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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系统会受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导致其部分功能遭到破坏,特别是水土流失问题等,会逐

渐改变生态系统正常发展,其原有范围也会不断缩小,出现自然灾害的概率进一步增加,继而破坏当地整

体发展步调,影响社会经济建设顺利开展。为此,相关单位必须加强对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重视,结合生

态修复要点,推动二者不断融合,提升水土治理质量。基于此,本文就水土保持的生态修复的相关内容进

行探析,以期促进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作的高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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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system will be affected by socio-economic activities, leading to the destruction of some of its 

functions, especially soil erosion problems, which will gradually change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the 

ecosystem. Its original scope will also continue to shrink, and the probability of natural disasters will further 

increase, which will then disrup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pace of the local area and affect the smooth progres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erefore, the relevant units must strengthen the attention to soil erosion 

control, combined with the key point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ntegration of the two,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ater and soil control.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evant content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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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是一种典型的土壤侵蚀问题,严重地影响了生态

环境。我国土地面积很大,地质情况也比较特殊,而我国的水土

流失程度也是全球数一数二的。水土流失后,容易引发滑坡、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损害,对人民的生命健

康和社会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在实际生产中要引起足

够的重视,要把水土保持工程的整体实施,并运用生态修复技术,

强化水土流失防治,优化水利工程的施工工艺,使其与经济和社

会的发展保持同步。 

1 生态修复概念 

生态修复是指在生态环境维护过程中,在保持其原有生态

特征和生物链稳定性的基础上,应用新型生物技术,辅之以生态

技术和工程技术等,逐渐将影响生态环境稳定性的不良因素剔

除出去。在此基础上,通过配置新的能量转换体系,通过物质交

换等方式来密切加强生态环境与外界的联系,可以在推动生态

系统功能恢复的同时,为其更新优化提供支持。生态修复工作开

展过程中,应当尽可能以符合自然生态的方式开展各项工作,将

人为参与因素的影响降到 低,可以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修复

效果。当开展水土保持建设工程时,在利用当地已有生态防护手

段的同时,可以适当增加部分管护措施,将自然界原有的生态维

护能力发挥到极致,水土流失治理效果也得到进一步改善。从这

一层面看,生态修复技术是一项相对系统的技术,其本身具备适

应性和非破坏性,因而能够在应用时 大限度地发挥生态系统

调整功能,保障生态系统以更加自然的方式实现健康发展。 

2 水土保持的生态修复技术应用分析 

2.1自然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技术 

出现水土流失的原因有许多种,因此面对出现的问题要采

取针对性的方案,首先要了解流失的原因再提出解决方案是

合适的,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因此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要尊重

生态保护,控制住部分永久占地,减轻施工中一些临时场地使用,

施工要遵循当地的地理环境,减少对土壤的扰动,实现生态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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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协调发展。由于水利施工涉及的水资源比较多,工程要根据实

