葛市属淮河流域颖河水系，双洎河发源于河南登封市，穿过长葛市后在许昌市境内汇入贾

鲁河，清潩河发源于河南新郑，于官亭乡入长葛市，流经官亭、增福庙、和尚桥等3个乡镇至关庄

南地入许昌县，在漯河市境内汇入颍河干流。

双 洎 河 清 潩 河双 洎 河 清 潩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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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葛市小型河流概 统计表

第一部分 规划背景分析

——长葛市河流现状

长葛市小型河流概况统计表

河 名
长度

（km）
流域面积
（km2）

河 名
长度

（km）
流域面积
（km2）

南曹沟 8 15.3 东小河 3.2 4.8
福利河 8.4 20.6 小湾河 8 18.1
山师河 7 2 15 8 金鱼河 12 3 20 7

西小洪河 胜天河 双洎河 干沟河

山师河 7.2 15.8 金鱼河 12.3 20.7
董永沟 8.2 11.3 东小洪河 17.5 37.7
干沟河 18.9 30.7 机场沟 2 10
莲花河 7.5 14.8 三八沟 4.5 14.2
老潩水 11.3 20.4 盛太河 7 25
唐古沟 8.1 16.3 谷马沟 6.7 13.4
古路沟 7 8 13 3 暖泉河 18 4 54 1

小

河

湾
梅

梅

河

小

长葛市内河流均属淮河流

古路沟 7.8 13.3 暖泉河 18.4 54.1
小梅河 11.6 26.5 胜天河 11.9 26.3
西小河 5.2 15.5 西小洪河 17.4 73.6
无名沟 7.5 11.5

幸福湖

河

河

汶

域颖河水系，流域面积在

1000km2以上的大型河流1条

（双洎河），100km2~1000km2

的中型河流4条（石梁河、清

潩 河 梅 河 和 汶 河 ）

暖

泉

河沟干

潩

老

沟

古

唐

山
师
沟

潩 河 、 梅 河 和 汶 河 ） ，

10km2~100km2的小型河流23条。

河

水 汶

河

13
汶 河石梁河 暖泉河 清潩河 东小洪河



第一部分 规划背景分析

——长葛市湖、库、闸现状

长葛市内主要的库闸包括两库长葛市内主要的库闸包括两库

十二闸，两库指的是双洎河上的佛

耳岗水库和清潩河上的增福庙水库，

十二闸分别为双洎河李河口水闸，

清潩河英刘闸、新华路桥闸、杜村

幸福湖 增幅庙水库 佛耳岗水库 李河口水闸

增福庙水库
大谷寺闸

寺桥闸、关庄水闸，干沟河董村南

水闸、盆刘水闸，汶河朱毛赵闸、

黄岗水闸、谢庄水闸、楚庄水闸和

老潩水石西闸。

李河口水闸

幸福湖
黄岗水闸

盆刘水闸

英刘闸

新华路桥闸
杜村寺桥闸

朱毛赵闸

谢庄水闸石西闸

董村南水闸

盆刘水闸

关庄水闸 楚庄水闸
石固闸

14英刘闸 新华路桥闸 关庄水闸 楚庄水闸杜村寺闸



第一部分 规划背景分析

——双洎河现状

双洎河

佛耳岗水库

双洎河源于新密市翟沟，流经新密市、新郑市于官亭车站东北4.5km双泉寨入境，

流经官亭、老城、大周、董村、古桥、南席等六个乡镇，由毛庄村东南入鄢陵县，

从扶沟县入贾鲁河。长葛市以上河长75.5km，流域面积1329.6km2，长葛市境内河长

72.3km，流域面积147.8km2。老城以上河段宽为150m~300m，深10m~15m。老城以

佛耳岗水库

下河段宽120m~400m，深6m~8m，市区段左岸有东小河、西小河、小梅河、梅河汇

入，右岸有小湾河、金鱼河汇入。

李河口水闸

后吴大桥 黄金大桥

菜王村大桥
15



清潩河

第一部分 规划背景分析

——清潩河现状

清潩河又称潩水河，是一条古河。发源于新郑市沟草园，于官亭西9.5km杜庄西南入葛，流经官亭、增福

庙、和尚桥等三个乡镇至关庄南地入许昌县境。长葛市以上河长26.5km，流域面积117.9km2，长葛市境内河长

20.1km，流域面积105.6km2，市内左岸有东小洪河汇入，右岸有盛太河、西小洪河、三八沟汇入。

赵庄桥

增福庙水闸

新华路桥闸

英刘闸

新华路桥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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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规划背景分析

——汶河现状

汶河

汶河原发源于长葛市董村镇大柳树王，自西南向东北流经古桥、南席等三个乡镇入鄢陵县境。1976年为了使汶

河既能排又能灌，将汶河上游与双洎河李河口水闸连通。长葛市境内河长24.5km，流域面积154km2，左岸有山师

沟、福利河、南曹沟汇入，右岸有董永沟、干沟河汇入。现已成为季节性河流。

干沟河入汶河口

楚 庄 闸

黄庄节制闸 17



第一部分 规划背景分析

——梅河、石梁河现状

石梁河

石梁河源于禹州市无梁镇西北好汉坡，于石固

镇沈庄西南入境，至石固镇岗河东南入许昌市。长葛

市以上河长21.5km，流域面积192.0km2，长葛市境内

河长3.6km，流域面积31.3km2。长葛市境内河段左岸

有暖泉河、胜天河、谷马沟汇入，右岸有天宝沟、寨

东沟汇入东沟汇入。

老石固闸

梅河改道处

石梁河城镇段

梅河

梅河源于新郑市龙王镇，于大周镇老尚庄西北入

葛，至大墙周村西正南，由路庄、马庄、老坡岗、小

大谷寺闸

郭庄、大谷寺汇入双洎河。长葛市以上河长16.0km，

流域面积93km2，长葛市境内河长7.7km，流域面积

16.4km2。市内河段左岸有罗龙沟汇入，右岸有岚东沟

汇入。

18



第一部分 规划背景分析

——长葛市中心城区河流现状

城区段西小洪河入清潩河口

东

清潩河英刘闸上游城区段河道

干
渠

引

清 机场沟

东

佛

济

清

潩

小

洪

东小洪河产业聚集区段河道渠

三

河 河
清潩河产业聚集区段河道

三
八
沟

范庄沟

水系类型 名称 起点 终点 长度（km）

河流

清潩河 金山路 金钢路 10.9
东小洪河 颍川大道 东外环路 6.2
机场沟 环老机场 7.0

长葛市中心城区段河流概况表

机场沟 环老机场 7.0
渠道 引佛济清渠 东干渠 清潩河英刘闸 6.2

19



——规划理念

第二部分 规划布局

规划理念

城市生态水系规划是集防洪排涝、水资源优化、水质保护、水生态建设、

滨水景观营造于一体，以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水域水功能区划为目标，以水资

源高效利用、水生态系统修复与滨水生态环境建设为核心，协调规划区内城

市涉水事务关系，统筹兼顾防洪、排涝、供水、治污、河道治理、环境改善

的水利综合规划。

长葛市生态水系规划紧紧围绕长葛市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 按长葛市生态水系规划紧紧围绕长葛市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按

