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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淹没式梯形生态丁坝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多功能淹没式梯形生态丁

坝，可有效发挥其改善水环境质量、营造生物栖

息地和修复生态系统的功能，其解决的技术方案

是，包括坝体，上层坝体与下层坝体横截面均呈

梯形，下层坝体上设置有上层坝体，分为上下两

层的梯形结构可以满足不同的生态需要，上层坝

体与下层坝体均由石笼网围造而成，石笼网内填

装有碎石、泥土以及沙粒的混合物，其上设置有

生态毯，本实用新型可以显著降低水体中氮磷等

营养盐水平，降低水中有机物含量，从而提高水

质净化效果，提高水底和植物美观程度，大大提

高水体生态修复能力，是生态丁坝上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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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淹没式梯形生态丁坝，包括坝体，其特征在于，上层坝体(1)与下层坝体

(2)横截面均呈梯形，下层坝体(2)上设置有上层坝体(1)，上层坝体(1)与下层坝体(2)均由

石笼网(6)围造而成，石笼网(6)内填装有碎石、泥土以及沙粒的混合物，其上设置有生态毯

(8)，上层坝体(1)的生态毯上种植有挺水植物(7)，下层坝体(2)的生态毯上种植有沉水植

物(5)，上层坝体(1)底部在竖直平面上设置有鱼巢砖(3)，下层坝体(2)的生态毯上铺设有

鹅卵石(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淹没式梯形生态丁坝，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层坝体

(1)与下层坝体(2)形状相同，表面比为1：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淹没式梯形生态丁坝，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石笼网(6)

之间绑扎连接在一起。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淹没式梯形生态丁坝，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鱼巢砖(3)

为长宽高均为15  cm的六孔鱼巢砖，铺设孔径为10c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淹没式梯形生态丁坝，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鹅卵石(4)

粒径为5-10c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淹没式梯形生态丁坝，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层坝体

(1)顶端淹没于水面下，位于常水位下端30c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淹没式梯形生态丁坝，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挺水植物为

香蒲、鸢尾、千屈菜、水葱、再力花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淹没式梯形生态丁坝，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沉水植物为

金鱼藻、苦草、马来眼子菜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淹没式梯形生态丁坝，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生态毯为开

孔直径5-10cm的格栅状生态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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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功能淹没式梯形生态丁坝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生态系统恢复领域，特别是一种多功能淹没式梯形生态丁坝。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河道水环境质量不断恶化和生态系统不断退化，河流治理工程的理念也在不

断更新和变化，河道整治已由传统的工程性整治发展为兼顾环境和生态的综合性治理，即

河工建筑物在护岸固滩、截留泥沙、稳定河势、航道整治、挡水截流、抢险堵口的同时，还需

兼顾河流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河流利用的长期可持续

性发展。

[0003] 丁坝作为广泛使用的河工建筑物，往往被用来保护河岸免受来流直接冲蚀而产生

淘刷破坏，同时它也在改善航道、维护河相以及保护水生态多样化方面发挥着作用，它能够

阻碍和削弱河流对河岸的侵蚀与冲刷作用，防止水土流失，促进坝田淤积，但如何有效发挥

其改善水环境质量、营造生物栖息地和修复生态系统的功能仍是现今河流整治工程中研究

的重点与热点。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情况，为解决现有技术之缺陷，本实用新型之目的就是提供一种多功能

淹没式梯形生态丁坝，可有效发挥其改善水环境质量、营造生物栖息地和修复生态系统的

功能。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的技术方案是，包括坝体，上层坝体与下层坝体横截面均呈梯形，

下层坝体上设置有上层坝体，分为上下两层的梯形结构可以满足不同的生态需要，上层坝

体与下层坝体均由石笼网围造而成，石笼网内填装有碎石、泥土以及沙粒的混合物，其上设

置有生态毯，上层坝体的生态毯上种植有挺水植物，下层坝体的生态毯上种植有沉水植物，

为底栖生物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上层坝体底部在竖直平面上设置有鱼巢砖，鱼类可以在

此层活动，下层坝体的生态毯上铺设有鹅卵石，为底栖生物提供一个良好的附着床层，整个

梯形丁坝提高了局部区域流速，坝前、坝头、坝后形成多样化流速条件，流速大小分别为坝

头＞坝前＞坝后，同时坝间落淤可形成边滩生境，有利于提高生物多样性。

[0006] 本实用新型生态丁坝分为上下两层结构，满足了不同水生植物种植所需的水深深

度，坝体顶部种植常规的挺水植物，不但具有改善水体的功能还能提高景观度，水生植物、

鱼类及底栖生物构成了一个小型的生态群落，可以显著降低水体中氮磷等营养盐水平，降

低水中有机物含量，从而提高水质净化效果，提高水底和植物美观程度，大大提高水体生态

修复能力，是生态丁坝上的创新。

附图说明

[000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主视图。

[0008]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左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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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俯视图。

