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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

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

环境”。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推动形成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湖泊保护是武汉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 年

10 月，湖北省政府《关于加强湖泊保护与管理的实施意见》要

求，“按照有效发挥湖泊功能、合理利用湖泊资源、维护湖泊生

态环境的要求，科学编制湖泊保护总体规划和湖泊保护详细规

划。总体规划应当明确当地湖泊面积、水质、功能、生态保护、

可持续利用的近期、远期目标，提出湖泊保护的主要任务和保障

措施，以及实施计划。跨行政区划的湖泊保护规划由湖泊所在地

共同的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报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

府批准。 2014 年湖北省发布《湖北省湖泊保护总体规划》，并

要求各市、州、县抓紧编制各地湖泊保护总体规划。在《湖北省

湖泊保护总体规划》的指导下，武汉市已于 2018 年编制完成《武

汉市湖泊保护总体规划》并获得省政府批准，同步全面启动区级

湖泊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要求“各区（功能区）水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根据省、市湖泊保护总体规划，对辖区内湖泊逐个编制湖

泊保护详细规划。”按照分工，跨区湖泊详规由市水务局组织编

制。在规划编制过程中，编制小组到各湖进行现场调研、踏勘和

收集资料，摸清湖泊保护与治理现状及存在问题，与上位规划、



 

 

 

湖泊保护相关规划等充分对接，在此基础上对湖泊功能进行合理

定位，划定湖泊保护范围，提出了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水

生态修复的规划方案和工程措施，明确了湖区管理组织架构及管

理措施，为推进湖泊治理及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规划编制过程中，征求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园林和林

业局、市生态环境局及相关区政府的意见，并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组织专家评审会，对规划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前瞻性等

方面进行了评审论证，编制小组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对规划进行修

改完善。规划在编制过程中得到了各市局、市委、相关区政府、

河湖长制办公室和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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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保护特性表 

序号 项      目 单位 数量 备  注 

一 概况 

1 流域面积 km2 18.68  

2 湖泊水面面积 km2 5.50 
规划最高设

计水位 

3 岸线长度 km 34.2  

二 功能定位及水功能区划 

1 湖泊主要功能 调蓄、生态休憩、农业取水、水产养殖（限养） 

2 水功能区 保留区 

三 形态保护 

1 
湖泊保护区面

积 
km2 7.47  

2 退垸还湖面积 hm2 89.28  

四 水资源保护 

1 水质目标  III 类  

2 环境容量 t/a 
COD 为 637.8、NH3-N 为

42.62、TN 为 76.35 、TP
为 4.0 

 

五 生态保护与修复 

 最低生态水位 m 18.85 黄海 

六 监测 

1 监测内容  
水空间、水文、水环境、水

生态 
 

七 管理 

1 管理机构  市、区水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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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官莲湖湖泊保护详细规划 

（2017—2035） 

一、 湖泊概况 

官莲湖位于武汉市西南部，东邻官莲湖大道，西至虎山，南

抵湘沉潭，北临土桐线，官莲湖东部属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西部属于蔡甸区，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蔡甸区共管的跨区湖

泊。湖泊水域面积 5.50km
2
，岸线长度 34.2km，湖泊汇水区面积

18.68km
2
，其中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8.81km

2
，蔡甸区 9.87km

2
。 

官莲湖属于官莲湖水系。汇水范围内雨水现状主要通过地表

径流汇入官莲湖调蓄，然后自排进入鸳龙山排区，最终汇入通顺

河。 

官莲湖规划控制常水位为 19.15m，规划最高控制水位为

20.15m。根据官莲湖湖底地形测量情况，临湖岸高程一般在

17.00-18.00m 之间，湖心高程一般在 16.00-16.30m 之间。 

二、 湖泊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对湖泊形态、水资源、水生态、湖泊监测及湖泊管理的现状

