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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水电工程是关系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工程,但是在工程推进的过程中会对周围环境产生

一定的影响。随着生态保护观念的不断深入,对于环境的保护也越来越重要,所以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

融入生态理念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先对生态理念进行阐述,接着对生态理念在水利水电设计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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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project related to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but it will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of project promotion.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so it i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o integrate the ecological concept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ecological concept, then discuss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sig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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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利水电是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百姓的生活有

重要的影响。但是建设过程中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严重时

可能还会破坏生态环境,因此在水利水电工程设计过程中要注

重对环境的保护。并且为了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目标,在水

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必须基于生态理念进行建筑施工。同时,为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在水利水电工程设计中要兼顾环境的保护,

使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1 生态理念的概念 

生态理念是一种生态发展观念,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强

调人类与自然及社会环境和谐统一[1]。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

实现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基于生态理念的水利水电

工程设计更注重资源的节约,致力于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 大化。把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降到 低,

使得其与周边环境自然和谐相处。 

2 基于生态理念的水利水电工程设计面临的问题 

2.1工程设计者生态意识低 

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目标是怎样对水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

与应用满足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更

多地造福于人民。但是部分工程设计者的生态意识缺乏,在设计

过程中对于经济的重视程度很高,忽视了生态环境这项重要因

素。只有在工程设计时融入环境因素才能进一步保障水利水电

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推动水利水电工程的发展[2]。工程

设计者在设计时,要认真的研究区域的地质及水文等自然条件,

融入生态理念,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兼顾生态环境的保

护。但是,现实中的很多工程设计人员没有进行培训,依旧应用

传统的设计习惯,专业文化素养与现今社会需要无法匹配,生态

环境保护的意识不强。 

2.2水文资料缺乏严谨性 

设计前搜集的水文资料的完整和严谨程度会对周围环境产

生很大影响,所以,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要确保资料的准确性和

严谨。严谨的水文资料才能够为工程的方案设计提供标准的参

考依据。但是,由于受多重条件的影响,设计者不能对施工区域

的水文特点进行全面的考虑,收集到的资料完整度低,使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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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性有待提高[3]。一但水利工程建设中缺乏生态理念的融

入,工程的生态保护性就会降低。此外,一些相关部门对于水文

的限制因素没有足够的重视,导致在方案的设计中水文资料提

供不足,导致设计缺乏严谨性。 

2.3生态材料使用缺乏统一标准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兼顾环境保护必然会应用生态材料进

行工程施工。随着科技的发展,为适应市场需要,大量的生态材

料出现,应用范围更加广泛。但是不同制造商的生态材料存在着

差异性,行业未形成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在选购生态材料时,一

般会参考厂商提供的数据,其中或多或少会存在误差,使得生态

材料无法得到更好应用。因此,在设计的过程中要严格地把握生

态材料的规格型号,通过研究和计算,根据实际需要的数据进行

生态材料的选购,更好的确保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生态保护。 

3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引入生态理念的措施 

3.1加强培训增强设计者环境意识 

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特点存在差异,地理特点与气候特点

不可能完全相同,这也进一步加大了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难度。

不能将同一种方案应用到所有的工程建设中去,设计过程中要

对周围环境进行认真考量[4]。这些因素都要求工程设计师要具

备极高的专业素养,因此,要对设计者进行定期的培训,制定合

理的培训措施,提高设计者的专业素养。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不

断优化完善培训内容,使其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自

身。就如今而言,在培训过程中要重点强化生态保护意识,谨记

只有将生态环境放在首位才能更好地实现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生态理念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才能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 

3.2搜集完整资料,加强理论分析 

在设计方案前需要先对自然环境进行实地考察,通过严谨

的地质勘察,进行水文资料的收集整理,详实记录当地的生态环

境现状。与此同时,积极的与当地水文部门进行联系与协作,进

行水文资料的整合,将一手资料与二手资料结合作为方案设计

的依据。但方案设计时往往不能与生态部门与水文部门进行及

时有效的合作[5]。为保证环境遭受破坏,减少工程施工中出现问

题,必须在设计时制定一系列的生态保护方案,确保工程不会对

环境产生不良影响。在设计的过程中,还要对工程结构进行全面

的分析,并在实验中检验工程设计的可行性。在工程的布局设计

中,尺寸的选取要精准无误,依据科学的方法设计出 佳设计方

案。设计过程中,一般可以通过构件模型来获得尺寸的大小,确

保设计的布局符合相关的建设准则,这有利于方案顺利推进。未

严格按照依据设计出来的方案犹如空中花园,经不起各种标准

的考量[6]。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可以应用类比的方法,并且通

过实际案例进行完善。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水利水电工程在社

会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对于工程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必须加强生