照“城乡水务一体化”的规划理念，破解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水问题，

将长葛市河湖水系建设成为“水清、流畅、岸绿、景美”的生态、宜居之城，

服务于城市发展，从而实现长葛市经济发达、环境优美、适宜居住的现代和

之城的发 标谐之城的发展目标。

20



第二部分 规划布局

——规划目标

规划目标

以长葛市河渠湖水系为载体，以城乡水务一体化规划为理论基础，按

照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理念 通过长葛城乡水务的统 规划和照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理念，通过长葛城乡水务的统一规划和

科学管理，保障水体水质基本达到水功能区划的要求，城市水环境质量得

到全面改善，创造良好的滨水环境，实现水资源和水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实现河道“水清、水活、岸绿、景美”的总体目标，使河道的水域而积、

形态、河岸景观与长葛市的城乡现代化建设相适应，营造优美环境和居住

环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规划具体目标：蓄排结合，协调城乡防洪；循环利用，保障用水安全；

生态净化，维护河湖清澈；水绿连接，构建健康生态；水清景美，塑造宜

居环境；水土融合，拉动水土经济。

规划原则

（1）以人为本 民生优先的原则；

规划技术程序

（1）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的原则；

（2）尊重自然，人水和谐的原则；

（3）服务城市，功能协调的原则；

（4）生态宜居，持续发展的原则。

规划技术保障体系

城市水务一体化规划与管理体系包括以下六个子体

系：防洪排涝安全保障体系、水资源利用配置体系、水

污染防治体系 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体系 滨水景观污染防治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体系、滨水景观

体系和运行与管理体系。

21



——市域水系梳理与调整

第二部分 规划布局

保留水系

改造及增加水系

取消水系

22



——市域水系总平面图

第二部分 规划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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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规划布局

——市域水系结构

北部水利风景旅游区

西部工业节水示范区

水系生态景观核心 东部高效节水灌溉区

一核：即长葛市中心城区水系生态景观核心区，通过对中心城区水系梳理与调整，在满足防洪排涝、水资源利用的同时，兼具生态调节、休闲游憩、人文景观展示、娱乐集会等功能，集中展现长葛市

的城市形象。

两带：

清潩河滨水景观带：依托清潩河打造滨水景观带，凸现乡村—城市—新城的变迁，构建都市滨水景观带，满足城区居民游憩、休闲、居住需要。

双洎河生态休闲防护带：利用佛耳岗水库、双洎河构建长葛市北部百里滨水生态长廊，通过恢复双洎河河道生态修复功能，保护佛耳岗水库水环境，保持河道自然特性，改善滨水生态环境，逐步净化

水质，打造城市北郊，乃至整个长葛市的生态廊道。

三区：

西部工业节水示范区——以石梁河、西小洪河和暖泉河为水系脉胳的西部片区，是长葛市规划的主要工业区，结合用水特征，充分考虑工业水源，突出水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功能。

北部水利风景旅游区——以北部佛耳岗水库及其下游双洎河为水系脉胳的北部片区，是长葛市主要的水源地，通过区内涉水整治，充分发挥区内生态景观旅游及水源地保护功能。

东部高效农业灌溉区——以汶河、干沟河为水系脉胳的东部片区，依托河道综合治理及灌区节水改造，大力发展高效节水农业，试点开发生态农业、观光农业，构建集灌溉、绿化、生态为一体的东部

水网水网。

七脉：即依托长葛市西小洪河、暖泉河、石梁河、梅河、汶河、干沟河、东小洪河等主要水系脉胳，并结合河道两岸滨水生态带，形成纵横交织的市域河流廊道。

24



——市域水系工程总布置图

第二部分 规划布局

市域生态水系规划工程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序号 项目名称 序号 项目名称 序号 项目名称 序号 项目名称

一 防洪除涝工程 5 干沟河补源工程 2 河道湿地净化工程 4 清潩河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 1 运行管理用房工程

1 河道整治工程 6 汶河补源工程 3 引佛济清西线水质净化工程 5 汶河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 2 水系确权划界工程

2 水闸改建工程 7 村镇自来水供水工程 4 引佛济清东线水质净化工程 五 水系景观工程 3 实时监控与调度工程

二 水资源利用工程 8 雨洪利用工程 5 乡镇污水生态净化工程 1 佛耳岗水库风景旅游区工程 4 水质监测与实验设施工程

1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保护工程 9 引佛济清西线工程 四 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 2 增福庙水库风景旅游区工程

2 南水北调中线配套供水工程 10 引佛济清东线工程 1 佛耳岗水库生态核心区构建工程 3 双洎河文化娱乐中心工程

25

2 南水北调中线配套供水工程 10 引佛济清东线工程 1 佛耳岗水库生态核心区构建工程 3 双洎河文化娱乐中心工程

3 佛耳岗水库水源地保护工程 三 水污染控制工程 2 南水北调中线生态保护工程 4 双洎河生态农业观光中心工程

4 增福庙水库水源地保护工程 1 佛耳岗水库水污染防治工程 3 双洎河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 六 运行管理与控制工程



——中心城区水系梳理与调整

第二部分 规划布局

1、水系改造工程

东小洪改造工程、引佛济清东线改造工程

2、新开水系工程

葛天河、彭花河、金刚路河、引佛济清西线工程

3、滞蓄洪湿地工程

颍川滞蓄湿地工程 东洪湖滞蓄湿地工程 杜村寺滞蓄洪湿地工程颍川滞蓄湿地工程、东洪湖滞蓄湿地工程、杜村寺滞蓄洪湿地工程

4、湿地净化工程

颍川湿地净化工程、仲伟湿地净化工程、东洪湖湿地净化工程

5、 湖泊类工程湖泊类

钟繇湖、翰林湖、潩水湖、东洪湖、南洪湖

6、取消水系

范庄沟、机场沟

保留水系

改造及增加水系

取消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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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规划布局

——中心城区水系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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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规划布局

——中心城区水系结构

仲伟湿地公园

清

东

仲伟湿地公园

一心：即葛天湖生态核心，位于城区中部核心区，以河湖
钟繇湖

小 相连的宽阔水面辐射整个中心城市，集中体现“葛天故里、水城

一体”城市形象，打造都市生态、休闲核心。

两河：即清潩河及东小洪河，两条河流均自北向南贯穿长

翰林湖

颍川湿地公园

潩

洪

葛市中心城区，居城区东西两侧交相辉映，共同构建了中心城区

的水网框架。其中，清潩河作为城市主要的生态景观带，东小洪

河作为城市主要的亲水休闲带。通过两河的塑造，融入长葛市源

远流长的水文化，塑造“二水萦回绕葛城”的古城胜景。

潩水湿地公园

四廊：即连通清潩河与双洎河的引佛济清西线渠、引佛济

清东线渠，以及连通清潩河与东小洪河的彭花河、金刚路河四条

水生态廊道，四条横向生态廊道与“两河”有效连通，构成了纵

横有序的城市水网。

葛天湖
生态核心

南洪湖
太邱湿地公园

河

十湖：葛天湖、杜村寺湖、颍川湿地公园、南洪湖、东洪

湖、翰林湖、仲伟湿地公园、钟繇湖、太邱湿地公园及潩水湿地

公园，在承载调蓄、滞洪、净化水质的同时兼具改善生态环境、

南洪湖

河

河
景观营造等多重功能。东洪湖

杜村寺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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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规划布局

