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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水利水程中,常常

伴随着水土流失、水资源浪费、地质灾害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在水利工程中,水土保持是一种必不可少

的手段。水土保持即通过各种手段来减少或预防水资源的浪费和水土流失。水土保持不仅要重视项目

建设的成效,更要重视对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在水利工程施工中,合理运用水土保持技术是十分

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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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oday'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stabilit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owever,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re are often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soil erosion, water resource waste, and geological disasters. Therefore, in hydraulic engineering,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s an essential mean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refers to reducing or preventing 

water resource waste and soil erosion through various mean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but also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arth'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us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techniques reasonably i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引言 

水土保持是保证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与生态环境健康的重

要基础。水利工程建设环境因其特殊的地理、气候特征,土壤侵

蚀问题十分严重。高强度的降雨、稀疏的地表植被以及疏松的

土质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所以合理的水土保持方案,既要充分

考虑区域气候、地貌特点,又要兼顾区域水循环与生态平衡。因

此为了保证水利水电工程的安全运营与可持续发展,亟需对其

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应用。 

1 探讨水利工程中水土保持工作的作用 

随着我国城市化不断推进,土地资源的使用也越来越多,并

且在特定时期的灌溉、降水,改变了土壤的功能和表层结构,造

成了土地生态系统的退化和生产力的迅速降低,进而引发了土

壤侵蚀问题。合理地开展水土保持综合整治,既可以延缓土地退

化速率,又可以维持土地生产力,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提

高水资源的总量和质量,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在此基础上,还

能有效地改善陆地生态环境,对植被的修复与保护起到积极地

推动作用。 

首先,减少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确保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营,

并预防由于地质灾害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其次,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减少了发生水土流失的可能性,

对其进行防治,可以提高水利工程的利用效率,提高水库的蓄

水量。 

后,减少水文灾害的发生次数,从而减少旱灾、水灾发生

的可能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水资源的利用和水源的维持。 

2 分析水土保持修复技术 

2.1水利工程水源系统修复技术 

水利工程建设对周围环境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有两个

方面： 

2.2原生态修复技术对植物的影响 

在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要清除部分阻碍性植物,但在砍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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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未进行有效修复,同时也会引起植被的损失,破坏生态平衡。 

