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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土保持属于水利工程建设实施中的关键工作措施,水利工程建设发展下的水土流失总体状

况较为突出,从而决定了水土保持的施工监督管理技术手段必须要得到长期的推行。水利工程的重点施

工区域应当采取全方位的水土保持设计方案,切实做到在源头上杜绝并且防范区域水土流失的自然灾

害风险。因此,本文探讨了水土保持工作融入贯穿于水利工程施工的基本思路要点,结合水利工程的施工

开展真实状况来健全水土保持的监管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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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s a key work measur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soil and water loss in the current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is relatively prominent, which determin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technology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ust be implemented for a long time. The key construction areas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should adopt comprehensiv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design plans, effectively 

eliminating and preventing natural disaster risks of regional soil erosion at the sourc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basic ideas and key points of integrating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work into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engineering, and improves the regulatory system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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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的重点施工区域不能缺少科学可行的水土保持技

术措施,水利施工单位的相关负责部门只有采取了综合性的水

土保持以及安全防范工作措施,那么水利项目建设的良好综合

效益才会得到充分的实现。近些年以来,水土流失的自然生态失

衡状况已经日益表现为严峻的程度,客观上决定了水利施工单

位亟待采用更大力度的施工区域水土保持方案。通过实施水利

施工区域的生态安全保障技术手段,应当能够在根源上杜绝水

利河道设施的淤堵,促进了施工区域的水资源得到科学的优化

利用。 

1 水利工程施工区的水土流失现状 

在目前开展实施的水利施工过程中,水土流失的生态安全

隐患仍然表现得较为突出。水利项目施工现有的水土流失状况

存在严峻的发展特征,从而决定了水土流失的工程生态破坏风

险因素必须要引发广泛的重视[1]。存在水土流失风险的水利建

设施工区域将会造成降雨洪涝灾害的发生频率显著增加,导致

流域植被遭受到破坏,引发淤泥积累以及沟渠堵塞等后果。存在

淤积泥沙的水利沟渠设施如果未能得到及时的清理疏通,那么

还会明显影响到水利基础设施的灌溉防洪实践作用发挥,造成

水工基础设施的使用年限缩短。由此可见,水土流失将会对于水

利工程的全面实施开展过程带来程度明显的破坏后果[2]。 

具体而言,水利施工区域目前普遍存在的水土流失状况集

中表现在如下层面： 

首先是较大的破坏强度特征。水利施工项目的开展进程通

常较为缓慢,因此在遇到频繁降雨的特殊时段情况下,水利项目

的施工正常进度就会遭遇到阻碍,引发程度较为明显的水土流

失灾害后果。水利施工空间范围内的严重水土流失将会直接威

胁到自然植被的生长,造成地表裸露的面积增加,原有土层的冲

刷损失程度也会表现得非常突出。因此能够确定,存在较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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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幅度的水土流失自然灾害必须要得到全方位的避免。 

其次是规律性的空间分布特征。水土流失现象并不是偶然

发生的,而是伴随着水利施工的进行过程。水土流失的自然灾害

本身具有典型的空间分布性质,集中分布于地表裸露以及植被

覆盖稀疏的水利施工区域[3]。上述的水利施工区域一旦遭受到

程度显著的降雨冲刷与侵蚀,那么流动状态的淤泥就会大量存

积于水利沟渠的底部空间位置,不利于水利工程的调蓄水源以

及灌溉防洪作用发挥。 

后是施工环节的水土流失风险较为隐蔽。产生于水利施

工建设过程的水土流失初期迹象并不十分显著,但是水土流失

的严重程度将会伴随着水利施工的开展过程而逐渐加剧, 终

导致形成了显著的水土流失灾害后果。从当前的现状来看,水利

施工现有的水土流失以及生态破坏安全风险等级仍然是相对较

高的,那么将会造成水利施工区域的隐蔽自然灾害风险存在,导

致连锁性的自然灾害反应后果产生。 

 