——中心城区水系竖向高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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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规划布局

——中心城区蓝线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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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水系工程总布置图

第二部分 规划布局

序号 项目名称 序号 项目名称

防洪除涝 程 英刘尾水净化 程

长葛市中心城区水系规划工程总表

一 防洪除涝工程 4 英刘尾水净化工程

1 清潩河整治工程 5 仲伟湿地净化工程

2 东小洪河整治工程 四 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3 清潩河改线工程 1
葛天湖水生态核心区构建与

3 清潩河改线工程 1
保护工程

4 东小洪河改线工程 2
清潩河城区段水生态系统保护

与修复工程

5 彭花河工程 3
东小洪河城区段水生态系统

构建工程

6 杜村寺湖滞蓄洪湿地工程 4 葛天湖公园景观工程6 杜村寺湖滞蓄洪湿地工程 4 葛天湖公园景观工程

7 东洪湖滞蓄洪湿地工程 五 水系景观工程

二 水资源利用工程 1 潩水生态湿地公园景观工程

1 南水北调蓄水池保护与供水工程 2 太邱功能湿地公园景观工程供 公

2 颖川湿地公园工程 3 杜村寺湖公园景观工程

3 引佛济清西线工程 4 仲伟湿地净化工程

4 引佛济清东线工程 5 钟繇湖公园景观工程

5 雨洪利用工程 6 翰林湖公园景观工程

三 水质保护与污染控制工程 7 颍川功能湿地公园景观工程

1 清潩河截污工程 8 葛天湖公园景观工程

2 第一污水处理厂排放口改线工程 9 南洪湖公园景观工程

3 颍川湿地净化工程 10 东洪湖生态湿地公园景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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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水系控制性建筑物

第二部分 规划布局

建筑物类别 数量 工程名称（位置） 功能

长葛市中心城区水系主要建筑物分类列表

溢流坝 8

潩水湿地溢流坝、京广铁路溢流坝、
杜村寺湖溢流坝、钟繇湖溢流坝、
翰林湖溢流坝、颍川溢流坝、金桥

路溢流坝、南洪湖溢流坝

节制挡水，维
持湿地、湖泊

正常水位

分水闸 2 东小洪河分水闸、颍川湖分水闸
分水引流，向
特定水域补水

防洪闸 5

西线入清潩河防洪闸、东线入清潩
河防洪闸、彭花河入清潩河防洪闸、
彭花河南洪湖防洪闸 金刚路河防

防止洪水倒灌
彭花河南洪湖防洪闸、金刚路河防

洪闸

引水闸 4 葛天湖引水闸、杜村寺湖引水闸、
南洪湖引水闸、东洪湖引水闸

引水，向特定
水域补水

退水闸 5
东线引渠退水闸、葛天湖退水闸、
杜村寺湖退水闸、南洪湖退水闸、

东洪湖退水闸

水域退水控制，
或者防止洪水

倒灌

节制闸 6
颍川湖节制闸、东小洪河节制闸、
新华路桥闸、英刘闸、杜村寺闸、

关庄闸

节制挡水、控
制水位、便于

引水

隔堤 3
杜村寺湖与清潩河隔堤，南洪湖与
东小洪河隔堤、东洪湖与东小洪河

原河道隔堤

隔离水域，便
于水体控制

原河道隔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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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防洪除涝规划

——防洪除涝工程总布局

根据规划区洪涝水特性和河流防洪除涝的特点，按照确定的城

市防洪除涝标准，确定防洪除涝的工程总体布局的思路为“蓄泄兼

顾，洪水前期以泄为主，中期蓄泄统筹，后期适当蓄水，满足生态

景观需水”。

前期以泄为主前期以泄为主

以清潩河、双洎河作为规划区防洪除涝主干河道，疏通各河流

水系，通过河道梳挖、加高加固堤防等工程措施提高河道行洪排涝

能力。

中期蓄泄统筹中期蓄泄统筹

为解决长葛市中心城区可能产生的内涝问题，本次考虑结合城

市部分规划绿地，在城区低洼地区建设滞蓄洪湿地，当河道水位过

高时，利用规划的水域滞蓄洪涝水。

后期适当蓄水

在各河规划区边界处适当修建拦水建筑物，洪水后期适当拦蓄

部分雨水，满足生态景观需水。

超标洪水水

当发生超标准洪水时，可利用堤防超高超泄一定超标准洪水，

并充分发挥规划湖泊和湿地在洪水期的调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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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防洪除涝分区图

第三部分 防洪除涝规划

老潩水排水分区

双洎河排水分区

汶河排水分区

清潩河排水分区

石梁河排水分区

根据《长葛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到2020年长葛市

序号 排水分区 集水区

1 石梁河排水分区 石梁河、胜天河、暖泉河、谷马沟

2 清潩河排水分区 清潩河、西小洪河、盛太河、东小洪河、葛天河

洎 排水 洎 金鱼 小湾 东小 小 小梅 梅

中心城区规划人口约为36万，按《防洪标准》（GB50201-94）和《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CJJ50-92），长葛市等别为三等城市，总

体上防御江河洪水采用100年～50年一遇，防御山洪采用20年～10年

一遇的洪水标准。

3 双洎河排水分区 双洎河、金鱼河、小湾河、东小河、西小河、小梅河、梅河

4 汶河排水分区 汶河、干沟河、董永沟、山师沟、福利河、无名沟、南曹沟

5 老潩水排水分区 莲花河、老潩水、唐谷沟、古路沟

规划清潩河城区段防洪标准为50年一遇，其他河道双洎河、石

梁河、梅河、汶河、东小洪河、西小洪河、金鱼河、葛天河等防洪

标准为20年一遇；排水除涝设计标准均采用5年一遇设计洪水，城区

段河道与市政排水规划相协调，满足区域排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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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排水分区图

第三部分 防洪除涝规划

长葛市中心城区排水分区分为两块，分别为西部清潩河排水

清潩河排水分区

分区，东部东小洪河排水分区，其中清潩河排水分区面积21.4km2，

占中心城区总面积的42.8%；东小洪河排水分区面积28.6km2，占中

心城区总面积的57.2%。

长葛市中心城区各河设计洪水成果表

清潩河排水分区

河名 控制断面
流域面积

(km2) 防洪标准
24h设计洪峰（m3/s）

20% 10% 5% 2% 1%

东小洪河
葛城路 7

20年一遇
12 14 16 19 21

金刚路 23.9 29 35 41 48 52

葛天河
汇入东小
洪河处

5.6 20年一遇 7 8 9 11 12

东小洪河排水分区

洪河处

清潩河

西小洪河
入口上

264
50年一遇

314 486 620 798 955

关庄闸 344 345 532 674 872 1042

东小洪河排水分区东小洪河排水分区

清潩河排水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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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防洪除涝规划

——双洎河河道整治工程

河名 控制断面 桩号 比降 设计河底
河道底宽
（m）

规划断面设计 5年一遇除涝设计 20年一遇防洪设计

一级 二级 堤距 堤顶高程 流量 水位 流量 水位

双洎河河道治理参数表

双洎河河道治理工程位置索引

（m） 一级
边坡

二级
边坡

堤距
（m）

堤顶高程
（m）

流量
(m3/s)

水位
（m）

流量
(m3/s)