际进行建设。例如对附近区域进行围挡,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修

建大型的水库来防止水流对当地土壤的影响,引导生态环境走

向好的发展方向,施工中坚持分级分块原则,确保生态自我修复

发挥 大功能。 

2.2过度垦殖修复技术 

开发生态系统过程中超过其原有承载能力,也会导致生态

环境稳定性受到影响,继而出现水土流失问题。在该类区域开展

水土恢复工作时,当地主管部门等必须着力推动退耕还林等系

统建设,并为其配备相应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严格落实国家

在水土保持方面的要求,对于坡度超过二十五度的区域,集中推

进退耕还林,严禁在该类区域种植农作物。在此基础上,结合不

同区域的坡度特点,采取对应的水土治理措施,做好已有生态植

被保护工作,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质量。在坡度小于十五度的坡地

开展生产活动时,应当根据地区环境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等特

点,综合考虑多项因素来划分农作物耕种和生产范围,保证水土

保持和当地居民正常生产生活同步推进。对于因为过度砍伐等

而出现水土流失问题的区域,政府部门还应当及时推进封山育

林,通过集中封闭的方式,充分调动当地生态系统生态调节能力,

集中开展生态修复工作。对于破坏严重的地区,还应当适当延长

封闭年限,保障其修复效果。此外,生态修复人员也应当主动参

与到封山育林工作中去,并适当补种、增种部分植被,以此来提

升当地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改善水土保持效果。 

2.3沿河生态修复技术 

生态系统修复工作不只是后期修复,其工作过程中也要加

强对前期控制工作的重视,特别是对生态系统被破坏驱动力的

管理,通过消除破坏生态系统的先决因素,可有效保障生态系统

稳定性,提升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该类治理方式主要集中在

沿河区域,受到其生态特点的影响,河流两岸的动植物种类相对

较少,生态调节能力相对较弱,被破坏之后的修复时间相对较长,

而过分人工干预会破坏其原有系统的稳定性。因而在该区域开

展生态修复工作时,工作人员应当将重点集中在区域沿河环境

治理上,通过设置护堤地等断面生态,对被破坏区域严重的地区

进行集中治理,辅之以修建马道等措施,提升对季节性河道生态

的管控能力,可以在发挥生态修复作用的同时,进一步丰富当地

生态系统,改善生态环境建设质量。 

2.4经济林带生态修复技术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作推进过程中也会种植一定范围的生

态林,以此来丰富当地生态系统生物种类。但是当前阶段开展水

土保持工作时,相关人员也应当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和经济林与

当地环境之间的适应性,避免种植单一种类的经济林,否则可能

会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更加严重的破坏。例如在山地种植经济

林时,可以结合当地地质特点和水文气候特点等,分批种植经济

林,并适当丰富经济林木种类,提升经济林种植系统性,打造更

加立体的生态林系统。水土保持生态部门也应当探索经济林转

化为当地生态系统的可行性,通过丰富经济林种类和分布范围

的方式,模拟自然食物链来打造生态系统运行模式,推动其逐渐

从人工种植林地转换为自然生态林地,实现经济林带动当地经

济发展的目的。林带生态修复效果和经济价值等都相对较高,

相关单位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结合当地及周边地区的木

材需求,开展经济林建设工作,推动经济林和当地原有生态林

互为补充,将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降到 低,提升水土治理

效率。 

2.5开发建设生态退化修复技术 

修建水库、矿产开采等人文活动都会对当地已有生态环境

造成影响,当影响扩大到一定地步,则可能引发水土流失问题,

影响当地环境。而对当前人为因素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进行调

查时不难发现,很多问题又与施工团队对生态修复工作的不重

视有关,在兴建水利工程时没有采取对应的管理措施,导致对当

地自然环境的破坏进一步加重。为此,水土治理工作开展过程中

应当着重推进生态修复建设,结合水利工程兴建特点和水土保

持要求,及时调整水土流失治理模式,探寻生态修复工作和水利

工程建设相协调的方案,以此来提升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如在修

建水库等工程时,可以在其周边区域种植一定数量的、存活率高

的植物,利用其发达的根系来巩固水库周边的水土,可有效提升

其应对水流侵蚀的能力,改善当地水土保持效果。另外,水利工

程建设过程中也应当关注后期运维问题,结合水土流失和泥沙

沉淀等特点,适当提升区域内的生物覆盖率,可进一步改善水土

治理效果。 

3 水土保持的生态修复提升策略 

3.1加强宣传教育,贯彻落实不同区域的分布工作 

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当中,生态修复并不仅仅是修复工作,

而是需要 大化地减少人们在生活当中给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从根源上解决生态被破坏的问题,让人们从意识上对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加强重视,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当中,