进行梳理并进行问题分析，主要内容如下： 

湖泊形态：长期以来，官莲湖由于拦湖筑汊、管理无序、开

发过度、保护不力等因素的叠加，导致水体污染、环境恶化、生

态脆弱、功能退化等问题突出。划定湖泊保护范围是湖泊保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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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措施，可为湖泊预留自然生态空间，防止湖泊的无序开发

利用。官莲湖在《武汉市湖泊保护总体规划》中作为典型湖泊完

成了湖泊保护区和控制区的原则划定，但并未与实际地形和周边

用地情况进行比对，难以落实到实际，需从确权的要求出发，采

用最新测图进行细致划定，并在充分征求利益相关方意见后调整

确定，为确权工作提供支撑。另外官莲湖北侧和东侧的仍有大量

鱼塘分割水面，需退垸（田、渔）还湖，恢复水体水面。 

水资源：目前《武汉市水功能区划》与《武汉市地表水环境

功能区类别》对官莲湖的水质管理目标不一致，不利于明确湖泊

水质管理及保护改善工作目标。根据调查，官莲湖还存在点源、

面源以及内源等方面的污染。点源污染方面，目前该系统收集骨

干管网系统已基本形成，但配套支管建设较为滞后，随着东部黄

陵地区的经济发展、工业企业的不断进驻和人口数量的增加，城

镇生活污水和工业园区污染若不经有效处理直接排湖，将会极大

影响官莲湖水质。面源污染方面，农业面源污染较为严重，官莲

湖周边耕地面积约 1400 亩，残留在土壤中的化肥、塑料薄膜、

农药的等污染物经过暴雨冲刷、地表径流或农田排水流入湖泊或

入湖支流后会严重影响湖泊的水质环境。内源污染方面，湖泊因

长期养殖导致的湖泊底泥沉积污染未得到清除，在特定环境下易

形成底泥污染释放，导致湖泊水质恶化。 

水生态：官莲湖属于水生态严重退化的湖泊，主要表现在水

生植被衰退、水生动物衰退和物种多样性降低三个方面，同时还

存在水系连通性较差，湖泊河网水体流动性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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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监测：目前武汉市对于湖泊的岸线管理已经有较为严格

完善的措施，但在湖泊保护范围划定和确权后，还需根据《湖北

省湖泊保护条例》的要求，加强各区湖泊保护范围的监测管理。

水质方面，目前官莲湖仅有 1 处（湖心）常规水质监测站点，

采用手工监测，监测手段有待加强。水生态方面，未定期对官莲

湖水生态及底泥情况进行监测，浮游动植物、沉积物、鱼类、大

型水生植物等的分析和鉴定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湖泊管理：官莲湖为跨区湖泊，湖泊管理跨区域、跨部门协

调难，存在湖泊管理保护执法能力不足、科技支撑和综合监管能

力不足、湖泊预警和应急功能亟待建立等情况。 

三、 规划指导思想、原则及目标 

（1）规划指导思想 

在武汉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和湖泊保护总体规划要求的

指导下，从湖泊形态保护、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保护、湖泊监测、

湖泊管理多角度出发，对湖泊进行全方位规划，着力协调好保护

和利用的关系，为实现湖泊形态稳定、水质稳定达标、水生态系

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促进区域生态水平大幅提升，提供有力支

撑和保障。 

（2）规划指导原则 

人水和谐，保护优先：尊重自然规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生态文明理念，立足湖泊的资源条件和生境现状，坚持保护

优先，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实现人水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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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规划、防治结合：总结多年湖泊整治的经验和教训，针

对湖泊周边开发程度，进行科学规划，坚持源头控制、严格监控、

及时预警、严厉惩治，加强预防和治理相结合。 

水陆联防，标本兼治：坚持湖泊陆域和水域一体化统筹规划、

一体化综合治理，达到标本兼治的改善效果。 

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在充分保护的基础上，统筹协调好与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湖泊周边用地规划，以及防洪排涝、市