水位
（m）

佛耳岗水
库大坝

0+000 85.97 92.86 89.29 91.86

1/2000 60 1:3 1:3 300 565 1790
张坝湾处 13+087 79.43 86.81 83.5 85.81

1/3500 70 1 3 1 3 350 565 1790

双洎河

1/3500 70 1:3 1:3 350 565 1790
新魏庄 21+087 77.14 84.38 81.18 83.38

1/3500 70 1:3 1:3 400 565 1790
李河口闸

处
28+751 74.95 82.41 79.16 81.41

1/3500 70 1:3 1:3 400 565 1790
小梅河小梅河 30+539 74.44 82.05 78.74 81.05
汇入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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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防洪除涝规划

——清潩河、东小洪河河道整治工程

东小洪河河道治理参数表

河名 控制断面 桩号
河道
比降

设计河底
（m）

规划断面设计 5年一遇除涝设计 20年一遇防洪设计

河道底宽
（m）

边坡
堤顶高程
（m）

流量
(m3/s)

水位
（m）

流量(m3/s) 水位
（m）

二郎庙分
水口

0+000 86.94 89.4 88.19 88.4

东小洪河

水口

1/1500 8 1:3 12 16
颍川大道 6+195 82.81 85.84 84.5 84.84

1/1500 12 1:3 29 41
机场沟汇

入口
9+548 80.58 83.57 82.23 82.57

1/2000 15 1:3 29 41
彭花路景
观带交口

10+584 80.06 83.05 81.71 82.05

1/2000 15 1:3 29 41
东外环路 13+959 78.37 81.36 80.02 80.36

清潩河河道治理参数表

河名 位置 桩号

除涝断面 防洪断面
堤顶高程

(m)设计
河底(m) 比降

除涝
流量
(m3/s)

除涝
水位(m) 边坡

底宽
(m)

防洪
水位(m)

防洪
流量
(m3/s)

增福庙 0+000 91 66 96 54 98 47 99 47

清潩河河道治理参数表

水库
0+000 91.66 96.54 98.47 99.47

1/1000 314 1:2 12 798
西小洪河
汇入口

5+312 86.34 91.14 93.16 94.16

1/1000 345 1:2 15 872
文化路桥 7+771 83.88 88.97 90.96 91.96

1/2000 345 1 2 15 872

清潩河

1/2000 345 1:2 15 872
京广铁路 9+383 83.08 87.21 89.02 90.02

1/500 345 1:2 15 872
英刘闸 10+111 81.62 85.56 87.91 88.91

1/500 345 1:3 18 872
107国道 10+552 80.74 84.59 87.03 88.03

1/1000 345 1:3 30 8721/1000 345 1:3 30 872

杜村寺闸 12+362 78.93 82.96 85.22 86.22
78.43 82.46 84.72 85.72

1/1000 345 1:3 30 872

12+852 77.94 82.08 84.23 85.23
77.54 81.68 83.83 84.83

1/1000 345 1:3 30 872

清潩河、东小洪河河道治理工程位置索引

1/1000 345 1:3 30 872
关庄闸 15+092 75.3 80.61 82.82 83.82

注：英刘闸以上采用复式断面，主槽边坡1:2，滩地边坡1:2；英刘闸以下采用梯形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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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防洪除涝规划

——滞蓄洪湿地工程

杜村寺滞蓄洪湿地工程

根据城乡统筹，流域共建的原则，为不对下游城市产生灾害转移，在长

葛市城区南部清潩河杜村寺闸右岸附近，规划一处滞蓄洪湿地工程，用

以滞蓄20年一遇至50年一遇洪水。

颍川、葛天滞蓄洪湿地联合调蓄工程

颍川滞蓄洪湿地工程位于颍川大道与魏武大道交口西南角位置，葛天湖

位于葛天生态园内，联合调蓄主要解决颍川大道以上东小洪河流域内排

涝问题。

东洪湖、南洪湖滞蓄洪湿地联合调蓄工程

东洪湖滞蓄洪湿地工程位于东外环路与金刚路交叉口西北侧，南洪湖位

于东小洪河与彭花河交汇处，两者联合调蓄主要解决颍川大道以下东小

洪河城区内排涝问题。

滞蓄洪湿地工程参数表

工程名称
正常蓄水位

（ ）
水面面积（亩）

滞蓄洪量
（万 3）

工程名称
（m）

水面面积（亩）
（万m3）

杜村寺滞蓄洪湿地 81.93 670 136

颍川滞蓄洪湿地 85.10 100
60

葛天湖 83 15 550葛天湖 83.15 550

东洪湖 79.00 250
35

南洪湖 80.1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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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水系补源工程

第四部分 水系补源规划

佛耳岗水库1. 东干渠 引佛济清东线 中心城区水系 东小洪河

引佛济清西线 清潩河

中心城区水系 清潩河

2. 增福庙水库 清潩河 中心城区水系 清潩河

3. 大周镇污水处理厂 小梅河 双洎河

4. 双洎河 汶河引水渠 汶河

5. 佛耳岗水库 东干渠 干沟河 汶河

董村镇污水处理厂

6. 后河镇污水处理厂 西小洪河

7. 坡胡镇污水处理厂 胜天河 石梁河

清潩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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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水系补源方案

第四部分 水系补源规划

佛耳岗水库

颍川湿地公园

引佛济清西线
（上）

仲伟湿地

东干渠

引佛济清东线
（上）

东小洪河（上）

引佛济清西线（下）清潩河

潩水湿地公园 杜村寺湖 清潩河

东小洪河 (下)

金刚路河

东洪湖

清潩河

曹操饮马河

颍川湿地公园 东小洪河（中） 南洪湖

彭花河

清潩河

引佛济清东线(下)

清潩河

葛天湖

东小洪河 (下) 东洪湖

清潩河清潩河

杜村寺湖

清潩河 清潩河

第一污水处理厂 太邱湿地公园 清潩河

杜村寺湖

第二污水处理厂 东洪湖 东小洪河（下）

清潩河

金刚路河

曹操饮马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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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图

第四部分 水系补源规划

污水收集系统

雨水收集系统污水及初期雨水 长葛市

工

城市杂用
水

工业以及生
态用水

增福庙水库

佛耳岗水库

雨排管网系统

污水处理厂
工
业
污
废
水

城区河湖水系

态用水

人工湿地

工业

工业水源

城区河湖水系

水系补水

补水

深度净化
中水

尾水 排涝河道

水系补水

滨河地区杂
用水

雨洪湿地

水系补水

污水处理厂尾水净化湿地
滨湖自然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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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利用工程总布置图

第四部分 水系补源规划

序号 工程名称 序号 工程名称

一 市域水资源利用工程 10 小梅河补源工程

1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保护工程 11 胜天河补源工程

2 南水北调中线配套供水工程 二 中心城区水资源利用工程

3 佛耳岗水库水源地保护工程 1 颍川湿地公园

4 增福庙水库水源地保护工程 2 颍川湖

5 引佛济清东线工程 3 葛天湖

6 引佛济清西线工程 4 杜村寺湖

7 汶河补源工程 5 东洪湖

8 干沟河补源工程 6 市政绿化浇灌系统

9 西小洪河补源工程9 西小洪河补源工程

市政浇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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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现状

