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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主要是利用生态系统自身修复作用来

达到水土保持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目的。过去人类经济活动长期以来的无序开展,使得生态环境受到严重

破坏,尤其是水土流失方面的问题表现更为突出,并且生态环境破坏的同时也增加了自然灾害发生的几

率以及扩大了自然灾害发生的规模,严重威胁到当地的经济发展与民众生活和谐,所以需要有效控制水

土流失、加强水土保持及其生态修复。其中水土流失的原因比较多,概括而言主要包括客观原因与主观

原因,就客观原因来说,一般体现在地质灾害、气候变化以及洪涝灾害等自然原因造成的水土流失；主观

原因是人类经济活动(包括水利工程建设、修路采矿、林木砍伐等)造成的水土流失。现阶段,随着经济

发展和环境保护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导致基于水土流失问题的生态环境破坏变得更加严重,使得水土保

持生态修复日趋关键。因此为了协调处理经济与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必须结合当地水土流失实际,合理

应用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技术,并采取有效措施开展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作,旨在保护生态环境以及促进

当地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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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which mainly utilizes the self restoration effect of the ecosystem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e long-term disorderly development of 

human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past has caused serious damage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specially the 

problem of soil erosion, which is more promin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damage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increased the probability and scale of natural disasters, posing a serious threat to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harmony of people's liv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ffectively control soil erosion Strengthe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soil erosion, which mainly includ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reasons. In terms of objective reasons, they are generally reflected in natural causes such 

as geological disasters, climate change, and floods that cause soil erosion; The subjective reason is soil erosion 

caused by human economic activities, including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road construction 

and mining, and deforestation. At present, with the increasingly acut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based on soil erosion has become 

more serious, making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creasingly crucial. Therefore, in 

order to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local soil erosion, reasonably apply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echnology, an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carry ou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work, aiming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Key word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Requirements; Mean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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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经济活动长期以来的无序开展,使得生态环境受到严

重破坏,其中水土流失表现尤为突出。造成水土流失的影响因素

比较多,比如地质与洪涝灾害等造成水土流失的自然因素；比如

水利建设、修路采矿等人类经济活动导致的水土流失的人为因

素。并且现阶段,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增多,使得水土流失变得

日渐严重,比如水土流失面积大、水土流失强度高、水土流失总

量多以及危害越来越严重。而合理开展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作,

有助于提升当地的水源涵养水平以及保障当地气候稳定,因此

为了有效控制水土流失,必须结合相关规定、当地水土流失实际

以及生态修复技术适用性等,加强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技术的合

理应用,从而促进当地社会经济以及生态效益协同发展。 

1 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的概述 

1.1水土保持。水土保持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

其具有地域性、科学性、群众性以及综合性等特征。水土保持

主要是利用农林牧以及工程等技术措施来达到控制水土流失的

工作,比如封山管理、树木栽培、水分涵养等。并且对于水环境

与水资源具有重要作用,比如改善水体质量、减少泥沙淤积以及

降低自然灾害的发生几率等方面。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增多,

使得水土流失变得日渐严重,因此需要科学合理开展水土保持

工作。 

1.2生态修复。生态修复是依据生态学科的理论知识,通过

应用先进的生物技术措施,并借助物理、化学等修复技术,来改

善原有的生态环境,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目的。生态修复工作的

合理实施,需要通过自然生态的形式来开展工作, 大化的减少

人为活动,从而确保生态修复成效。在水土保持的基础上开展生

态修复工作,有助于促进当地经济健康发展以及提升生态环境

保护质量。 

2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的基本要求及其重要意义 

2.1基本要求。主要包括：第一,要求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贯

彻生态理念；第二,要求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作的开展具有经济

效益；第三,要求因地制宜结合当地实际开展水土保持修复工

作；第四,要求借助人工辅助来开展水土保持修复工作；第五,

要求统筹规划以及充分考虑流域整体要求来开展水土保持生态

修复；第六,要求加强工程与非工程的融合来开展水土保持生态

修复。 

2.2重要意义。有效实施水土保持生态修复作业,对于控制

水土流失、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以及改善区域环境等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1)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能够有效