政建设、绿化景观等各项规划和建设直接的关系，达到全面、系

统、科学的效果。 

合理安排、分步实施：将涉及各个部门的建设和管理工作进

行统筹安排、有机衔接，适时分步实施，经济、高效、持续地实

现湖泊保护的目标。 

（3）规划范围及目标 

规划范围：湖泊及规划保护范围。 

规划水平年：现状基准年为2017年，近期规划水平年为2025

年，远期规划水平年为 2035 年。 

规划目标：本次官莲湖保护规划以《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

等的相关规定为准则，以《湖北省湖泊保护总体规划》和《武汉

市湖泊保护总体规划》等上位规划的目标为指导原则，以湖区保

护与开发现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基础，制定湖泊保护目标，

分析湖泊保护存在的问题，定位湖泊功能、提出湖泊形态保护、

水资源保护、生态保护与修复、湖泊监测及管理等方面的工程与

非工程措施，以达到保面（容）积、保水质、保功能、保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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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可持续利用的总体目标。遵照此目标，本次规划目标如下： 

（1）近期目标（2025 年） 

①完成湖泊保护范围的划定，完成湖泊划界确权工作，完成

退垸（田、渔）还湖工作，并加强对水域空间的管理保护； 

②在湖泊限排总量方案指导下，使入湖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明显下降，湖泊水环境明显改善，2025 年全湖水质达到Ⅲ类水

标准； 

③提升湖泊调蓄能力，使区域排涝标准达到 20 年一遇 3 日

暴雨 5 日排完，建成区排涝标准达到 50 年一遇 1 日暴雨 1 日排

完的标准。 

④优化湖滨缓冲区的结构和功能，修复湖泊水生态； 

⑤全面提升湖泊监测能力，湖泊管理与执法机制得到健全，

综合管理执法能力得到较大提升。 

（2）远期规划目标（2035 年） 

①湖泊形态稳定，湖泊形态管控常态化； 

②污染物排放得到长效管控，湖泊水质稳定达到Ⅲ类标准； 

③湖泊生态系统基本修复，形成生态健康、结构稳定、人文

和谐、景观丰富的水生态系统； 

④湖泊水空间、水文、水环境、水生态监测体系健全。 

四、 湖泊功能定位及水功能区划 

官莲湖湖泊功能为：调蓄、生态休憩、农业取水、水产养殖

（限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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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莲湖水功能区划为保留区。水质管理目标为 III 类标准。 

表 1  官莲湖湖泊功能定位和水质管理目标 

湖泊名称 水功能区划 主要功能 水质管理目标

官莲湖 保留区 
调蓄、生态休憩、农业取水、

水产养殖（限养） 
III 

五、 湖泊形态保护规划 

形态保护以《湖北省湖泊保护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定为原则，

划定湖泊的保护区与控制区，加强对水域空间的管理保护，制定

湖泊划界确权工作方案以及退垸（田、渔）还湖工作目标。 

（1）湖泊保护范围划定 

湖泊保护范围分为湖泊保护区和湖泊控制区。 

湖泊保护区：根据湖泊保护范围划定原则和规划控制最高水

位，对官莲湖划定湖泊保护区。官莲湖湖泊保护区岸线长

25.07km，面积 7.47km
2
，具体参照附图 1。 

湖泊控制区：官莲湖为郊野型湖泊。依据省条例“湖泊控制

区在湖泊保护区外围根据湖泊保护的需要划定”，以及省总规关

于“湖泊保护范围应结合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岸线开发利用与保

护现状、城市景观建设，按照合理利用与有效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的要求，湖泊控制区以灰线管控，保护区范围以外灰线管控区域

为湖泊控制区。 

（2）湖泊保护范围的管理 

湖泊保护范围的管理应根据《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武

汉市湖泊周边用地规划与建设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 

（3）湖泊划界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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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划界：官莲湖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划界可采用湖泊“两