第五部分 水污染防治规划

增福庙水库

佛耳岗水库

梅河

清潩河
双洎河

暖泉河
汶河

幸福湖

清潩河（关庄闸） 干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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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水功能区划

水功能区划表水功能区划表

第五部分 水污染防治规划

水功能区划表水功能区划表

序
号

名称 功能确定 水质目标

13 葛天湖 景观游憩、生态环境 IV

14 北干渠 农业灌溉 IV

15 东干渠 农业灌溉 IV

序
号

名称 功能确定 水质目标

1

清潩河（入境~增福庙
乡公路桥）

防洪排涝、农业灌溉 IV

清潩河（增福庙乡公
路桥~出境）

防洪排涝、景观游憩 IV
15 东干渠 农业灌溉 IV

16 东洪湖 景观游憩、生态环境 IV

17 杜村寺湖 景观游憩、生态环境 IV

18 引佛济清西线 景观游憩、生态环境 IV

19 颍川湖 景观游憩、生态环境 IV

20 引佛济清东线 景观游憩 生态环境 IV

2 双洎河 防洪排涝、农业灌溉 IV

3 汶河（大浪沟） 防洪排涝、农业灌溉 V

4 干沟河 防洪排涝、农业灌溉 V

5 暖泉河 防洪排涝、农业灌溉 V

6 西小洪河 防洪排涝、农业灌溉 V
20 引佛济清东线 景观游憩、生态环境 IV

21 葛天河 景观游憩、生态环境 IV

22 彭花河 景观游憩、生态环境 IV

23 金刚路河 景观游憩、生态环境 IV

24 南水北调长葛段 饮用水源 Ⅱ

7 梅河 防洪排涝、农业灌溉 V

8 石梁河 防洪排涝、景观游憩 V

9 东小洪河 防洪排涝、纳污控制 IV

10 佛耳岗水库 景观游憩、农业灌溉 IV

11 增福庙水库 景观游憩、生态环境 IV

12 幸福湖 景观游憩、生态环境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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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期水功能区划

水功能区划表水功能区划表

第五部分 水污染防治规划

序
号

名称 功能确定 水质目标

13 葛天湖 景观游憩、生态环境 Ⅲ

14 北干渠 农业灌溉 IV

15 东干渠 农业灌溉 IV

序
号

名称 功能确定 水质目标

1
清潩河（入境~增福庙乡公路桥） 防洪排涝、农业灌溉 IV

清潩河（增福庙乡公路桥~出境） 防洪排涝、景观游憩 IV

2 双洎河 防洪排涝、农业灌溉 Ⅲ

16 东洪湖 景观游憩、生态环境 Ⅲ

17 杜村寺湖 景观游憩、生态环境 Ⅲ

18 引佛济清西线 景观游憩、生态环境 Ⅲ

19 颍川湖 景观游憩、生态环境 Ⅲ

20 引佛济清东线 景观游憩 生态环境 Ⅲ

3 汶河（大浪沟） 防洪排涝、农业灌溉 IV

4 干沟河 防洪排涝、农业灌溉 IV

5 暖泉河 防洪排涝、农业灌溉 IV

6 西小洪河 防洪排涝、农业灌溉 IV

7 梅河 防洪排涝、农业灌溉 IV 20 引佛济清东线 景观游憩、生态环境 Ⅲ

21 葛天河 景观游憩、生态环境 Ⅲ

22 彭花河 景观游憩、生态环境 Ⅲ

23 金刚路河 景观游憩、生态环境 Ⅲ

24 南水北调长葛段 饮用水源 Ⅱ

7 梅河 防洪排涝、农业灌溉 IV

8 石梁河 防洪排涝、景观游憩 IV

9 东小洪河 防洪排涝、纳污控制 IV

10 佛耳岗水库 景观游憩、农业灌溉 Ⅲ

11 增福庙水库 景观游憩、生态环境 IV

12 幸福湖 景观游憩 生态环境 IV12 幸福湖 景观游憩、生态环境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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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工程布局图

第五部分 水污染防治规划

仲伟湿地工程

河道湿地净化工程湖库净化工程 清潩河截

颍川湿
地工程

东小洪
河湿地

河道湿 净化 程

农村社区污水生态净化工程

清潩河截
污工程

第一污水处
第一污水处理厂
尾水净化工程农村社区污水生态净化工程 理厂排放口

改线工程
佛耳岗水库水
污染防治工程

增福庙水库水
污染防治工程

东洪湖湿
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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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污水生态净化工程

第五部分 水污染防治规划

大周镇污水生态净化工程

后河镇污水生态净化工程

董村镇污水生态净化工程

为解决小城镇生活污水处理中面临建设运行

成本高，管理维护复杂问题，结合长葛市城镇体

系规划，对长葛市域5个城镇规划污水厂采用生物 董村镇污水 净化 程系规划 对长葛市域 个城镇规划污水厂采用生物

生态水处理技术净化污水，典型工艺设计为生活

污水进入调节池进行水质水量调节，然后经过微

曝气接触氧化池进一步去除有机污染物，最后进

坡胡镇污水生态净化工程

南席镇污水生态净化工程入潜流人工湿地进行生态处理，净化后的水质达

到景观回用水质标准，可以满足城镇杂用以及河

湖补水需求。

城镇生活污水

调节池 接触氧化池 潜流人工湿地

河道生态用水城镇污水处理规划表

序号 名称 规模(万m3/d) 备注

1 后河镇污水生态净化工程 0.8 规划
调节池 接触氧化池 潜流人工湿地

小城镇污水生态处理典型工艺

2 胡坡镇污水生态净化工程 1.5 规划

3 大周镇污水生态净化工程 4.0 规划

4 董村镇污水生态净化工程 3.0 规划

5 南席镇污水生态净化工程 2.0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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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社区污水生态净化工程

第五部分 水污染防治规划

预处理

为保障新型农村社区排水安全，保护社区周边水环境，规划结合生态净化优点，建设农村社区污水生态净化工程。生态净化工

艺流程为社区污水首先通过典型的厌氧发酵池（如三格式化粪池、沼气净化池等）进行厌氧处理，然后进入潜流湿地和氧化塘进行

生态处理，净化后的水质可以达到一级B标准以上，可以用作附近农作物的浇灌水或景观用水，结合长葛市村镇体系规划布局，共规

潜流湿地床

农村社区生活污水 排放或农灌

划建设36处农村社区生活污水生态净化工程。

新型农村社区生活污水典型生态处理工艺图

厌氧发酵池 人工湿地 氧化塘 植物氧化塘

新型农村社区生活污水典型生态处理工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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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干渠

——颍川湿地工程

第五部分 水污染防治规划

北干渠

颍川湿地

表流湿地

工程

颍川大道潜流湿地

颍川湖

规划在颍川公园北侧建设颍川湿地净化工程，处理

规模为1.5万m3/d，占地面积3hm2，净化后出水达到地表

水Ⅲ类水质标准，满足下游河湖生态补水、城市杂用水

湿地工程位置索引图

潜流湿地及出水

用水水质要求。

潜流湿地碎石床及植物

湿地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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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伟湿地工程

