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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提升,对自身生活环境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生态

建设事业的发展,水利风景区在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窗口作用。水利风景区在充分利用山水自然资源和

文化资源,并积极落实水生态修复工作,能够在进一步改善景区生态环境的同时,使其可持续发展得到相应的保证。因此,本文针

对水利风景区当中的水环境保护以及水生态修复进行讨论,并对具体保护及修复措施加以探讨和描述,希望能够对水利风景区

的优化及发展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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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享有绿色公共空间

的需求也不断增长,获取水文化、水科学知识的愿望更为强

烈,我国对于水利风景区的发展越来越重视。结合河长制的

推行,河流湖泊保护及工程运行管理和维护,不断加强水利

风景区内的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尤为重要。水利风景区建设

重点是要对水环境保护工作不断的强化,尤其是对水利风景

区的再生水回用、污水处理、湖泊湿地水质等,通过水生态

修复措施的有效应用,不断改善水利风景区内的环境治理和

生态保护。也正因如此,针对相关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很

有必要的。 

1 水资源保护规划 

水利风景区必须要将水环境保护作为重点工作内容,在

对景区进行具体开发的过程中,要确保在开发中落实保护,

在保护当中进行科学的开发。首先,需要对风景区当中的水

资源和生态环境加强保护,要明确水利风景区的核心要求,

不管是建设活动,还是游憩活动都不能对景区生态系统的可

持续发展造成影响；其次,要在水利风景区大力开展环境整

治工作,对于违规违章建筑要将其全面清除,所有生产、生活

产生的垃圾和废弃物都要集中进行处理,严禁向景区水源当

中进行倾倒,水面当中的杂草、树枝和垃圾需要及时打捞。

不得出现破坏水源保护植被的现象,如护岸林、水源涵养林

等；再次,严禁对水利风景区周围的林木进行采伐,确保林水

相依,形成良好的自然景观,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出现水土流

失问题,对水利工程造成不利影响。在对水利风景区当中的

植被进行维护管理的过程中,不使用高残留农药或剧毒农药

进行喷洒,各种污水在未经处理的情况下,不得将其排放在

水利风景区的水系当中； 后,对于沿着水利工程进行建设

的护坡走廊以及亲水平台等建筑,可以应用自然材料进行建

设,包括石材、木材等,也可旧物回收利用,减少费用支出。 

2 生态保护规划 

在落实生态规划的过程中,要对风景区当中的综合环境

进行重点的整治,有效改善风景区当中的生态环境,为其发

展奠定基础。一是要对当地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进行提升,

避免水利风景区受到周围社区的污染和侵蚀。二是要对生态

廊道进行合理的设置,沿水利工程构建生态走廊,充分利用

已有绿化条件进行绿化建设,使景区绿湖带面积能够得到有

效的提升。三是对规划区当中的植被加强保护,尽可能的减

少对景区植被的破坏,特别是在人工造林中尽量不要破坏其

中的杂木,使林木物种能够具有较强的丰富性,有效改变林

木结构及景观林相过于单一的问题,对于已经受到破坏的区

域,则需要通过各种措施对其进行逐渐的修复。 

3 水生态修复 

3.1 生物修复 

在目前的水环境治理技术当中,生物修复是一项较为常

用的技术,其主要是通过对生物新陈代谢特点的应用,对氮

磷营养物质以及有机污染物进行同化,或对低浓度污染物实

施富集转化,以此来实现污染水体的有效治理。这种技术和

待修复水体属于非紧密结合关系,目前较为常见的技术有人

工湿地技术、土地处理技术、生物过滤技术、生态浮床技术

以及卵石床生物膜技术等等,其中人工湿地以及土地处理等

技术在我国的应用范围较广。 

3.1.1 人工湿地 

通过对水体当中的污染物进行降解、吸收、吸附、沉淀

以及过滤,结合良好的设计及管理条件,能够使农业污水、工

业污水、生活污水、富营养化水体、暴雨径流以及垃圾场渗

滤液得到有效的处理。使水体当中的氮、悬浮固体颗粒以及

生化需氧量有效降低,同时还能将其中的病原体、微量有机