区”划定成果，即湖泊管理范围为湖泊保护区范围，湖泊保护范

围为湖泊控制区范围。根据“两区”划定成果勘界定桩，勘界定

桩参照《湖北省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技术指南》和《武汉市

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技术指南（试行）》等相关要求执行。 

湖泊确权：根据《湖北省河湖和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工作方案》

等有关规定执行。 

（4）退垸（田、渔）还湖 

规划对官莲湖进行退垸（田、渔）还湖。根据统计，官莲湖

总退垸（田、渔）还湖面积为 89.28hm
2
，其中蓝线范围内共计需

退垸（田、渔）还湖 46.86hm
2
，其中蔡甸区 25.38hm

2
，武汉经济

技术开发区 21.48hm
2
。湖泊蓝线与保护区之间共计需退垸（田、

渔）还湖 40.6hm
2
，其中武汉市蔡甸区 26.80hm

2
，武汉经济技术

开发区（汉南区）13.80hm
2
。 

六、 湖泊水资源保护规划 

按照湖泊的水功能区规划进行水资源保护，应核算湖泊入湖

污染物量和湖泊环境容量，制定近远期污染物削减目标，以削减

目标作为水污染防治和污染减排工作的重要依据。 

（1）入湖污染物量和削减目标确定 

入湖污染物量：根据计算，官莲湖全湖 COD 的年入湖量为

381.19t，NH3-N 的年入湖量为 24.39t，TN 的年入湖量 52.87t，

TP 的年入湖量为 5.1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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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容量：全湖水质目标为Ⅲ类情况下，官莲湖的环境容量

中 COD 为 637.8t/a，NH3-N 为 42.62t/a，TN 为 76.35t/a，TP 为

4.0t/a。 

主要污染物削减目标：通过对比现状入湖污染物与环境容

量，计算各行政区在达到水质目标的情况下，需要实现的污染削

减量。需达到的削减量为 COD 0t/a，NH3-N0t/a，TN0t/a，

TP1.16t/a。 

（2）制定污染源整治措施 

根据削减目标计算结果，湖泊的 TP 是重点削减目标，削减

任务繁重，湖泊污染源控制应系统化，应从点源、面源、内源等

方面进行全方位治理。 

点源污染整治措施：对于汇水范围内点源处理，主要有入湖

排污口整治、完善区域污水处理系统、实施混错接改造及雨污分

流等措施。 

排污口整治方面，市生态环境局按规定负责做好排污口管理

和水污染源排放管控工作；市水务局负责排水行业监督管理，监

督、检查、指导城市排水工作及其配套管网建设、维护及运营情

况；市水务局积极配合市生态环境局共同做好排污口管理工作，

研究提出排污口设置对防洪安全、用水安全的意见，将排水管网

相关信息及时提供给市生态环境局。 

对污水处理厂进行扩建及尾水提升改造，扩大污水处理规模

和提升尾水水质。对已实施雨污分流的区域进行管道排查，对混

接、错接段进行管网混错接改造；对未实施雨污分流改造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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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实施区域雨污分流改造，减少入湖污水污染。 

通过以上整治，可有效减少污水直排入湖量。 

面源污染整治措施：主要有城镇面源污染控制和农村径流污

染控制两个方面。城镇面源污染控制主要是对源头进行海绵化改

造+末端采用“灰绿结合”的控制方式；农村径流污染控制主要

是对农村分散式生活污水进行处理和对农村产生的生活垃圾进

行无害化处置。通过以上整治，将污染物尽量控制在源区，限制

其进入、迁移和输出，再通过流域末端控制，对汇水径流进行存

贮滞留，并通过生态净化污染物的方式削减污染物。 

内源污染控制措施：包含底泥污染控制、生态渔业工程和定

期打捞收割水生动植物、加强沿线管理等措施。通过以上措施，

可以有效缓解底泥的污染释放，减少湖泊内源污染的产生。 

七、 湖泊水生态保护规划 

水生态保护以恢复和稳定湖泊健康水生态系统，充分发挥湖

泊水体自净能力和生态景观效益为总体目标，在入湖污染物得到

有效控制之后，通过保障湖泊最低生态水位、湖滨缓冲带的保护

与修复、湖泊水生态修复等工程措施，配合科学的湖泊生态维护

管理措施，有效防控蓝藻水华和水体富营养化，改善提升水生态

质量，保障湖泊水体“长治久清”。 

（1）最低生态水位保障 

通过保障湖泊最低生态水位，发挥湖泊生态系统正常的生态

功能和环境功能、维持湖泊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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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水位低于最低生态水位，必须实施生态补水，以维持湖泊的