图为水利工程施工区的水土流失现状 

2 水利工程施工区的水土保持必要性 

2.1维持生态环境的良好平衡 

水利生态环境的长期保持维护必须要建立在水利工程水土

保持的前提下,水利施工区域现有的水土保持技术手段如果未

能得到更大力度的践行,那么水利项目建设的 佳生态效益就

会无法得到保障[4]。工程施工单位通过深入实施水利施工流域

的水质改善、水土环境保持、洪涝灾害防控等基本监督措施,

能够做到切实维护水利施工的优良生态效益,确保对于水利工

程现有的自然灾害隐患进行了提前的预测防范。 

2.2杜绝河道淤堵状况 

水利灌溉设施以及水库河流一旦出现河道大规模的泥沙淤

堵,则会对于水利设施的使用效能发挥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采

用水土保持的专业技术方案不仅有助于水利河道设施的畅通程

度提高,并且还能达到水土环境显著改善的目标。对于水利基础

设施现有的河道泥沙淤堵隐患进行全方位的排查解决,能够在

根源上促进改善水利基础设施的正常使用效能,确保达到了水

利施工的综合效益优化提高目标。通过以上分析,能够得知水利

基础设施的河道泥沙淤堵现象亟待得到妥善的解决,促进水利

工程的整体使用期限延长[5]。 

2.3促进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 

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如果未能得到提升,那么水利工程

现有的水资源分配使用方案就会存在粗放式的资源浪费弊端。

近些年以来,水利施工的工程技术人员正在采取全方位的施工

技术措施,进而保障工程现有的水资源得到科学的优化配置利

用。在降低水资源整体损耗的基础上,采取水土保持的综合技术

方案应当能够显著改善水资源的分配状况,杜绝粗放式的水资

源使用浪费缺陷。并且,自然水体环境的动态稳定性也要依靠于

水土保持的技术方案作为必要支撑,严格保证自然水生态体系

的动态稳定目标实现。 

3 水利工程施工区的水土保持具体措施要点 

3.1水土保持技术方案的合理编制 

水土保持的总体设计方案只有得到了合理科学的编制,才

能真正发挥出水土保持的 佳效应。具体在涉及到全面编制水

利施工中的水土保持规划方案中,现阶段的技术完善路径应当

集中体现在客观判断水土流失的严重等级、水土流失的空间分

布特征、水工沟渠淤积堵塞的面积范围等,据此实现了科学与可

行的技术方案编制。 

水利施工的技术方案编制负责部门必须要全面考虑到以上

多个层面的水土流失关键影响要素,据此实现了动态化的水土

保持宗旨目标。编制水土保持的科学实施方案应当能够全面考

虑到水土环境的科学监测结果,避免局限于水土保持的现有方

案制定实施误区。水利工程的施工监管机构应当侧重于采用智

能化的科学监测仪器,从而实现动态测试水土流失风险等级的

目标。结合水土流失的真实状况来进行原有的工程安全风险等

级调整,完整采集实时性的水土流失动态变化信息数据。 

3.2水利主体工程的生态环境保护 

水利主体工程属于核心性的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要点,水利

施工中的主体设施工程如果未能实现妥善的生态安全保护,那

么水利工程项目的主体结构将会存在程度非常明显的水资源消

耗浪费缺陷[6]。具体针对于水利设施的主体工程在全面开展水

土流失防范的实践工作中,现阶段的重点完善思路应当落实于

暗渠工程、隧洞工程以及管道工程的严格排查整治,据此实现综

合防范工程水土流失的目标宗旨。水利施工的工程技术人员应

当采取喷锚支护、布设钢筋网片、构建混凝土的支护结构体系

等专业技术手段,从而实现了综合整治水土流失的目标。 

例如,水利施工人员目前需要重点针对于水工明渠以及暗

渠的水利主体工程采取全方位的生态安全保护举措,通过构建

临时性的水工围挡结构来避免存在水土流失的显著迹象特征。

应当全面致力于绿化植被在水利主体结构区域的种植面积扩大,

重点采取草籽播撒的绿化种植技术手段。为了促进水土流失的

迹象实现显著的改善,那么关键就是要全面采用水工主体结构

的工程复垦措施。 

3.3布置临时性的水土保持设施 

临时性的水土保持设施具有临时防护的重要实践作用,能

够防止存在频繁性的水土环境扰动因素影响。在此前提下,水利

施工的工程技术人员目前需要侧重于施工区域的安全隐患监测

工作,采取分层的表土剥离施工措施,防止对于竣工区域的表层

种植土壤构成损害或者破坏[7]。水利施工的全过程正式开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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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工程施工的单位负责人员必须要做到准确把握区域整体的

