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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护坡概述

随着水利事业的快速发展, 人们开始逐渐重视防洪工

程中生态护坡的作用。为了满足工程任务的要求同时确保

环境可持续发展, 生态护坡成为当前水利工程的优先选择

对象。站在保护环境的角度看,水利防洪工程建设过程中,应

该仔细研究、严格控制工艺方法、工程材料、整体构造。传统

的单一施工材料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的要求, 目前都是由绿

色植被、土石材料相结合等形式组合而成。这样的组合方式

使整个工程的结构既具有生态保护性又具有功能性, 并且

推动经济增长。随着我国对生态护坡要求的不断完善,实践

经验逐渐丰富,同时也参考国外先进的工程经验,以此来提

升我国生态护坡的建设。

2生态护坡的重要性分析

2.1保护环境

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国家一直是我国的目标, 随着

环保意识的逐渐加强, 每个工程在建设的过程中既看中经

济效益,又看重生态及社会效益,这也是水利事业发展的趋

势。原始的生态护坡在进行建设之前,都需要清理河道两侧

的坡地,明确影响草皮形成的植物都有哪些,这样不仅会扰

动原来的环境,还会造成水土流失。现代水利防洪工程在建

设生态护坡过程中, 要结合护坡的自然环境选择合适的防

护结构,并采用先进的建筑材料,以提高工程水平并最大程

度的减小工程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2.2低成本投入

原始的生态护坡在建造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力, 物力

及财力。例如,需要调动很多人将石块、泥沙等较重的防护

物质搬运到河道两侧的坡地上,进而保持水土平衡。但是这

种方式治标不治本,不能达到长期固土保沙的效果,与此同

时还浪费了许多人力资源,使成本投入过高。现代生态护坡

建设过程中使用较多、效果较理想的就是草皮、低矮灌木等

材料,这些材料最大的优势就是成本较低,而且草木植被一

旦形成,并进行科学合理的保养,后期就不会受到大面积的

破坏,因此,对于后期的维护保养来说成本也相对较低。

3生态护坡方法

根据多年水利防洪的经验及摸索,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

形成几种生态护坡的方法;植被保护方法、植被型生态混凝

土保护方法、土工材料种植基保护方法以及三维网护坡技

术,这些方法在实际的水利防洪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下面逐一对这四种方式进行详细阐述。

3.1植被保护方法

通过部分强有力的根系固定水土的方法进而达到护坡

固土的方式叫做植被保护方法。采用此方法的前提条件是

要选择合适的种子在适当的时节进行种植, 这样一来操作

性较强的同时还能降低成本, 该方法广泛应用于现代生态

护坡建设中。除此之外,运用该方法不但可以有效的固土保

沙,而且还能还原原始生态效果。植被保护方法在实际应用

过程中还应该结合实际选择恰当的播种方法, 现阶段的播

种方法有草皮移植法、人工种植法和水利喷播法。

(1)草皮移值。草皮移植法指的是在适宜的环境下在基

地播撒种子,经过一段时间后,种子生根发芽,运用科学的草

皮切割技术将草皮移植到防洪坡地上, 经过适宜的维护保

养,让植物根系起到固土固沙的作用。

(2)人工种植。人工种植就是直接在坡地上播种植被种

子, 这种种植方法虽然简便但是容易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

和干扰,并且形成的周期比较长。

(3)水利喷播。水利喷播技术需要将植被的种子和其他

的材料,如保水剂、化肥、粘合剂等物质混合后再进行喷洒,

这种方法可以为坡地的植被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同上述

两种方法比较来讲,水利喷播的优势更为明显,具有操作简

便、速度快、抗干扰等特点,在未来的生态护坡建设中一定

会得到最大化的推广和应用。

3.2植被型生态混凝土

生态混凝土的组成多是由多孔混凝土构成, 其孔隙中

涵盖着保水剂、化肥和植被种子。这种多孔的混凝土造就了

稳定的构架,可以有效的抵抗河水的冲击,加固坡地的稳固

程度。同时,较多的孔隙还能够增加排水量,保证根系的水分

适宜,孔隙中的肥料还能够保证不过分流失,为植被的生长

创造了适宜的条件, 因此植被在坡地上生长的更加强壮有

力,根系的稳固能力也更加突出。这种方法目前在文物保护

防洪工程及要求原生态的相关项目中运用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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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的日益完善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 水利防洪工程能够有效保护人们得生命和财产安全。其