生态功能。 

① 最低生态水位确定 

根据对湖泊现状水位情况分析，通过湖泊形态分析法、生物

空间最小需求法的计算，并综合考虑湖泊规划控制常水位（市政

排水、滨湖景观水位效果）情况，确定湖泊最低生态水位 18.85m。  

②最低生态水位保障措施 

通过生态补水措施保障湖泊最低生态水位，规划打通湖泊—

下善湖—高湖—柱木湖—状元湖水系连通，枯水季节通过各湖泊

水系调度，进行生态补水，保障湖泊最低生态水位。 

（2）湖滨缓冲带的保护与修复 

加强湖滨缓冲带的保护与修复，利用湖滨缓冲带的干湿交替

变化造就了生物栖息地和植被斑块的多样性和时间变化性。湖滨

缓冲带生态修复工程主要分布在湖泊沿岸，主要工程内容包括： 

①生态护岸整治，以动植物的生存条件和水体的景观美感以

及养护为基础，尽量构建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的生态

型护岸，以减少冲刷等导致的湖岸破坏，其工程量已纳入岸线调

整工程量。 

②针对蓝线和保护区之间退养的鱼塘，保持原有的低洼地

形，营造人工湿地以及各种海绵措施，一来可以作为湖泊的辅助

调蓄容积，二来可以在沿岸形成植被缓冲带以截留农业面源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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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针对蓝线与保护区之间的旱地，进行退耕清表，清除临湖

面源污染；并在退耕后实施绿色景观建设工程，建设城市湖泊亲

水景观。 

（3）湖泊水生态修复 

在对水污染进行治理的前提下，通过恢复水生态系统中的生

物群落，重新构建健康的水生态系统。 

水生态修复的思路为：选择适宜的沉水、挺水和浮叶植物品

种，运用优势种定植、模块化种植等技术，集中选择种植生存能

力强的水生植物，实现稳定的生产者群落功能。在水生植物的生

长稳定，植被多样性恢复后，再通过直接投放、人工放流和天然

增殖等措施，恢复水生昆虫、螺类、贝类、杂食性虾类和小型杂

食性蟹类在内的消费者群落，完善水生态系统的组成和功能。水

生态修复主要内容为水生植物及水生动物群落构建。 

①水生植物群落构建 

水生植物修复包括沉水植物、挺水植物和浮叶植物群落构

建，根据湖泊区域气候、地质地貌、以及周边区域情况，规划在

湖泊内拟种植沉水植物有苦草、黑藻、穗状狐尾藻、微齿眼子菜

等；挺水植物有芦苇、香蒲、菖蒲等；浮叶植物品种主要包括：

莲、野菱等。 

②水生动物群落构建 

水生动物修复包括鱼类群落，大型底栖生物群落构建，根据

湖泊区域气候、地质地貌、以及周边区域情况，遵循生态学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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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理，在完成水生植物种植后，根据湖泊湖泊面积，择机放养