态理念的融入,使得工程的建设兼顾人文与自然统一,构建和谐

共处的美好环境。 

3.3重视生态材料的应用 

随着建设要求的不断提高,使得工程建设中的各个环节都

要不断优化,特别是对于材料的选用尤为重要。为使得生态理念

更好的融入工程建设,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的材料也要选用生

态材料,将生态保护意识付诸于实际。近年来生态材料逐渐普及,

相关技术和材料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水利工程建设中,在建设

过程中充分利用了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也有利于对于周围生态

环境的保护。比如,设计者在设计的过程中要不断地考虑河道护

岸的应用材料,而用于植草的专用砖块就很适合河道岸边的铺

设。另外在铺设的过程中也要考虑砖块的位置与数量的多少,

使得草皮更好地生长。石笼可应用于抵御恶劣天气对于工程的

破坏,具有极强的透气性,使得斜坡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强,避免

因外力的作用而使得河道岸边变形倒塌。在水利水电工程水闸

技术方面,与该技术有关的生态材料也在不断地更新换代,例如

经常使用的钢板闸和翻板闸,具有结构简单且操作方便的特点,

如今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总的来说,生态

材料应用不仅对于环境不会产生不良影响,而且还可以进一步

的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提供便利条件。 

4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中融入生态理念 

4.1设计理念中融入生态保护意识 

设计人员在设计工程方案是应避免传统设计的影响,避免

只注重技术及经济效益为唯一的做法。现今在设计过程中更应

该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方案设计时要综合地考量工程区

域选址、工程总体布局、主建筑物版型、施工组织设计、机器

设备选择、区域生物多样性、土石原料场地、弃渣的放置、水

土流失情况及周围环境等相关的各种因素。在确保安全的基础

上强调生态理念,选择使用的设计方案与实施方案都要突出节

约资源、保护环境及经济效益兼得的特点。例如在修建大坝与

堤防的工程中,要合理选用防渗水方案,如我们常见的常规混凝

土防渗墙、塑性混凝土防渗墙及黏土斜墙等技术都适用于防渗

水方案的要求。设计者在设计各种方案时,要同时兼顾技术、经

济与生态效益,在生态方面要着重从环境影响、水循环、水文特

点、资源节约及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进行综合的考虑。在设计中

融入生态理念有利于同时实现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技术进步

等目标,进一步促进水利工程建设可持续发展。 

4.2设计关注生物多样性 

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或多或少的都会对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工程建设区域中存在着陆生生物和水生生

物,在之前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大多注重对陆生生物的保护

而忽视了水生生物的存在。在设计工程方案时,要注重考虑生物

的存在,对它们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对各类水生生物要确保在

水利工程建设中不破坏它们生存的家园,对天然的湖泊和浅滩

进行保护,保持水源在工程建设中不会受到污染。禁止对于水域

进行不符合条件的裁弯取直的做法,该方法肆意的应用必将会

对水中生物产生影响。因此需要避免破坏河流之间的流动,使得

水体的环境得到保障,维护水体的自我清洁功能。另外对于陆生

生物来说,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可能会影响它们的迁徙路径及休

憩的场地,不影响施工的岸边植物无需进行清理,避免破坏动物



水电水利 
第 6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72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们的觅食环境以及植物的生存。在施工的过程中甚至会出现误

伤的现象,因此在施工时要严格划分区域进行保护。 

4.3设计时重视弃渣的充分利用 

弃渣作为工程建设中的废弃产物,存在量过大对环境的影

响就越大,因此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要尽量减少弃渣的产生,

因此在设计方案时就要想到采用何种技术能够使得弃渣产生量

得到有效控制。在技术选择时,选用适合的技术,力求以恰当的

技术减少弃渣。还应依据生态保护的原则,将弃渣进行综合处理,

尽量实现废物利用,实现环境影响 小化的目的。比如在进行水

坝的挖掘过程中会产生废土弃渣,这时就应该考虑如何将这些

废土实现有效地使用。例如可以将这些土渣进行河道两边植物

的栽培或者进行坝体的填充,将所有符合重新利用标准土渣都

进行充分利用,不符合要求的土渣可以用于场地的平整填筑。为

大程度避免废渣的产生,必须在工程建设中的弃渣充分有效

利用,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5 结束语 

基于生态理念的水利工程建设将成为此后的建设趋势,

是符合社会要求的必然选择。现阶段基于生态理念的设计待

提高,在设计中应针对目前该工程面临的问题制定相关的改

进措施,保证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充分考虑环境保护,不断

提高设计人员专业素质,都将使得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得到可

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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