第五部分 水污染防治规划

仲伟湿地工程

湿地公园意向图

引佛济清西线净化
仲伟湿地工程

规划在二郎庙西北部布置仲伟湿地工程，净化引佛济清

仲伟湿地工程位置索引

景观型湿地公园

规划在 郎庙西北部布置仲伟湿地工程，净化引佛济清

西线来水，净化后作为工业区低质用水以及下游生态补水，

处理规模为1.5万m3/d，占地3.0hm2。通过“植物-微生物-
基质”的联合作用，进一步去除水体中的污染物，特别是

诱发水体富营养化的N、P含量。

潜流湿地

湿地公园岸线处理

溪流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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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污水厂尾水生态净化工程——第一污水厂尾水生态净化工程

第五部分 水污染防治规划

接触氧化池

第一污水处理厂尾
水净化工程

第一污水处理厂规划规模为6万m3/d，
生物氧化塘

工程位置索引

出水执行一级A排放标准，规划结合体育公

园建设，布置城市污水厂尾水生态净化工程，

工程处理规模为2万m3/d，占地4.0hm2，出水

可以达到地表水Ⅳ类水质标准。经处理后的

出水经清潩河进入杜村寺湖，调蓄回用。

潜流湿地

51



——雨水排放口生态净化工程

第五部分 水污染防治规划

52



——水生态系统现状与分析

第六部分 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市域水生态现状分析：

1.双洎河河道较宽，自然蜿蜒，且常年有水，自然生境较好；

2.大部分河道湖库边岸自然野生植被繁茂，但品种单一;

中心城区水生态现状分析：

1.河道多为硬质护砌，河道断面形式单一；

2.河道两侧植被稀少，且品种单一，生物多样性较差;大部分河道湖库边岸自然野生植被繁茂，但品种单 ;

3.部分河段水质较差，有垃圾堆积，影响河道周边岛屿环境；

4.生境较好河滩（双洎河、佛耳岗水库、增福庙水库）滩地发育，自然生境良好，

成为整个市域水生态系统的核心区域。

河道两侧植被稀少，且品种单 ，生物多样性较差;

3.大部分河段由于污水排入，生活垃圾堆放等原因，水质较差，

滨水生态环境恶化，水体自净能力退化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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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目标

第六部分 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生态核心区的构建与保护

河流生态廊道系统的恢复

市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整体目标：

长葛市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目标定位为：“构建水域绿地相连的生态系统，共建健康生态滨水环境，改善区域整体生态环境

”。

河流生态廊道系统的恢复

中心城区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目标为：“水清、岸绿、和谐、共生”
具体目标为：改造水系环境，完善水系生态功能；建设长葛城区生态河道；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品牌形象；增加城区
河道生态工程措施，丰富河道生境类型，完善河道食物链系统，将水系河道及滨水地带打造成为人水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城市生态发展带。

多自然河湖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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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水生态格局

第六部分 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北部水生态郊野休闲区

佛耳岗生态湿地核心区

北部水生态郊野休闲区

中心城区水生态

东部生态农业观光区
西部水生态涵养保护区

中心城区水生态
游憩展示区

图例：

生态核心区

市域水生态格局： “一核、两廊、四区”

一核：佛耳岗生态湿地核心区

两廊 市域两条主干河道（双洎河 清潩河）形成的两条主要河流生态廊道

河流生态廊道

水生态主题区

两廊：市域两条主干河道（双洎河、清潩河）形成的两条主要河流生态廊道

四区：市域河湖水系形成的四个水生态主题功能区

中心城区水生态游憩展示区——以城区水系为基础，以水生态游憩、休闲及生态科普、展示为主题的水生态区；

西部水生态涵养保护区——以西部岗丘区河流、河道发源地、南水北调总干渠形成的以水源涵养、水生态保护为主题的生态区；

北部水生态郊野休闲区——以佛耳岗水库、双洎河水系为骨干构成的以滨水悠闲、郊野游览为主题的水生态区，同时作为城区的北部生态屏障；北部水生态郊野休闲区 以佛耳岗水库、双洎河水系为骨干构成的以滨水悠闲、郊野游览为主题的水生态区，同时作为城区的北部生态屏障；

东部生态农业观光区——结合东部生态农业区形成的以生态节水灌溉、生态农业观光为主题的水生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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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水生态格局

第六部分 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中心城区水生态格局：

以葛天湖、杜村寺湖为生态核心，以城

区主要河道清潩河、东小洪河、引佛济清东

线等为生态廊道，以河道交汇口、滞蓄洪湖

面及湿地为生态斑块的水生态格局。

图例：

生态核心区生态核心区

河流生态廊道

生态斑块生态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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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水岸线控制规划

第六部分 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生态性岸线（为保护城市生态环境而保留的岸线）。

生活性岸线（提供城市游憩、居住、商业、文化等日常活动的岸线）。

生产性岸线（工程设施和工、农业生产使用的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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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水生态系统构建意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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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水生态系统构建典型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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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护岸规划意向

第六部分 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生态护岸

生态护岸在满足安全的基础上强调与景观、生态的和谐。尽量采用透水、多孔隙、绿色

的护岸材料。保证水、土物质能量的交换，为鱼类、两栖类昆虫类动物提供良好的栖息

场所，充分体现工程与其它物种的友善性。

天然植被护岸 格宾网笼

仿木桩护岸自然石护岸

连锁式砌块
生态袋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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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植物群落构建

第六部分 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为满足各种滨水区域的生境及景观需求，规划主要水生植物群落如下：

（1）谷莠子、长芒稗、黍、扁秆藨草、水莎草群落；

（2）黄花鸢尾、花蔺、千屈菜、薄荷、睡菜、红蓼群落；

（3）芦苇、荇菜、水葱群落；

（ ）花蔺 菖蒲 黑三棱 沼生柳叶菜 灯芯草群落（4）花蔺、菖蒲、黑三棱、沼生柳叶菜、灯芯草群落；

（5）香蒲、眼子菜群落；

（6）菖蒲、西伯利亚鸢尾、花蔺、黑三棱、黄花鸢尾、千屈菜、藨草、水毛花、梭鱼草群落；

（7）眼子菜、狐尾藻、苦草、两栖蓼、荇菜群落。

其中群落（1）~（3）适用于湿地生态区域岸缘及浅水 群落（4）~（7）适用其中群落（1）~（3）适用于湿地生态区域岸缘及浅水，群落（4）~（7）适用

于一般岸缘及有观赏需求的岸缘及浅水区。另香蒲、扁秆藨草、芦苇可单种大面积栽

植布置于湿地生态核心区边缘形成对核心区的隔离、保护；荷花、睡莲科单种大面积

栽植布置于景观水面观赏区。

谷莠子 长芒稗 黍 扁秆藨草 水莎草 黄花鸢尾 花蔺 千屈菜 薄荷谷莠子 长芒稗 黍 扁秆藨草 水莎草 黄花鸢尾 花蔺 千屈菜 薄荷

睡菜 红蓼 芦苇 荇菜 水葱 菖蒲 黑三棱 沼生柳叶菜 灯芯草

香蒲 眼子菜 西伯利亚鸢尾 藨草 水毛花 梭鱼草 狐尾藻 苦草 两栖蓼香蒲 眼子菜 西伯利亚鸢尾 藨草 水毛花 梭鱼草 狐尾藻 苦草 两栖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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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生境营造

第六部分 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创造多样化生境:

滨水绿地是由水、永久性或间歇性处于水饱和状态下的基质以及水生生物所组成 ,是一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和较大活性，