鲢、鳙、乌鳢、鳜鱼、翘嘴鲌、黄颡鱼、草鱼、鳊鱼等鱼类，选

用当地螺蚌等，在湖泊可见水面区域均匀投放。 

（4）湖泊生态系统养育保护 

在湖泊生态系统的恢复过程中，需要加强保护和培育，增强

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防止生态系统的退化。制定长期

预警响应方案和应急预案，其中，长期预警响应方案主要针对预

警所指示的湖泊生态系统的中长期变化趋势（如藻型化、沼泽化、

黑臭等）制定应对措施；应急预案主要是针对突发事件（如洪水、

干旱、突发性排污、蓝藻水华暴发等）制定应对措施。 

（5） 湖泊水网构建 

通过构建湖泊水网让人工化的城市水生态系统重新融合到

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过程，从而恢复其自然生态水位，提高水资

源统筹调配能力，改善其生态环境。 

湖泊规划新建 4条连通渠道，依次将官莲湖—下善湖—高湖

—柱木湖—状元湖串联连通起来，并分别在官莲湖～下善湖连通

渠、下善湖～高湖连通渠处各新建一座节制闸用于控制不同排水

区。 

八、 湖泊监测 

（1）湖泊空间监测 

在湖泊保护范围划定后，湖泊空间监测应增加保护区范围的

监测，主要监测内容如下：①在湖泊保护区范围内，禁止建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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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水环境、生态保护和道路等公共设施无关的建筑物、构筑物；

在湖泊保护区内建设改善水环境、生态保护和道路等公共设施

的，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建设单位经依法批准在湖泊保护区

内从事建设的，应当做到工完场清；对影响湖泊保护的施工便道、

施工围堰、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除。②禁止填湖造房、填湖建造

公园、填湖造地、围湖造田、筑坝拦汊以及其他侵占和分割水面

的行为；③在湖泊保护范围内新建、改建排污口的，应当经过有

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由环保部门负责对该建设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进行审批。 

监测频次：省级平台遥感处理和动态监测频次一月一普查、

两月一详查，并发布监测简报，指导区级日常巡查。根据省湖泊

保护中心发布的简报，对有问题的湖区，应及时进行人工实地巡

查。 

（2）水文-水环境-水生态监测 

水文监测：以水位、流量为主，新增一个水文监测点。监测

频次为汛期每天观测 2次，8：00、20：00 各观测一次；非汛期

每天 8：00 观测 1次。 

水环境监测：项目包括《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的基本项目和补充项目 29 项进行监测。蔡甸

区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各新增 1个水位流量、水质

监测点。按照单月监测频率进行监测。 

水生态监测：包括透明度、浊度、水色、水深、叶绿素 a、

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鱼类、大型水生植物、沉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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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水生态监测至少每季一次，分别在 1月、4月、7月和 10 月

进行。 

（3）突发性水污染事故应急监测 

利用水环境智能监测系统，设置湖泊不同类型污染物浓度的

变幅和速度门槛。系统探测到超出门槛的污染物浓度突变时，即

发出突发事件警报，并上报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污染情况。 

九、 湖泊管理 

（1） 管理目标 

湖泊保护工作应根据实际情况，遵循保护优先、科学规划、

综合治理、永续利用的原则，达到保面（容）积、保水质、保功

能、保生态、保可持续利用的目标。 

（2）管理机构及职责 

目前，湖泊根据湖长制要求及属地原则，按照“统一领导、

分级负责、以区为主、街为基础”原则，建立从市、区到街道的

湖长工作体系，将湖泊保护管理的责任延伸到行政管理最末端。 

（3） 保护政策 

形态保护：湖泊湖泊保护范围的管理应根据《湖北省湖泊保

护条例》、《武汉市湖泊周边用地规划与建设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执行，当同时涉及到时，应从严处理。 

水资源保护：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要求，重点做好规

划计划、责任与考核、总量控制、水功能区管理。 

水生态保护：建立生态环境用水保障制度，维护湖泊正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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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功能；建立湖泊水生态监管体系，加强对重要生态环境敏感区

生态环境系统的监测与控制。 

（4）管理机制 

为深入推进湖泊保护与污染防治，需对湖泊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包括湖泊保护联动机制、湖泊保护协调沟通机制、湖泊保护

管理监督机制、湖泊保护公众参与机制等。 

（5）管理措施 

建立“智慧湖泊”系统，落实湖泊管理智能化、严格行政许

可制度，落实生态补偿等管理措施。 

（6）进行湖泊水生态科学维护管理 

配置专职维护管理人员，对湖泊水生植物、水生动物以及湖

面保洁进行日常维护管理；制定水体和水位综合调控、蓝藻爆发

预防与应急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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