中,生态护坡在一定得条件下不仅能够提高河堤牢固性,满足防洪任务的要求,同时还能保护环境。针对于此,本文对水利防

洪工程中的生态护坡进行了探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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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护坡案例

3.3土工材料

在水利防洪的建设工程中, 很多地区的坡型地势受到

雨水的严重冲击, 如果仅仅采用植被用来保护生态护坡很

难发挥作用, 但是土工材料恰恰是对坡地的植被进行了根

部固化,起到了强烈的保护作用。即使在湍急的河水冲刷时

也会对植被起到固定保护的作用, 现在我国正在使用的土

工材料技术主要分为两种:

(1)网垫种植技术。网垫种植就是将化学合成的材料制

作成网状的垫,然后覆盖在坡地的表面,为了加固网垫的结

构稳定性并提高保护力, 可以在多层网垫的交叉点进行热

熔黏合。此技术可以结合水煎喷播,在网垫的空隙中播种一

些散性植被、化肥或者是粘合剂等等,定期对其进行维护保

养, 如此就可以在植被的根系稳固之后形成土工网垫保护

结构。

(2)土工单位种植技术。这种技术的实际应用原理与网

垫种植技术大同小异,仅仅是形成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其植

被的保护能力也很强。

生态护坡案例

3.4三维网技术

三维网护坡技术的原理是, 利用合成材料在河道两侧

构建一个稳固结构,能够对坡地的植被进行根系保护。由于

三维网的固定作用, 植物的根系能够紧紧的结合在三维网

的网筋上,形成稳固的缠绕结构,更加增强了根系的稳定性。

在河水的冲击下依然能够保持植被不被破坏, 三维网的结

构比普通的护体要更加牢固, 能够多方位的提升整体的结

构层次, 较大的交叉空间也为植被提供了更多的养分补给,

根系的生长空间范围也更大,吸收的养分也更充足,因此在

坡地上更能牢固的建立庞大的根系系统。三维网的技术优

势更加突出,也得到了较好的推广和应用,发挥出了较大的

保护作用。

4生态护坡关键点

在实际的生态护坡施工中, 关键的技术出发点主要是

考虑河堤的安全性和功能性,为此,我们可以进行如下的控

制:

(1)功能性分析。生态护坡最主要的是安全和实用,要对

其结构进行细致的分析, 对护坡的地形地势进行实际勘探,

选择适宜植被生长的环境,并且要保证条件充分。可以在施

工前期对选择的地形进行一定的生态模拟, 保证最大化的

实用性。

(2)可行性分析。由于坡地的特殊性,自然环境对其影响

力就相当大,针对这些多变的自然环境,需要对生态护坡的

实际操作可行性进行准确分析。一旦工程开始后,想要再改

变就会非常困难,并且会耗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造

成不必要的浪费,因此其可行性是非常必要的基础条件。

(3)技术工艺分析。施工过程中会应用到各种的技术,操

作方法不能按部就班,应该结合坡地的特殊地形进行创新。

由于我国对于生态护体的施工技术开展的比较晚, 所以在

体系建立不完全的形势下, 更应该积极的开发和探索新的

技术工艺,真正把科学化的技术应用到实际施工中,实现科

学、环保、创新的施工目标。

(4)设计方案。生态护坡不仅要满足最基本的实用性,还

要兼顾美观、经济、环保等要求,在确定设计方案要多多考

虑到环保及功能性。

5结语

水利工程中不可忽视的生态护坡建设, 是非常利于水

利防洪项目的有效开展的。要想将原始方法与生态护坡方

法两者相结合, 首先要对原有的护坡基础进行加工处理,以

保护自然环境和管理维护生态环境为基础, 重视绿色发展

的长期性。同时对工程项目的周围环境进行详细勘察,结合

相关资料运用护坡技术,首先要满足堤坝的水利功能,同时

充分保护周边环境,防止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结合本文的技术方法和关键控制点, 能够大大推进生

态护坡的发展和实际应用, 进而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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