处于水陆交接处相当复杂的生态系统。湿地是自然生态系统中自净能力最强的生态系统。

河畔林：树枝是食鱼鸟类的落脚
点，林中的昆虫是鱼类的食物。

回水、洼地：水流缓慢，
是喜欢静水生物的栖息地。

蜿蜒狭长的岸线：形成了急缓不等的水流区，为贝类，螺和虾等提供生活场所。

急流、滩地：急流一般有较大的砾石空隙，是水生动物和藻类的生活场所，同时也吸引了以此为食的
鱼虾 滩地是水与陆地的过渡地带，是两栖动物的生命通道。

瀑布、跌水：增加水体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提高水体含氧量。

河心洲：水中小岛，是多种
生物栖息的安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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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水系景观规划

——水系景观现状与评价

1) 双洎河、清潩河上游，保留有传统的自然风貌，水域空间开阔，周边历史人

水系景观优势：

文丰厚，受人为影响较少，这些都成为长葛市具有的独特资源优势。

2) 清潩河中心城区段，虽然河流水体污染严重，但岸上有小广场、花架、小平

台、景观桥等设施。下游河堤扩展处，有园林游园已建成。

清潩河上游增福水库双洎河佛耳岗水库 双洎河

双洎河清潩河城区段 清潩河城区段

1)市域大部分水系水量不足、水质污染严重、水系生态系统破坏严重。水系与

绿地系统、步行系统、文化旅游点没有充分结合。

2) 河流缺乏生活功能，人水关系分离。河流除防洪排涝排污功能外，无生活

水系景观存在问题：

性作用，且亲水空间少，可达性与连续性均较差。

3) 水系文化丧失。河流特色丧失，千篇一律的水工断面；存在历史遗迹的坑

塘水源枯竭、污染严重；历史水系未得到足够尊重，随意挖填；且对文化内涵发掘

度尚浅，水文化主题与城市水网景观结合较少，对城市品位的提升贡献率小。

干沟河入汶河口城区段西小洪河入清潩河口

老石固闸 清潩河产业聚集区段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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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水系景观规划

——水系景观建设对策

1) 水系景观与水生态建设紧密结合，利用水库、湿地、河道的梳理连通，来促进城

市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同时，水景观规划与旅游文化规划结合，形成完整的城市游憩网络

水系景观建设对策：

市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同时，水景观规划与旅游文化规划结合，形成完整的城市游憩网络

系统。

2) 打造滨水生活服务区为城市注入活力、主导和凝聚城市重心。通过与城市规划的

结合，在滨水多布置社会服务类、商业类及文化类设施。同时恢复柔性滨水界面，加强亲

水性及景观的连续、完整性。

3) 深入挖掘城市文化，恢复河流特色。将水文化与水系景观紧密结合，创造具有长

葛特色的水系文化，提升城市亮点。同时依据河流的不同功能定位，创造多元景观特色体

验 营造城市宜居环境验，营造城市宜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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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水系景观规划

——旅游文化资源

旅游文化资源：

通过对游线与城市旅游资源的有机整合，对沿河景观、交通的整治，以及旅游服

务功能的完善，促进长葛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激发城市的活力，凸显城市的历史

文化底蕴和城市特色。

文化资源：

宗教文化—宗教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原大铁佛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兴于宋、

鼎盛于明、清，与登封大法王寺一脉相承，灵气盛世，被誉称为盘龙落凤卧龟之灵地。

名 文化 葛 史悠久 杰 伏羲 名 葛名人文化————长葛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与神农氏、伏羲氏齐名的葛天氏

故里，彪炳史册的“楷书鼻祖”钟繇，著名文学批评家，我国第一部论诗专著《诗品》

作者钟嵘；流芳千古的贤达明吏陈实，三国名士徐庶；清末翰林杨佩章等皆诞生于此。

历史遗迹遍布全市，文化轶事脍炙民间。现存钟台遗址、葛仙灵池、敬史君碑、古杜

柏群等景点可供凭吊游览柏群等景点可供凭吊游览。

文化遗址—石固文化遗址。徐庄遗址、苗庄遗址、裴李岗文化等文化保护单位，

其中石固文化遗址、苗庄遗址为省级文化保护单位。

文化旅游—在文化旅游上，长葛市有中原大铁佛寺、中州人文纪念园、十二连城、

敬史君碑、郑庄公掘地见母处、毛主席纪念馆等一大批文化旅游景点。

民俗文化———秧歌、大鼓、汉船等。

餐饮文化——特色小吃有土豆粉、香辣米粉、手工面、三味鲜焖子、特色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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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水系景观规划

——双洎河百里生态长廊

双洎河百里生态长廊：双洎河百里生态长廊：

双洎河百里生态长廊以佛耳岗水库及双洎河水资源为平台，以百里滨河景观为主线，对老城镇、大周镇、董村镇诸多资

源进行合理有效的规划，建设一条既传承历史文化、又符合现代生活需求的高端创意文化休闲旅游产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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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水系景观规划

——双洎河百里生态长廊
规划布局：

规划范围包括 从佛 岗水库上游新 国道 董村镇庞岗 沿双洎河长约 里 整个规划区域分为“ 带 三区 八节点”规划范围包括:从佛耳岗水库上游新107国道至董村镇庞岗，沿双洎河长约百里。整个规划区域分为“一带、三区、八节点”

一带：沿双洎河百里生态旅游带

三区 佛耳岗水库风景旅游区 老城镇文化娱乐风情区 乡镇生态农业观光区三区：佛耳岗水库风景旅游区、老城镇文化娱乐风情区、乡镇生态农业观光区

八节点：佛耳岗水上游乐、花海水廊、古迹探赏、老城新貌、汽车营地、渔家畅玩、新农风情、郊野采摘园

佛耳岗水库风景旅游区

郊野采摘园

老城镇文化娱乐风情区

乡镇生态农业观光区
郊野采摘园

佛耳岗水上游乐

花海水廊

新农风情

古迹探赏

老城新貌

渔家畅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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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水系景观规划

——双洎河百里生态长廊

1、佛耳岗旅游度假区

深度挖掘大铁佛寺的历史文化价值与佛耳岗水库的生态旅游价值，打造集

宗教朝觐、滨水休闲、乡村度假、商务会议水上运动为一体的旅游项目。

1

2
3

1 滨水绿廊

2     水上娱乐区

3 花海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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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水系景观规划

——双洎河百里生态长廊

2 老城镇文化娱乐区 1 古迹探赏之古韵律雅风2、老城镇文化娱乐区

以镇区作为中心旅游服务节

点，有配套完善的商业街、学

1   古迹探赏之古韵律雅风

习、健身场地、医院等服务设

施，可满足游客休闲、健身、

娱乐、餐饮、住宿等多方面需

3 老城新貌之活力街区

2    古迹探赏之连城掠影

6求。加快公园、酒店、商业街

得建设以及河道的生态治理，

打造北方水镇、

3 老城新貌之活力街区

1

2 3

4
5

4    汽车营地

5 阳光绿洲4 5   阳光绿洲

6 水岸花海6   水岸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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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水系景观规划

——双洎河百里生态长廊

3、乡镇农业生态观光区

沿河发展种植业，以前年银杏树为商标，种植以果品、蔬菜为主，打造以特色农

业旅游、农家休闲旅游、农业示范观光为主要功能的生态休闲农业示范园。

3

1 渔家畅玩

4

1   渔家畅玩

22   新农风情

11

3 采摘体验

4   生态林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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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水系景观规划