有效减少水土流失问题的出现。在水土流失管理上,要根据不同

区域的发展条件采取不同的实施措施。例如一部分区域的降水

量比较多,另一部分地区的地形比较复杂,还有的区域存在较严

重的土壤侵蚀情况,都需要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治理策略,有效

保护好水土资源,提升生态修复工作开展效率和质量。 

3.2制定出退耕还林工作方案和科学的生态修复工作流程 

在处理水土流失问题时,需要首先做好退耕还林工作,目前

我国已经在发展中逐渐认识到环境治理工程开展的重要性,并

积极贯彻落实退耕还林政策,意识到对于水土保持工作开展产

生 大影响的是草地和林地的破坏情况,因此通过积极的退耕

还林、还草,能够有效地在水土流失问题治理过程中贯彻落实生

态修复理念,提升生态修复效果。在调查治理区域的过程中,需

要详细了解该区域的气候特征和地貌特征,根据水文条件把不

同的地区划分成为若干治理区域,然后根据不同的区域制定

出针对性强的治理计划,严格遵守生态修复原则以及政策规范

要求,针对具体的区域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有效提升区域的治理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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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强化生态修复意识,提升生态修复的投入力度 

开展水土保持工作能够有效提升人类生存质量,因此需要

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号召起来,强化生态修复意识,共同参与到生

态修复工作当中。利用生态修复提升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认知水

平非常重要,水土流失问题与人们的生活联系十分密切,而水土

保持工作是人们组织并贯彻落实的,因此可见人在水土保持工

作开展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强化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提升对生

态修复的正确认知,能够从根本上减少不良行为的出现,不断提

升水土保持工作效率和质量。在生态修复工作贯彻落实当中,

人们逐渐接受了新的发展理念,积极探索先进的生态修复方法

和技术,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水土保持工作当中。正是因

为人们从思想上发生的变化,因此才能够主动投身到生态建设

项目当中,有效减少水土流失问题的扩散,促进生态环境建设工

作的顺利进行。要积极强化生态修复的投入力度,根据当前国家

现有的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设置,在项目的预算环节当中添加水

土流失治理费用的管理工作,实现专款专用。积极吸引社会资金

投入到生态修复当中,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利用起来,加大对生态

修复的投入力度。 

3.4明确生态修复工作目标 

在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开展过程中,需要具备生态修复理念,

修复和改善当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实现时代可持续发展要求。

在水土保持工作开展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按照水土保持政策

要求,了解水土流失问题的关键点,从源头上处理好该问题。在

水土保持工作贯彻落实中,需要减少施工给地区土地资源带来

的破坏,强化对水资源的保护,站在可持续发展角度思考水土保

持工作的贯彻落实措施。要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政策要求解决

水土流失问题。 

3.5完善生态系统修复体系 

为了能够提升生态系统建设的健全性,需要强化生态系统

修复能力,在生态系统发展过程中提升整体修复水平,强化绿化

建设力度,让生态系统具备自我修复能力。相关部门在发展中需

要对工作人员提出严格的职责要求,确保工作人员能够把水土

保持和生态修复工作融为一体,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绿化修复

能力。相关部门在选择工作人员时需要进行严格的能力考核,

强化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环境保护意识,让工作人员根据现

场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建设工作,确保水土保持工作和生态修

复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在针对不同区域进行水土流失生态修

复工作时,需要详细研究区域分布以及当前生态系统之间存在

的关系,按部就班地开展地域性水土流失的治理工作,充分地完

善和恢复当地土地资源的健康水平,能够把生态环境改善和生

计条件改善有效结合在一起。在生态系统修复体系完善过程中,

还需要综合性考虑当地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积极优化当地的

产业结构,通过改进生产方式的手段来构建出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有效提升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例如某地区城市景

观生态出现水土流失和景观破坏的问题,受到了城市盲目开

发建设的影响,内部生态景观遭到了巨大的损伤,因此该地区

的市政府推出了多项具有针对性的生态修复方案,坚持草木

优先、乔灌草结合的生态修复策略,可操作性更强,能够构建出

更加立体、层次多样化的城市景观生态结构,不断提升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 

4 结语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

其建设效果与生态环境效益密切相关,将直接影响自然和经济

社会健康发展。通过应用生态修复技术开展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可以提升当地生物多样性,减少对当地环境造成的破坏,增强

当地水源涵养能力,减少非必要的水土流失,提升当地气候稳

定性,为群众提供更加舒适宜居的生态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

充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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