从植物恢复的观点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尽量保护原

始的生态植被,保证其不被破坏,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生态平

衡,防止生态破坏,并且在进行工程建设的时候,要控制施工区

域,不要在植物繁茂的地方施工,从而减少工程施工的影响。二

是对于要被砍掉的植物,工作人员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植

被的修复,植物的种植等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治理

方法,即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土壤的退化和裸露,从而达到防治

土壤侵蚀的目的。 

2.3原体系修复技术对土石的影响 

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土方和泥土的

挖掘,对于挖掘出来的泥土和石块,往往都是采用丢弃的方法进

行处理,这样不仅会导致土壤的侵蚀,而且还会影响到生态系统

的稳定。为此,在运用生态恢复技术时,工作人员主要从以下两

个方面着手： 

从土壤修复的观点来看,土壤资源的保障是重点,如确保土

壤的品种,确保土壤质量和数量。在土和土恢复的时候,首先要

把填埋在里面的垃圾清除掉,然后再给这块地方施上肥料,让土

壤中的营养成分得到补充,从而提高土壤本身的质量。基于此,

工作人员可根据土质状况,进行绿化植物的栽植。在栽种过程中,

不但要控制栽种所需的水,还要确保植株的生长所需的营养,唯

有这两者都得到了保障,土石恢复的效果才会显现。 

2.4水利工程沿河系统修复技术 

在进行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河流水文状况、河流地形地

貌、河流水力特征等均会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变化,从而对河流本

身的生态环境和其他生态系统产生危害。年夜坝的兴建,将破坏

河道的连续性,使得上下游都会有不同的变化,如,上游的水位

较高,下游的水位较低,这也是造成河道生物多样性降低的重要

原因。在河道硬化处理过程中,施工人员往往采用截曲取直的方

法,这样不仅破坏了河流的地貌,而且还会弱化了河流的水力,

还会改变原本的河流景观,从而破坏了河流的生态平衡。 

沿河水体的生态恢复主要有人工浮岛组合和微生物修复3

种方法。 

河流生态恢复是指修复河流植被,恢复河流底栖植物,修复

河流中的浮游生物,修复河流中的鱼类。在水生植物的影响下,

可以促进河道中的微生物代谢,从而高效地降解水中的有机质,

同时,该植物还能抑制藻类的生长,从而增强河道内的营养盐水

平,从而有效地去除河道中的污染物。 

所谓的人造浮岛,就是在被污染的河流和河流上建造一座

浮岛,然后在浮岛上种植植物。在这种条件下,随着植物的生长,

植物的根系会逐步深入地下,然后通过吸附、竞争等作用去除水

中的污染物,并吸收其中的营养元素,例如对氮元素的吸收、对

磷的吸收、对有机质的吸收等。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净化

河道内的水环境,从而确保河道内的生物种群的繁衍。 

微生物修复是指利用河道中的微生物对河道进行生态修

复。微生物既能净化河道中的污染物,又能将水体中的养分进行

再循环,是河道治理的核心。在微生物修复过程中,工作人员要

使用微生物制剂,在微生物制剂的影响下,可以加速微生物的新

陈代谢,从而加速河水中的有机质的降解,从而增强对河水中的

污染物的去除。就微生物制剂而言,它是一个循环的微生态体系,

它含有多种微生物,如光合细菌,放线菌,乳酸菌等。 

除上述3种修复方法之外,在河湖交会部位的植被修复、河

道河岸的修复和河道景观的营造,对沿河地区的生态修复也具

有很大的影响。 

2.5水利工程自然退化系统修复技术 

土壤侵蚀、土地荒漠化和土壤次生盐碱化是三大类。针对

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退化,工作人员应采用不同的修复方法。 

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产生土壤侵蚀的原因有很多,但

重要的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退化。因此,当人们在处理土壤侵蚀问

题时,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根据土壤侵蚀的特点,制定相应的

防治措施。如果在盐碱地区出现了土壤侵蚀的情况,可以采用区

域围栏、区域封育等措施来控制这种情况,既能有效地减轻土壤

侵蚀的状况,又能减轻区域的植被流失状况；如果在水资源丰富

的地区出现了水土流失的情况,那么在进行这种情况的防治时,

可以与一定的水利工程相结合,从而有效地修复和治理土壤侵

蚀的状况。 

当土壤侵蚀比较严重时,工作人员可以利用大自然的力量

进行修复。在自然恢复方面,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某

区的山地就采取了这一方法,从而促进森林资源的恢复。 

2.6水利工程过度垦殖系统修复技术 

过度的开发利用会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平衡,从而引

发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垦,主要有两个方

面,一是开采过度,二是过度砍伐,所以在整治的时候,可以从以

下两个方面着手： 

2.6.1对过度开发治理应以退耕还林为主 

我国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当坡度大于25度时,将其上的全部

耕地全部退耕,并在坡面上种植生态林草,促进坡面生态性的保

持；如果坡度为15-25度,则需对其耕地进行合理的开垦,既要保

证耕地的有效耕作,又要避免坡面的生态破坏；如果坡度低于15

度,那么这个斜坡上的耕地的种植,就必须对周边的情况进行汇

总,例如人员情况汇总,村庄情况汇总,道路情况汇总等等,不仅

要确保耕地的灌溉用水充足,还要确保耕地的安全。 

2.6.2修复樵采过度应采取封山育林策略 

封山育林恢复时,应视实际情况而定。 

在一般条件下,如果本地植被以草原为主,封闭期为3年；如

果是灌丛,则要保持5年以上的封闭期；如果是树,那么封印的时

间将会延长到八年。对于封闭时间的控制,工作人员还需要结合

当地的气候情况、生态系统情况和地区特点,如果情况比较严重

的话,可以适当地延长封闭的时间,直到植被的恢复情况有所改

善。在封山育林期间,工作人员还可以进行植被补种、调整植被

结构、调整柴新能源、推广新能源等辅助措施,通过这些辅助措

施,对植被的恢复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水电水利 
第 8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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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2.7水利工程过度开发系统修复技术 

在水利工程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对生态环境的过度

开采的问题。由于人类的过度开采,破坏了自然的循环,破坏了

自身的平衡,从而导致了生态系统的混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对过度开采的生态系统进行修复是必要的。在该类型的生态修

复中,通常可采用3种方法：(1)采用套栽方法；(2)采用轮栽模

式；(3)模拟生态链条。 

套间种植是指在同一地块上多套房种植多种作物,如套间

种植粮食和果园。就粮果园的套种而言,早熟的甜瓜和秋菜花、

早熟的土豆和秋收的大白菜、春收的大白菜都可以种在一起。

套栽后,既能使土壤修复地力,又能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利用率,

还能防止土壤侵蚀的发生。 

轮栽法是指作物实行轮耕制度,即在一定的时期或一定的

地域轮换栽培作物。 

例如：第1年种灌木,第2年种小树,第3年种掉叶树,第4年种

灌木,以此类推。这样的种植模式组合,能够极大地提高作物的

产量,还能够确保土壤的营养成分和养分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帮助水土保持。 

“生态链模型”是通过对原生生态系统的观测和研究,建立

起类似的生态链。在这个模拟的生态链条上,员工可以进行植被

的循环种植,促进植物的生长状况。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完整

的生态链模型,为区域生态链的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2.8水利工程开发建设系统修复技术 

部分水利工程施工单位未对其进行充分的关注,未对其进

行具体的整治措施和方案,致使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如果不能

及时作出相应的改进,就会变得更加糟糕。在对此类体系实施修

缮时,其修缮措施可分为两类：一是对工程建设的调整,二是对

植被的强化。 

工程建设整顿是指在建设期间,如果发生了环境问题,或生

态系统问题,施工人员必须立即中止工程的建设,寻找问题产生

的原因,根据此,制定调整措施、预防措施、治理措施。通过实

施和实施,既能有效地解决现有的生态环境问题,又能保持整个

生态环境的平衡。比如,在建设过程中,生态环境质量不断下降,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人与建筑两方面。在

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因素,提出针对性地改进措施,以达到更

好的效果。 

植物绿化强化是指在建设过程中,建设人员能够充分利用

本地的土地资源,种植狗牙根、黑麦草等具有较高成活率和适应

性的植物,促进本地植被的覆盖率。在这种条件下,既能实现整

体的有效恢复,又能保障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还能有效地防治水

土流失,巩固水土保持。 

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如何有效地

进行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已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主要研究

了6种不同的生态恢复方法：第一,原始的生态修复技术；二是

河流生态修复技术；三是天然降解体系的恢复方法；四是对过

垦者进行治理的方法；五是对修复技术的过分追求；六是要研

究建筑体系的修复技术。这6种修复方法针对的是不同的环境损

害,在进行技术选择时,必须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以保证技术的

有效运用,同时又能有效地控制环境损害状况。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水利设施的建设日

益增多,其对周围的江河湖泊以及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了极大的

影响和破坏。从当今的社会发展状况看,生态文明建设、绿色环

保发展、可持续发展已逐渐成为一种潮流。在这种背景下,水土

保持生态修复技术的运用具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既能保障生

态环境的质量,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水利工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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