——中心城区水系景观功能分区

一：自然原生型景观功能区

建设原则：以原生景观为主，布

置各种适合周末城市居民全家休

闲 野营 垂钓的场所 使居民

自然原生型

闲、野营、垂钓的场所，使居民

体味到回归自然的舒适感。

生活休憩型

生活休憩型 旅游观赏型

二：绿色防护型景观功能区

建设原则：以水系沿岸绿化为主，

营造工业企业周围生态和环境的绿

历史文化型

商务休闲型

色防护型水景观。

三：生活休憩型景观功能区

建设原则：

1、以休闲廊道、景观小品、体育设
旅游观赏型

生活休憩型

绿色防护型

以休闲廊道 景观小品 体育设

施为主，营造适合居民生活休憩的水

景观。

2、堤岸类型以台阶式或布置亲水平

台为主，充分考虑防洪及居民亲水性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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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水系景观规划

——中心城区水系景观功能分区

四：商务休闲型景观功能区

建设原则：

1、结合购物、文娱、服务等配套设
自然原生型

施，营造适合商务休闲的水景观。

2、注重与建筑之间的空间关系，堤

岸以台阶式和挑台式为主，采用大

面积的硬质铺装，配合点状绿化，

优先采用生态铺装材料 避免采用

生活休憩型

优先采用生态铺装材料，避免采用

单一的砖或混凝土材料。
生活休憩型 旅游观赏型

五：旅游观赏型景观功能区

建设原则：以自然景物或人文景物

为主体，营造环境优美，可供人们

游览 休息的水景观

历史文化型

商务休闲型
游览、休息的水景观。

六：历史文化型景观功能区

建设原则：以历史、人文资源为

文化脉络，在城市历史遗址区域

或现代新区，充分挖掘当地历史
旅游观赏型

生活休憩型

绿色防护型

文化内涵或当今科技文化，营造

展现当地特色文化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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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水系景观规划

——中心城区水系景观工程布置图

序 公园工程 序 河道工程

中心城区景观工程布置

序
号

公园工程 序
号

河道工程

1 潩水生态湿地公园景观工程 1 清潩河滨水景观工程

2 太邱功能湿地公园景观工程 2 东小洪河滨水景观工程

3 杜村寺湖公园景观工程 3 引佛济清东线滨水景观工程3 杜村寺湖公园景观工程 3 引佛济清东线滨水景观工程

4 颍川功能湿地公园景观工程 4 彭花河滨水景观工程

5 葛天湖公园景观工程 5 金刚路河滨水景观工程

6 南洪湖公园景观工程 6 葛天河滨水景观工程

7 东洪湖生态湿地公园景观工程7 东洪湖生态湿地公园景观工程

8 钟繇湖公园景观工程

9 翰林湖公园景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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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水系景观规划

——杜村寺湖公园概念规划

杜村寺湖公园:

公园将依托杜村寺水库的宽阔和清潩河的滨河廊道景观，形成新区最大的现代型的综合性公园。建成的中心公

园不仅将服务新城区圈层的商业、科教、文娱、政府以及居住人群，而且是城市中重要的生态调节绿地，其生态效

益的充分发挥，有利于城市居住环境的优化，更为人们者提供一处很好的游览空间。

图例 ：

1  主广场 2  游船码头

3 商业街 4 标志塔3  商业街 4  标志塔

5  半岛 6  湖面

7  杜村寺闸 8  园路

9  林地 10  清潩河
杜村寺湖公园在城区的位置

7 8

10

8

6

2

5

10
主广场意向图

4

3 1 游船码头意向图

9

9
9

8

74杜村寺湖公园总面图



——杜村寺湖公园效果图

第七部分 水系景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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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水系景观规划

——颖川湿地公园概念规划——颍川功能湿地公园概念规划

颍川功能湿地公园：

位于颍川路与魏武路处，包含颍川路以上的功能湿地单元、颍川路与长社路之间的水面。将从湿地

单元中流出之净水存与颍川湖中，供产业聚集区、葛天湖以及清潩河使用。

除 地外 内合 设 游路 集科普与 赏为 体 时融入文化类雕塑小 打造长葛市1 除湿地外，公园内合理设置游路，集科普与观赏为一体，同时融入文化类雕塑小品，打造长葛市

中心城区重要的公园节点。

1

2
4

图例：

颍川功能湿地公园在城区的位置

5

1    人工湿地单元

2    小广场

3    湿地展示中心

4    净水展示区
5

6

11 5    叶形广场

6    林下空间

7    木栈道

8     阳光草坪

9 东小洪河

37

9

9     东小洪河

10 微地形

11 颍川湖主广场

8
湿地展示中心意向图

10

颖川功能湿地公园平面图
76



——杜村寺湖公园效果图——颍川功能湿地公园效果图

第七部分 水系景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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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水系景观规划

——太邱功能湿地公园规划方案

太邱功能湿地公园：

位于钟繇大道与京广铁路处的三角地带，本规划利用现状

地形，设置功能湿地单元，净化污水处理厂水，还清潩河下游

以洁净水体 同时保证杜村寺湖水质 公园景观的设计以湿地以洁净水体，同时保证杜村寺湖水质。公园景观的设计以湿地

单位为骨架，结合广场、游路、小品、溪流的布置，提供室外

观光、科普场所。

太邱功能湿地公园在城区的位置

图例

1   湿地单元

2   活动广场

3 拉模亭

1

3   拉模亭

4   圆形广场

5   林间小路

6   木栈道

7   净水展示河

2

5
8   生态岛

9   园路

10  阳光草坪

11  微地形
3

6

7

10

11

4

7

9

8

11

太邱功能湿地公园平面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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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水系景观规划

——清潩河河道景观改造规划工程

清 道景 改造规划 程

以恢复生态、亲近自然为设计宗旨，尽可能的保持河道的蜿蜒，水面的开合以及生境

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设置滨河小型广场以及、游览步道以及文化设施，将清潩河打造

成为城市中的绿色生态之脉以及文化休闲之脉。

清潩河河道景观改造规划工程

清潩河河道在城区的位置

清潩河河道中游景观现状 清潩河河道中游改造景观断面图

清潩河河道中游改造景观意向图清潩河河道中游改造平面图

清潩河河道下游改造景观意向图

清潩河河道下游景观现状

清潩河河道下游改造景观断面图 清潩河河道下游改造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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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水系景观规划

——平原区河道景观改造规划工程

以规则的几何式平面构图打破岸线的平直，在规则中呈现动感，体现节奏韵律之美。选用大量的植物进行配置，形成浓郁茂密的景观

效果；穿插以木质栈道、休憩亭，在有限的用地范围内，最大化的创造自然、生态、满足居民日常生活休闲的需要。

平原区河道及引佛济清渠道：

平原区景观造规划在城区的位置

东小洪河景观现状 东小洪河景观改造意向图 东小洪河景观改造意向图东小洪河景观改造断面图

东小洪河景观现状
东小洪河景观改造平面图东小洪河景观改造断面图

东小洪河景观改造意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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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水系景观规划

——种植配套规划

乔灌木植物种植

水生植物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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