提升植被覆盖率,对于提升城市自身生态环境调节能力、控制水

土流失、优化城市景观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2)提升蓄水能力。

在开展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作时,通过植被和土层作用的影响,

使得土层蓄水能力得到有效提升；(3)促进生态修复技术发展。

在开展水土保持修复工作时,需要借助现有的先进技术来实施,

并且对于遇到的新问题,通过深入研究,从而促进生态修复技术

的健康发展,以实现生态修复技术水平的提升。 

3 水土保持的生态修复技术应用分析 

3.1合理应用生态系统的自身修复技术。在开展水土保持的

生态修复工作时,需要掌握水土流失的原因,并结合实际以及相

关规定要求,在生态修复理论的指导下,依据自然规律变化,通

过生态系统的自身修复技术应用来达到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目

的。在实际应用自身修复技术时,需要了解当地的生物和生态因

子关系、自然规律变化与当地物种的共生和对抗关系、当地的

气候条件与植物生长习性等,并结合实际合理应用于生态修复

过程中,从而确保水土保持区域能够得到生态修复。 

3.2农林生态修复技术应用。(1)农田生态修复技术应用。

由于自然灾害(比如洪水灾害等)以及人为活动(比如化肥使用

科学等)造成的农田水土流失问题,则需要合理应用相关的农业

生态修复技术,以控制水土流失、增强农田土壤肥力以及防止农

田污染。具体应用包括：第一,增加生态肥料的适用以及降低化

肥使用量,确保土壤有机物的含量得到提高；第二, 大化的减

少农药应用,合理应用生物方式开展农业种植物病虫害的防治,

从而尽可能的防止农田受到污染；第三,结合当地气候与实际发

展要求,因地制宜在农田进行农作物轮种,以达到农田生态修复

目的。(2)林地生态修复技术应用。林地生态修复技术应用首先

需要规范放牧、防止人为活动破坏林地生态系统以及合理栽培

树木与草坪等,并且在保障植被与林木多样化的基础上,有效控

制好植被以及林木的栽培间距,从而使其在水土保持的条件下,

防止土壤营养的流失。同时需要加强林地生态系统管理,通过枯

枝落叶的利用以增强林地肥力。此外还可以通过经济林建设来

实现林地的生态修复,经济林建设需要结合当地的地质条件、当

地适宜生长的林木、水文气候以及周边市场需要的林木种类等,

在丰富林木类别的基础上,有效开展经济林建设,从而在提升经

济效益的基础上,达到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目的,有助于促进当地

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3.3河道与湿地生态修复技术应用。(1)河道生态修复技术

应用。目前由于河道在自然灾害以及人为经济活动的作用下,

造成部分河道存在退化问题,并且河道还会由于工业污废水的

排放、民众生活垃圾的肆意乱丢,不仅会造成水土流失,还会严

重影响河道生态环境(比如河道存在黑臭问题等)。所以河道生

态修复技术应用需要在控制人为破坏河道环境的基础上,结合

当地实际(包括当地水文气候以及植物生长习性等),有效开展

沉水植物、浮水植物以及挺水植物的种植,同时养殖适宜本地生

长的鱼虾等,从而在水土保持的基础上,达到构建河道景观、控

制沿岸污染以及生态修复等目的。(2)湿地生态修复技术应用。

湿地生态系统具有涵养水源以及保障生物多样化等功能,其包

括湿地的动植物以及微生物等。湿地生态系统的退化表现为生

物种类减少,从而造成水土流失现象。具体可以通过结合原有湿

地的实际重新建设人工湿地、利用先进的净水技术(对污废水、

盐水等开展净水作业)来增加湿地淡水资源以及保护水环境、构

建适宜的动物栖息区域等生态修复技术的应用,来达到水土保

持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目的。 

4 水土保持的生态修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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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确定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目标。在水土保持工作开展时,

必须贯彻生态修复观念,结合当地水土流失实际、水土保持法律

法规以及相关政策等,从可持续的角度出发,确定水土保持生态

修复方案以及合理应用生态修复技术,以彻底控制水土流失以

及修复当地生态环境为目标。 

4.2增强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意识以及加大投入力度。第一,

增强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意识。通过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作的宣

传,增强民众对于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的认知与意识,了解生态修

复的重要意义,号召与组织民众积极参与到生态修复相关工作

中,从而减少因人为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行为,以达到提升水土

保持生态修复成效,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基础。

第二,加大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的投入力度。结合当地经济水平、

国家相关政策与法规,并依据当地水土流失治理的迫切性程度,

合理加大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的财政投入力度,同时引入社会资

金的注入,以及确保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费用的专款专用,从而保

障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作成效以及促进当地社会经济与生态效

益的协同发展。此外需要结合当地实际状况,比如某区域地理地

势复杂、气候变化比较频繁等因素,需要运用专项资金对其进行

生态修复,以达到水土保持以及保护环境目的,并实现生态修复

目标。 

4.3建立健全生态修复体系。健全的水土保持生态修复体系

能够提升生态修复能力、促进生态修复工作的顺利开展以及满

足生态修复要求,并且有助于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目标的实现。首

先要求加强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的结合,增强从业人员的生态

修复意识以及提高从业人员的生态修复专业技能,从而使得水

土保持生态修复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其次就不同地方的水土保

持生态修复体系构建,则必须依据当地实际的生态系统,同时综

合考虑流域的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要求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确

保生态修复体系的可行性及其能够得到贯彻落实； 后对于健

全生态修复体系时,还要求充分结合区域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假

如当地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存在不足现象时,则需要调整产业结

构以及通过先进技术来优化生产方式,使其在建设环境友好社

会的基础上,保障生态环境质量。比如某区域由于城建开发不合

理,造成水土流失以及绿化破坏等现象,所以当地政府部门为了

确保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作的有效性,采取了乔木、灌木以及草

坪相结合的生态修复方式,从而构建优美景观的同时,也有助于

实现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成效。 

4.4加强流域生态的综合修复。水土保持生态修复通常视流

域是生态系统,所以必须做好流域生态的综合修复工作。具体而

言就是掌握整个流域地区的土质、水体、生物等修复指标,在实

际开展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作时,需要统筹规划以及兼顾上中

下游地区,比如统一调度地面径流来开展生态修复工作。通过流

域生态的综合修复,可以确保生态修复质量以及提升水土保持

水平,同时有助于流域地区的农业、畜牧业以及林业的协调发展,

对于促进流域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作的有效开展,其通过生态

系统的自身修复性能来达到水土保持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目的,

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式之一,并且有助于当地民众与自然

生态的和谐发展。所以为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必须结合当地水

土流失实际,合理应用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技术,并采取有效措施

开展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作。基于此,本文从水土保持与生态修

复的相关理论出发,简述了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的基本要求及其

意义,重点对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技术的应用及其措施进行了论

述说明,比如确定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目标、增强水土保持生态修

复意识以及加大投入力度、建立健全生态修复体系以及加强流

域生态的综合修复等措施,旨在提高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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