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pyright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c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水电水利
第 2卷◆第 3期◆版本 1.0◆2018年 3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生态水利工程建设能够对水资源进行合理控制, 充分

利用水资源,为人类创造更多的价值,同时还能防治灾害的

发生,保护生态环境。生态水利工程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水利

工程的范围,它能够将自然、水文、人文等因素有效的结合

起来,发挥出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为

了充分发挥其作用, 以下就加强生态水利工程规划设计的

策略进行了探讨分析。

1生态水利工程规划设计的概述

生态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应按照生态学、水利工程学和

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专业技术经验、现代

管理手段相互结合,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的现代工程。生态水利工程将生态保护学与水利工程学相

互融合,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减小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和破坏,符合生态工程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原理,符

合现代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有效提升水利工程带来的综合

效益,因此对生态水利工程进行合理的规划设计非常重要。

2生态水利工程建设的主要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

2.1生态水利工程建设的主要特征分析。生态水利工程

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 其规划建设过程有别于传统的水利

工程, 因此规划人员必须对生态水利工程的特点有一个比

较深入的了解,才能有针对性的设计出优秀的方案,生态水

利工程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建设的成本较

高,生态水利工程由于要兼顾生态与效益,建设环节会更加

复杂,工程的建设周期较长,工艺难度较大,因此,在建设过程

中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工程的质量。二

是工程项目与生态环境联系紧密, 生态水利工程有别于传

统水利工程的方面就是它能够保护生态环境, 减少对环境

的危害,在规划建设过程中,必须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因素,

把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生态效益紧密联系起

来,让两者呈现出相辅相成的关系,让生态水利工程发挥出

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三是生态水利工程的综合性更强,它

的规划建设过程要考虑比较多的客观因素, 例如位置的选

择、地势条件、地下岩层结构等,综合来看,生态水利工程的

综合性是比较强的。

2.2生态水利工程建设存在的问题分析。主要表现在：

（1）对周围地质环境影响的问题。水利工程建设会产生一些

环境地质问题。如开采石料时,岩土剥离后会加速风化,造成

新的水土流失。人工开挖基坑和高陡边坡时,岩土体会产生

临空面和裂隙,可能造成滑动破坏。弃石乱堆乱放会引发泥

石流,基坑排水会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地面塌陷等。（2）对陆

地生态影响的问题。水利工程建设会破坏部分土壤和植被,

比如砂石料场开采,施工设施的布置,修扩建公路,修建临时

及永久性建筑,施工场区及生活区的布置等施工环节。此外,

施工噪声惊扰库周陆生动物,对其生活产生一定影响。由于

坝基、围堰、截流等施工过程均向水中投入大量的砂石料,

料场开采对植被的破坏使局部区域的水土流失加剧, 使一

部分泥沙进入河道；若弃渣场位置选择不当,遇暴雨或大洪

水冲刷时,亦可能挟带大量泥沙入河,污染河流。（3）对周边

生活环境影响的问题。水利过程建设过程中的施工放炮,施

工单位为了赶进度,在居民集中点用药量过大,炮声震动使

部分民宅受损,正常生活受到干扰。施工弃渣,在施工中大部

分承包商是按规定将弃渣倾倒到渣场的, 但也有部分承包

商不按规定将施工弃渣乱堆乱倒。生产废水未达标就直接

排入河道, 生活污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或倾倒在营地

周围,施工机修场地附近油迹斑斑,存放机械设备的地方随

处可见油迹。部分施工营地周围废纸、烂塑料袋在树丛中乱

挂乱飞,卫生状况堪忧。

3加强生态水利工程规划设计的策略

目前水利工程对环境存在着较大的不利影响, 这些影

响主要体现在对局部地区的气温改变、水质改变,导致当地

的降水时间,降水地区随之改变,河流中的生物难以适应从

而迁移、死亡,农作物存活率低等,针对这些问题在水利工程

建设中加入生态的理念,能够更好的促进能源、环境、人口

以及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繁荣。

3.1生态水利工程规划设计要求兼顾安全与效益。生态

水利工程要承担的责任更多, 它必须要符合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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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同时又不能丧失水利工程学的原理,还要对生态环境

有所贡献。这些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工程的安全因素,生态水

利工程在规划时, 必须要符合水文学和工程力学的规律,保

证工程在安全、稳定的状态下运行,具体的方法就是要制作

多个规划方案,然后组织相关的专家学者进行论证,从中选

择最为优秀的方案, 方案中应当充分利用生态系统的恢复

能力,力争通过最小的成本赚取最大的利益。

3.2生态水利工程规划设计要求强化景观尺度及整体

性规划设计。生态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

项目,在设计景观时,不能只着眼于当前的规划,设计的景观

要能在很长的时间内完成自身的价值,因此,景观必须要具

备大尺度、长期性和保持可持续性的要素。通过大尺度的规

划和建造, 能够让水利工程周边的景观达到一种平衡的状

态,景观建造的效率更高。而小范围的景观建造既不能提高

建造的效率,同时也不能为生态水利工程做出贡献,与一般

的水利工程没有差别。在规划时,要考虑工程周边的所有要

素,将这些要素当成一个整体,从生态环境的结构和功能出

发,掌握这些要素之间相互的关系,熟悉它们之间的影响作

用,在建设生态水利工程时能够做出一个整体、综合的项目,

周边的环境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景观会更有美感和艺术性,

让生态水利工程具有更多的作用。同时,要考虑水域的易变

性,水域会随着气候、人类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在规划时要

为工程设置更强的弹性, 让生态水利工程在一定程度内可

以适应水域的变化,保持水域内及周边环境的稳定。最后,还

要考虑生态水利工程向周边扩展的问题,因为,水利工程的

建造必定会影响一部分生物的生长生活习惯, 在动物迁徙

和植物扩散的过程中,要尽量减少对它们的伤害,让动植物

在被移动的过程中尽量保持稳定。

3.3生态水利工程规划设计要求加强生态水利工程管

理。生态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为降低施工环境对生态系统

的影响,延长生态水利工程的寿命,必须加强前期养护和后

期管理,包括维护、监测和评估,并积累数据和经验。生态水

利工程规划设计建设是将水利工程简单的“防洪减灾”的功

能拓展至既防洪又与城市生态建设规划结合在一起。随着

社会快速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 防洪问题与城

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因此在水利工程建

设过程中,需要加强对生物栖息地进行保护和恢复,避开动

植物发育期进行施工。对特殊区域的物种,要采取其它辅助

保护策略。

3.4生态水利工程规划设计要求重视生态性新材料、新

技术的应用并及时进行经验总结。随着生态水利工程的观

念逐步深入,目前生态化的新材料、新工艺研发工作亦在不

断开展。很多新材料、新技术已逐步涌上市场,例如近几年

来生态护岸材料层出小穷,如生态膜袋、生态石笼、绿化硅、

椰效纤维毯、植草砖等等;闸门技术亦不断推陈出新,如近来

出现的钢坝闸、自动翻板闸等,由于其结构简单,外观简洁,

逐步得到较广。这些新材料、新技术有其一定的优缺点,在

设计工程设计中应重视这些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并在逐

步应用中,不断总结这些材料、技术的应用特点及优缺点,已

便于以后工程的应用参考,及技术的改进和推广。

4结束语

综上所述,生态水利工程作为一种比较先进、环保、高

效的水利工程,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大力兴

建生态水利工程已经成为我国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要工作。

但是我国由于缺乏相关的生态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建设经

验,生态水利工程建设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因此加

强生态水利工程规划设计至关重要, 规划者必须考虑到水

利工程对自然环境造成的严重影响, 并同时保证水利工程

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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