地质状况因素以及自然气候的改变状况因素,合理进行水利施

工附近地区的绿化植被品种选择。 

例如,水利施工的技术人员在临时堆放工程开挖料的基础

上,应当能够妥善做好材料堆放区域的水土保护工作。结合水利

施工所在的区域地形总体特征因素,进而针对于网格形状的两

侧渠道护坡结构进行全面的布置设计。尤其是在较大挖方面积

的水利沟渠侧边部位应当布置网格状或者菱形的护坡结构体系,

据此实现了全面防范沟渠侧边水土流失的目标,确保水利施工

过程的有序开展。 

3.4推广采用水利施工的信息化建模技术手段 

水利施工中的信息化建模技术应当得到更大范围的采用,

旨在构建智能化的水利施工结构模型,辅助实现水利施工的水

土保持目标。现阶段水利工程基础设施的防洪自动监测系统必

须要实现全方位的信息准确采集,避免流域洪灾的预测数据误

差[8]。防洪工程系统属于水利工程中的核心系统部分,水利工程

的主要流域如果缺少了防洪智能化的管理系统作为必要支撑因

素,则水利工程出现大规模洪灾的安全风险等级就会提高。因此

技术人员针对于工程防洪的智能化管理系统模型在进行设计完

善的前提下,关键性的技术保障思路就要集中体现在科学准确

预测实时性的洪灾产生安全隐患,确保达到了准确防控洪灾的

设计宗旨。水利工程现有的水资源只有得到了 优化的利用分

配,水资源调配与监督管理的良好综合效益才会获得实现。因此

针对于水资源的智能化调配管理模型在进行完善设计的过程中,

应当结合水利基础设施的真实运行情形因素,确保灵活拓宽调

配水资源的区域覆盖范围。水资源的优化配置科学设计方案应

当全面考虑到多个不同层面的流域资源分配差异,结合实践来

进行现有管理系统的使用功能优化。 

促进实现水土保持的宗旨目标应当侧重于全面防范自然灾

害发生,具体在涉及到洪灾暴雨与霜冻灾害时,通过采取环境监

测的智能化网络设备系统,将会更加有助于防范自然气象灾害

的实践效果达到 优。水利工程的施工技术人员采取智能化的

水利工程虚拟模型构建设计方案,能够促进达到调配水资源的

佳实践效果。水利工程现有的建模设计与实现思路必须要促

进实现合理的完善整改,确保构建立体化以及动态化的水源分

配调度模型。水利工程的管理监督部门对于全过程的工程运维

模型应当进行完善的规划,确保做到结合水利工程项目建设中

的资源调配、数据的接入处理、业务实践领域的扩展等各项操

作要素,进而促进现有工程模型的功能实现完善与优化。大规模

水利工程的生态环境必须要得到实时性的监测,大型水利设施

的持续使用过程不能够导致显著的流域生态破坏。水利施工区

域的环境监测自动仪器系统主要具备监测流域异常生态风险的

作用,准确把控水利工程的流域地质灾害以及水土流失安全隐

患因素。施工单位人员针对于水利建设应当确保自然生态平衡

的维护,因此水利的施工技术人员需要做到全面把控作物生长

的自然气象相关因素。 

4 结束语 

经过分析可见,全面实施水土保持的监管工作措施具有显

著的必要性。在当前时期的水利施工技术完善与创新发展趋势

下,水利施工现有的水土保持以及生态平衡维护实施方案正在

实现逐步的调整优化。但是不应当忽视,水利施工单位目前采取

的水土保持以及环境监管工作措施仍然比较薄弱,因此必须要

积极采用更为严格的水土保持以及流域生态风险防控技术手

段。具体在涉及到水利主体工程以及临时水工设施的水土保持

完善设计中,关键就是要合理进行水土保持的总体方案编制,并

且需要做到因地制宜采取水土流失的安全预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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