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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施工工艺

主要施工工艺流程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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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施工工艺流程图

(1)人工钻孔。使用冲气钻对浆砌石岸坡钻孔，

孔必须深入到浆砌石底部，孔径18 mm，孔距0．5 m

×0．5m。一部分钻孔用于扦插螺纹钢锚钉，另一部

分钻孑L用于连接大气与地气，以有利于植物进行水分

和气体交换。

(2)挂网锚固。在前述部分钻孑L内嵌插西18的

螺纹钢锚钉，锚钉长度L=孔深+10 cm，间距0．5 m

×0．5 m，对于松动锚钉必须灌浆紧固。嵌插锚钉完

毕，即可在坡面铺挂14#镀锌铁丝网，网孑L 5 cm×5

cm，网网搭接5～10 cm，铁丝网上端挂至坡顶路缘，

下端挂至河水警界线，网距坡面6～7 cm处与锚钉绑

扎牢固。

(3)浇灌系统安装。整个示范段采用喷灌和滴

灌相结合的方式：在斜面中间铺设一条西25PVC塑

料管，并安装摇臂塑料喷头，喷头间距10 m；在立面

顶端沿路缘铺设一条西25带孔PvC塑料管，孑L距5

cm，孔径1～2 mm。

(4)植被层喷植。按照植被混凝土护坡绿化技

术设计要求，用搅拌机拌和混合物基材(混凝土绿化

添加剂、水泥、土壤、腐殖质、保水剂、长效肥、水)，而

后采用空压机送风干喷法在铺挂有铁丝网的坡面进

行植被层喷植。喷植分2次进行，先喷植底层，约9

cm，再喷植面层(含有28～30 g／m2的混合植绿物种

——狗牙根、百喜草、弯叶画眉草、野花组合)，约1

cm。2次喷植时间间隔≤2 h。

(5)扦插、定植植物。在垂直坡面的坡脚修筑高

15锄，宽15 cm的沟槽，并覆土、扦插藤蔓植物——

爬山虎。在斜坡坡面中央带栽植观赏小灌木——小

叶女贞、紫叶小檗，栽植带为流线型，具备一定的美观

性，小灌木带宽3～3．5 m。

(6)覆盖保墒。生态墙的草坪部分喷射完毕立

即用稻草帘或无纺布覆盖防冲保墒，灌木带覆盖遮阳

布防晒保墒。

(7)铺砖植草。在消落带铺砌生态混凝土预制

砖，要求有网孔的一面向上，侧面有泄水孑L的预制砖

铺砌在消落带下线处。铺砌时预制砖应与所喷植的

植被混凝土层结合完美，并略高于植被混凝土层，以

达到固土的作用，同时还要求砖与砖之间咬和紧密。

铺砌完毕，再在框形槽内培植种植土，并栽植水陆两

栖植物——水生仓莆。

(8)养护。生态墙施工完毕，需进行两个月的强

制养护。强制养护主要是浇水、病虫害防治和修复施

工中局部遗漏区域。

3．2示范效果

施工完毕后，经过2个月的强制养护，植被混凝

土内的混合植绿物种大部分已破土发芽，且基本覆绿

原有浆砌石岸坡，同时所移植的藤蔓植物、小灌木、水

陆两栖植物也大多返青并开始茁壮生长。一年后，垂

直岸坡藤蔓植物的覆盖绿达到80％，整个浆砌石坡

面青草覆盖绿达到100％，消落带的两栖植物和斜面

的流线型小灌木带已基本形成，植株高度达到35

Cmo

施工完毕一年后，对生态墙的截污能力进行了实

验监测。结果显示，处理前污水主要水质指标TN，

TP，BOD，COD，TOC的本底值分别为12．34，5．56，

18．65，56．01，10．05 mg几，流经生态墙截污处理后

对应的主要水质指标分别为10．09，3．85，8．10，

42．27，7．88 mg几，效果较为显著。

4成果展望

城市内河道的面源控制和生态修复在国内目前

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对镇江古运河的治理聚集了

三峡大学广大科研工作者的众多经验和智慧，它囊括

了土壤学、植物学、生态恢复学、建筑材料等多学科知

识。生态墙建植成功，将成为河道治理的亮点工程，

为其它类似工程提供新的思路和典范。

4．1高效的截污能力

古运河横穿镇江市，堤岸两侧为居民区和城市公

路，城市化带来的污水、污染物等随时都有排入古运

河的可能，造成对水质的严重污染。如能在浆砌石岸

坡建植生态墙，将以草坪+藤蔓区一草坪+灌木带一

生态砖+消落带3个区划有效的拦截油污、滞留烟

尘，并吸收铅、砷、汞、硫等有害化学基质，为古运河内

水生动植物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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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良好的生态效益

古运河两岸生态墙建成后，也将大大美化城市环

境，一改往日放眼望去尽是单调的混凝土堤坝为茵茵

绿草的视觉效果，也将为镇江这座历史名城增添一处

靓丽的景点。另外，生态墙还可以稀释、分解、吸收、

固定大气中的有害、有毒气体，能把有毒的硝酸盐氧

化为有用的盐类，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所优选的

部分植被还能分泌特殊的杀菌素，杀死某些细菌，从

而有益于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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