[0010]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鱼巢砖的立体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2] 由图1-4给出，本实用新型包括坝体，上层坝体1与下层坝体2横截面均呈梯形，下

层坝体2上设置有上层坝体1，分为上下两层的梯形结构可以满足不同的生态需要，上层坝

体1与下层坝体2均由石笼网6围造而成，石笼网6内填装有碎石、泥土以及沙粒的混合物，其

上设置有生态毯8，上层坝体1的生态毯上种植有挺水植物7，下层坝体2的生态毯上种植有

沉水植物5，为底栖生物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上层坝体1底部在竖直平面上设置有鱼巢砖

3，鱼类可以在此层活动，下层坝体2的生态毯上铺设有鹅卵石4，为底栖生物提供一个良好

的附着床层，整个梯形丁坝提高了局部区域流速，坝前、坝头、坝后形成多样化流速条件，流

速大小分别为坝头＞坝前＞坝后，同时坝间落淤可形成边滩生境，有利于提高生物多样性。

[0013] 所述的上层坝体1与下层坝体2形状相同，表面比为1：2。

[0014] 所述的石笼网6之间绑扎连接在一起。

[0015] 所述的鱼巢砖3为长宽高均为15  cm的六孔鱼巢砖，铺设孔径为10  cm。

[0016] 所述的鹅卵石4粒径为5-10  cm。

[0017] 所述的上层坝体1顶端淹没于水面下，位于常水位下端30  cm。

[0018] 所述的挺水植物为香蒲、鸢尾、千屈菜、水葱、再力花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

[0019] 所述的沉水植物为金鱼藻、苦草、马来眼子菜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

[0020] 所述的生态毯为开孔直径5-10  cm的格栅状生态毯。

[0021]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对于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本实用新型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

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0022] 本实用新型的使用情况是，坝体是采用石笼网构造表面比为1：2的上下两层的梯

形丁坝，上层坝体1顶端淹没于水面下，顶端位于常水位下端30  cm，下层坝体2表面铺设粒

径为5-10  cm的鹅卵石4，为底栖生物提供适宜的附着床层，同时种植沉水植物5，挺水植物

与沉水植物均种植在生态毯上，生态毯8将上下两层的坝体平面完全覆盖，可有效改善水生

生物栖息地环境，也可根据河流水深及实际需要调整上下两层坝体的高度，有效解决由于

水深过深水生植物无法种植的问题，石笼网6内填装碎石、泥土以及沙粒的混合物，格宾石

笼之间绑扎连接，并依据不同的鱼类所需的栖息环境，在合适的水深处铺设孔径为10  cm、

长宽高皆为15  cm的六孔鱼巢砖，也能为小型鱼类、螺类和虾蟹提供产卵、孵化和育幼场所，

上层梯形丁坝表面种植香蒲、鸢尾、千屈菜、水葱、再力花等挺水植物，不但具有改善水体的

功能还能提高景观度，下层梯形丁坝表面种植金鱼藻、苦草、马来眼子菜等沉水植物，为小

型鱼类、螺类和虾蟹提供栖息环境，丁坝上下层表面均铺设开孔直径为5-10  cm的格栅状生

态毯，水生植物皆种植在生态毯上，可有效防止植物根系和土壤被暴雨或河水冲刷流失，同

时合理配置植物功能群组成，确保四季皆有净水功能的植物生长，整个丁坝为挺水植物、沉

水植物、鱼类、底栖生物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生态环境，其共同构成一个小型的生物群落，面

对外部冲击具有自我完善修复功能，可以显著降低水体中氮磷等营养盐水平，降低水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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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物含量，从而提高水质净化效果，提高水底和植物美观程度，大大提高水体生态修复能

力，整个梯形丁坝提高了局部区域流速，坝前、坝头、坝后形成多样化流速条件，流速大小分

别为坝头＞坝前＞坝后，同时坝间落淤可形成边滩生境，有利于提高生物多样性。

[0023] 由上述可以看出，本实用新型生态丁坝较其他丁坝的优势之处在于：

[0024] 本实用新型淹没式生态丁坝与普通丁坝相比，具备改善生境、促进各类水生动植

物栖息繁衍的特点，经实地实验，本实用新型生态丁坝附近水生生物丰度比普通丁坝提升2

倍以上，多样性提升0.8倍以上，等面积栖息地WUA值提升10倍以上，且结构简单，造价低，景

观性高，可改善城市河流的局部生境状况，促进各类水生生物的栖息繁衍，提高局部水生生

物丰度及多样性水平，增强水生态系统的结构稳定性。同时，利用水生生物能够降低水体中

氮磷等营养盐水平，降低水中有机物含量，具备水质净化的效果，大大提高水体生态修复的

效果，是生态丁坝上的创新，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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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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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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