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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堤防简单的说, 就是在对水利工程堤防进行设计

和建设的过程中,根据自然规律,对景观生态原理进行有效

的应用,使河流当中的生态平衡得到有效维护的工程项目。

其主要是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作为基本的设计理念,以

此来满足生态系统的各项需求, 使水利工程建设的生态目

标得以实现, 并在所在区域当中形成良好的生态系统循环,

而这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此,

有必要针对水利工程中的生态堤防建设进行深入的研究。

1浅析生态堤防

1.1当前生态堤防的具体情况

在传统形式的水利工程堤防设计及建设当中, 堤防工

程的作用只有河道水资源利用、确保河道正常运输以及防

洪度汛等作用, 人们在生态堤防方面并没有太多的认识,这

导致堤防工程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 往往会将经济效益作

为主要目标,而忽视了工程的生态效益,导致自然环境被破

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国

逐渐认识到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并针对生态环保内容

进行了大力的宣传,使绿色建设、生态建设的理念深入人心,

因此,在对河道进行治理的过程中,提出了更高的治理要求,

就是要在设计和建设河流堤防的过程中, 对生态堤防建设

理念加以应用,在工作过程中使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以及生

态效益能够有效的结合起来。

1.2建设生态堤防的必要性

对堤防进行规划设计, 会使所在区域的生态平衡被打

破,导致周围的动植物生存环境受到破坏,传统形式的堤防

工程设计,为了使人们的航运需求、防洪需求以及供水需求

得到有效的满足, 设计人员在对堤线进行布置的过程中,都

会将其设置在与岸坡坡顶紧密相连的部分, 使岸坡和堤防

构成了斜面或直立面,虽然具有较高的规整性,但却对河流

两边的植被和滩涂造成了大量的占用, 对原有植被造成了

严重的破坏,生物失去栖息场所,影响了河流的生物链。

河流部分的自然面貌被改变, 会使河道区域的生态环

境受到破坏,在设计堤防工程时,为了对工程建设成本进行

有效的控制,并尽可能的提升泄洪速度,通常会采用截弯取

直的原则进行丁坝的修建, 这样虽然能够使工程建设所需

的成本得到有效的控制, 但却会对河流当中的生物以及水

流情况产生不利影响,使流域出现生态失衡的问题。

2在水利工程当中进行生态堤防建设的意义

对生态堤防进行建设, 能够使人类活动影响的生态环

境得到改善和修复, 使环境自身的特性得到有效的维持,对

水利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不但

能够使人类的生活需求得到有效的满足, 还能使人与自然

之间和谐发展的目标得以实现, 如果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

中,不注重生态建设问题,会对所在区域的生态环境受到严

重的破坏,导致水资源被大量占用,植被出现大面积的退化,

生物会失去生存条件,进而影响到生物链的发展,长此以往,

会使人类社会出现更为严重的资源危机, 并对人类的生存

与发展造成威胁,因此,推动水利工程生态堤防建设,是很有

必要的[1]。

3水利工程生态建设的主要原则

3.1生态系统中的自我修复原则

所谓自我修复, 实际就是生态系统自身的组织能力和

调节能力,通过两者的有效结合,能够使系统逐渐向有序的

方向进行演化, 其中自我组织能力可以推动生态系统的可

持续发展,而这也是物种实现生存与发展的自然选择,其可

以结合自身的特点,对能够经受自然考验、适合自身发展的

环境条件加以寻找, 使物种能够在这种环境当中进行生存

和繁衍,通过生态系统所具备的自我组织及调节能力,完成

自然选择, 通过对合适物种的组合能够推动生态系统结构

的合理构建,从而达到自我修复和完善的目的,而水利工程

中的生态堤防就是要对生态系统中的自我恢复能力进行有

效的利用,通过人工措施的辅助,对被破坏之后的生态系统

能够得到逐渐的修复,并使生态循环得到进一步的优化[2]。

3.2水利工程生态堤防建设的相关原则

3.2.1防洪工程方面的规划原则

在对水利工程中的生态堤防进行建设的过程中, 不仅

要对工程的经济效益加以考虑, 还要兼顾工程的生态效益,

并对两者进行有效的结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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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权衡, 并对经济以及环境等效

益进行评估,进而提升两者的协调性,达到共赢的目标。

传统形式的水利工程建设, 其工作的重点是河流治理,

但却没有对河流所在区域的生态环境加以重视, 导致河流

本身拥有的自我组织及修复能力被忽视,因此,在对防洪工

程进行规划的过程中, 应该对河流以及周边环境进行综合

的考虑,通过仔细的分析,做出科学的规划,除了要进行常规

型的监测和评估工作以外, 还应该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所在

区域的生态系统展开调查研究工作, 对它们的关系加以明

确,只有对生态系统进行全面的了解,才能使工程建设规划

更加科学合理[3]。

3.2.2多样化堤型建设

河流形态以及生物物资等方面的多样化, 需要通过堤

型以及堤线等内容的有效结合来实现, 生物物种在形成的

过程中,往往会受到河流形态的影响,因此,在布置堤线的过

程中,应该尽可能的降低对流域自然形态的破坏,使其原有

状态得到有效的保留,保证其特点不发生改变,减少对生物

物种的影响,避免出现破坏生态系统平衡的问题[4]。

在对堤防间距进行设计的过程中, 要将宜宽则宽作为

基本原则,使土地开发利用、防洪减灾以及生态系统之间的

关系得到有效的协调, 在确保工程防洪作用有效发挥的基

础上,尽量为生物的生存及繁衍创造有利条件,使河流能够

保留自我修复能力,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在堤型选择方面, 要确保工程的安全性要求以及稳定

性要求, 同时还要将工程建设与生态系统方面的保护及修

复工作结合起来,尽量对当地材料进行应用,使当地发展需

求得到满足,在确保河流畅通性的前提下,保证植物生长的

有利条件[5]。

3.3河岸防护

对水利工程中的堤防建设而言, 在水陆交接部分的堤

防工程会对生态系统造成较大的冲击, 而水陆交接部分是

确保水生物繁衍的基础,对动物来说,是重要的觅食和避难

场所,是水陆生物实现迁移的保障,因此,在进行水利工程堤

防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将生态建设作为重要的基点,将人文

景观和自然景观有效的结合起来, 使两者能够形成协调发

展的模式,在满足工程安全要求的情况下,对河岸实施多样

化建设,使生态景观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

3.3.1周围景观建设

在水利工程的环境建设当中, 需要对原有流域的自然

价值加以保护,降低人工参建数量,避免施工人员过多对自

然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要对生物发展条件多加考虑,使生态

堤防的建设目标得到实现[6]。

3.3.2工程施工及管理

在水利工程进行生态堤防建设时, 要认识到工期对生

态环境保护及修复的不利影响, 不但要对施工期限进行科

学的控制,还要避免在生物发育期施工,对于较为珍贵的物

种,应该在施工以前,做好各项保护措施,在具体施工中,应该

确保排水设计的合理性,并对周围植被条件加以改善,以此

来提升生态建设的效果。

尽量将工程施工的影响降到最低, 在确保施工质量的

同时,推动生态建设的发展,并在整个施工建设期间将管理

工作落实好,对各项施工数据进行收集,做好经验积累,使后

续施工能够获得有效的参考。

4结束语

综上所述,水利工程中的生态堤防建设,关系到水利工

程的可持续发展,能够有效推动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对国

家生态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相关部门一定要对

该项工作保持重视, 对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行有效的落实,以

此来提升水利工程的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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