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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以及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对环境管理与监测

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统筹协调水利水利工程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之间的关系,成为业内广泛关注的焦点课题之一。基于此,本文首先介绍

了水利水电工程环境管理的重要性,分析了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多方面影响,并结合相关事件经验,分别从完善生态环境发展制度体

系等多个角度与方面,提出了水利水电工程环境管理与监测的有效策略,望对相关工作的开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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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当前能源结构体系框架中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水利水电工程

的关键价值不言而喻,在农业灌溉、水源供应、调蓄洪水、水利发电等

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形势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日趋显著,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积极应对。本文就此展

开了探讨。 

1 水利水电工程环境管理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国家能源结构持续优化调整,促进了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事

业的快速发展。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周期长、规模大,涉及外界要素多,对外

界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极为复杂,必须在水利水电工程实施过程中采取有

效措施,突出生态环境保护。曾几何时,部分地区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加快

实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不惜牺牲生态环境效益,严重损害了生物多样性,

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成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隐痛。随

着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的深化,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得以大力推进实施,

国家相关部门先后相继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为统筹协调水

利水电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基本遵循,使水利

水电工程建设逐渐摆脱了传统僵化保守的发展行为习惯,开始更多地注重

生态环境保护,但所采取的的方法与策略存在显著不足,成效不甚明显。因

此,实施水利水电工程环境管理与监测具有极为深刻的显示意义
[1]
。 

2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2.1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开放而多样的生物系统,具有整体性、制约性等