物以及金属去除。人工湿地与天然湿地相似,不仅能够有效

控制湿地水力特性,还能保证其不受用户因素以及环境因素

的限制,在设计与管理方面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可靠性,但

在应用该项技术进行水生态修复的过程中,往往会对土地造

成较大的占用,而且其处理效率也会受到季节因素的影响。 

3.1.2 土地处理 

这种处理方式虽然比较传统,但在水生态修复方面却具

有非常好的处理效果,其主要是将土地作为相关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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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土壤以及植物系统的净化、过滤、吸收和自我调节功能,

对水体进行一定程度的净化,特别是对氨氮及有机氯的处理,

土地处理系统具有良好的去除效果。 

3.1.3 高效微生物固定化 

这种技术是在废水处理技术快速发展情况下诞生的新

型技术,其主要是将经过培养且具有较高效率的菌藻共生群

落、酶或者是微生物限制在特定区域当中,以此来提升它们

的浓度,构建对生物代谢有利的环境,使微生物流失得到有

效的控制,并实现固液的有效分离,这种技术在富营养化水

体治理中具有较高的适用性。 

3.1.4 水生植物处理和生物浮岛 

该项处理技术主要是通过水生植物来吸收、转化、和富

集污染物质,并结合水体水流特性以及微生物降解作用来实

现水中污染物的有效去除。其不仅维护方便,且能耗和成本

投入都比较低,对改善生态环境、推动资源综合利用具有积

极的作用。但水生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季节因素的

影响,所以其污染物去除效果也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

目前,香蒲、芦苇、浮萍、凤眼莲以及香根草等水生植物在

水生态修复中都比较常见。在对水生植物处理进行使用的过

程中,必须要对所在区域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的考虑,确保

所选水生植物在本地能够顺利成活。此外,对于香根草以及

凤眼莲等水生植物,要注意外来物种入侵的有效防控。 

3.2 生态修复技术 

生态修复技术能够对水生态系统当中退化、缺失的部分

进行有效的恢复,有利于水生态系统的重建,在恢复其相关

功能的同时,达到改善水质的目的。而生态修复技术主要包

括渗水植物重建和生物操纵等技术,其中前者主要是应用本

地沉水植物,在特定区域进行引种,并将其建设成水生态系

统的一部分。而生物操纵主要是在水环境当中加入滤食性鱼

类,对藻类生物的富集进行控制。通过生态修复技术,能够在

修复措施和水生态系统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在防控浅水湖

泊富养化问题中具有较大的应用潜力。而不管是应用沉水植

物重建,还是应用生物操纵处理,都能将营养负荷程度有效

降低,使藻型富养化水体能够向草型富养化水体进行转变,

以此来达到控制蓝藻爆发的问题,使水质的安全性得到相应

的保证。当前阶段,我国在很多地区都在应用生态修复技术

进行试验,在具体实施工程中,需要注意生态恢复在自然水

体当中的应用,可能会遇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作为系统性

工程,如果不能对各项因素进行充分的考虑,非常容易引发

系统崩溃问题。因此,在对生物修复技术进行使用的过程中,

必须要通过综合措施和科学应用,对适宜的环境进行有效的

创造。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水利风景区当中的水环境加强保护并做好

水生态修复工作,能够在确保水利风景区水生态环境的同时,

实现景区水环境的有效改善,这对于水利风景区的可持续发

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会对国家生态建设的发展造成一

定的影响,因此,相关单位在对水利风景区进行开发建设的

过程中,一定要对各项保护及修复措施进行有效的应用,一

方面要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提升所在区域的水环境质量,

另一方面要对受到影响的水环境加强修复,使其生态效果得

到进一步的提升,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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