显著特征,正因有了生物多样性,才使得自然生态环境拥有无可比拟的魅

力。在水利水工程实施中,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影响。以部分水生生物为

例,随着水位与水质等水源条件的变化,其产卵、迁徙、栖息等生存环境面

临着重构,改变了其以往的生存习性,若控制不当,则极易导致水生生物死

亡,导致生物种类骤减。任何一种生物均是自然生态链条的关键构成要素,

某一生物的灭亡,均会使生态系统面临崩溃
[2]
。 

2.2对水文地质的影响 

调蓄洪水是水利水电工程实现自身功能的前提条件,当水利水电工程

建设完成后,河流水流速度、深度、水质等均会出现特定变化。部分河道

沿岸岩体具有较强的透水性,容易出现水体渗漏,影响周边水文地质条件。

同时,由于河流速度及水体存量的增多,水体温度会有所升高,加之水流积

聚现象突出,水体中污染物的扩散面临着不利局面。在地质条件的稳定性

方面,在水利水电工程侧压作用影响下,地质条件趋于活跃,原有平衡稳定

的地质构造环境被打破,一定程度上容易诱发地质各类地质灾害。 

2.3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影响 

一是对区域微气候的影响。由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使周边环境温度、

湿度、空气流通等发生显著变化,造成区域性降水增加,在蒸发作用下,导

致降水量有所增加,降雨强度有所提升。二是对土地的影响。水利水电工

程建设使河流水位上升,淹没部分土地资源,加剧土地资源紧张。三是对水

土流失的影响。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会造成大面积植被破坏,使大量地表处

于裸露状态,为水土流失埋下安全隐患,在强降雨季节还容易导致山体滑

坡、泥石流等灾害,不利于区域自然环境和谐稳定
[3]
。 

3 水利水电工程环境管理与监测的基本原则 

3.1安全性与经济性原则 

安全性与经济性原则是水利水电工程环境管理与监测需要遵循的基

本原则。要依据水利水电工程实际,制定详细可行的环境管理与监测实施

方案,将安全性与经济性理念融入环境管理全过程,充分确保周边环境的

安全稳定,并在此基础上,降低经济成本支出。对此,可设定多个各有侧重

的环境管理初步方案,按照风险 小、经济 优的原则进行比选,排除安全

系数相对较低、经济价值相对较小的备选方案。 

3.2生态恢复原则 

部分水利水电工程的实施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属于阶段性、短期性的,

因此在工程实施完毕后,必须遵照生态恢复原则,对之前受到影响的土地、

水体、地质、河流、岩体、生物等生态要素进行有效恢复,并 大限度上

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使生态系统再度焕发活力与动力。在生态恢复

原则要求下,水利水电工程环境管理与监测必须充分尊重不同地域的不同

生态特点,创新环境管理理念,突出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为生态恢复

营造良好条件
[4]
。 

3.3整体性原则 

生态系统是一个系统化的整体,各要素之间均存在着显性或隐性关联,

须充分意识到生态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避免片面而独立

地看待各项生态环境要素,这即是整体性原则的基本要求。由于水利水电

工程的实施将会影响生态系统的某一个或多个要素,将会在特定范围内造

成生态失衡,修复难度极大,因此必须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原则出发,放眼

水利水电工程环境管理与监测全过程,综合统筹考量生态环境链,引导河

流水域等实现整体性修复。 

4 水利水电工程环境管理与监测的有效策略探讨 

4.1强化生态环境意识,落实环境管理与监测责任 

在生态环境保护理念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水利水电工程环境管理与监

测必须摒弃传统保守陈旧的思维理念,打破僵化固化的环境管理与监测行

为方法,牢固树立新形势下环境管理与监测新观念,始终用新方法与新技

能解决环境管理与监测实践中遇到的新难题。水利水电工程实施的主要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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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必须严格落实环境管理与监测责任,充分发挥导向性作用,将生态环

境保护理念融入工程建设实施全过程。要密切结合水利水电工程实际,建

立系统化的生态环境管理与监测制度,始终突出强化制度约束性与权威性,

使具体措施的制定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4.2落实生态系统的补偿措施 

尽管水利水电工程的实施会对自然生态系统带来不可避免的影响,但

通过生态补偿措施可将自然环境损失降到 小, 大限度上缓解人为施工

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伤害。要立足于当地生态环境保护实际,对自然生态状

况进行充分调查,排除各方不利因素,制定行之有效的生态系统补偿方案,

突出对植被的保护与修复、对水体水质污染的防治,等等。要本着“谁破

坏谁负责”的原则,构建高效稳定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加快生态环境的恢

复速度。为强化生态系统补偿措施的落实,可充分发挥法律手段的强制性

作用,依法严厉打击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的违规违法行为,并发动群众积

极行使监督权。 

4.3因地制宜,合理开发水利水电资源 

因地制宜是实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基础与根本。在水利水电工程建

设实施前,必须对周边环境进行充分了解与评估,科学掌握自然生态环境

的薄弱之处,进而采取具有针对性措施予以强化提升。对于生态脆弱且修

复难度极大的区域,必须严格实施水利水电工程可行性分析,杜绝一切可

行性不足的工程。实践表明,部分水利水电工程脱离当地生态环境实际,

背离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使生态严重破坏,长期得不到有效修复,教训极为

惨痛。因此,要因地制宜,实现水利水电资源的科学开发、合理运用,始终

顺应环境管理与监测趋势
[5]
。 

4.4合理应用生态型新材料与新技术 

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水利水电工程环境管理与监测提供了更

为丰富的技术手段,也极大程度上满足了水利水电工程对各类新材料的应

用需求。因此,为优化水利水电工程环境管理与监测效果,要积极引进生态

型新材料与新技术,使工程实施对外界环境的影响趋于 小化。在工程实

践中,通常采用到的生态型新材料有：生态膜袋、生态石笼、植草砖,等等。

在水利闸门技术方法,则先后出现了钢坝闸、自动翻板闸等,此类闸门结构

样式相对简化,对水体水质、水生生物影响较小,生态效果好。技术人员应

不断总结,积极创新,探索研发更加生态、更加环保的新材料与新技术。 

4.5加大监管力度,强化人员生态环境意识 

水利水电工程环境管理与监测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管。从水利水电工程

实施现状来看,普遍存在着疏于监管,监管形式与监管方法流于形式等共

性问题,制约着环境管理与监测的实效性,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比比皆

是。因此,要多部门共同联合,制定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强化对工程实施

过程的追踪与管理,及时纠正并处理各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同时,要定

期组织水利水电工程人员参加专项培训与学习,重点讲授新形势下环境管

理与监测所承担的新职能,强化生态环境意识与责任意识,将环境管理各

项具体要求融入工作实际。 

5 结语 

综上所述,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

生态环境保护实践中也存在着诸多突出薄弱环节,制约着水利水电工程综

合效益的优化与提升。因此,有关人员应该从水利水电工程的客观实际需

求出发,充分遵循生态环境保护与监测的基本规律,创新方法理念,强化技

术措施,谋求水利水电工程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促进水

利水电工程实现未来长远可持续发展,为经济社会和谐稳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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