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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们赖以为生的基本条件,水资源的开发对提升我国经济效益,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有着重要的作用。水利水电工程

建设不仅在于保护生态环境,更为人们提供重要的生活和生产的能源支持。本文针对水利工程建设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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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1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1.1.1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对气候的影响。在实际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

施工过程之中,由于改变了空间的接触形式,使得原来的大气与土地接触

变为大气与水体的接触,所以在同样的阳光照射情况下,水分的蒸发会使

得空气中的湿度增加,进而给水利水电工程附近的气候、降水量、雾等自

然现象产生不确定的影响,例如：水利水电站附近的温度明显上升,并且其

附近的降水量也有所增加。 

1.1.2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对空气的影响。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对于空气

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工程之中涉及到的各种水利机械设备以及各种运送车

辆所产生的扬尘、尾气等。同时车辆运送所产生的工程原料的洒落都会给

附近的空气治理产生影响。 

1.1.3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对水体的影响。在水利水电工程项目施工阶

段,由于施工人员大多数缺乏环保意识,施工人员日常生活之中的生活废

水以及施工废水会随意排放,当此类废水渗透到地下时会对人们的生活水

源造成影响。在工程施工完毕开始进入运营阶段时,水利工程的建设会使

得水分流通的速度减慢,进而利于各种藻类的生长,长此以往会使得藻类

生物在水库内部大量繁殖,进而产生水分富营养化的现象。 

1.1.4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对生物的影响。施工时如果不对施工地区

附近的生物加以保护会严重影响区域内部的生物多样性,对于陆生生物

来说,在施工期对于土层的破坏会直接使得各种植物以及陆地昆虫和动

物的死亡,并且使得此类生物被迫迁徙,破坏力生态食物链,使得生态系

统处于不平衡状态。对于水生生物来说,人类修建的水库会大面积地增

加湿地面积,促进了水体之中藻类的繁衍生产。另外,在施工时土壤之中

可溶性元素会融入水体之中,进而增加了水体的营养程度,水中环境不

仅不适合鱼类生产,而且使得水体富营养化,长此以往,施工地点附近的

生态系统便难以平衡。 

1.2对社会环境的影响 

1.2.1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对土地利用以及移民的影响。在实际的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时常常会遇到土地占用的问题,若土地占用问题不能处理好

便会产生人地矛盾,可能会产生毁林开荒的现象。另外,一旦土地被占用,

那么政府便会规划新的城市区域共移民生活,进而在规划新城区时会产生

一些新的环境问题。 

1.2.2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若在水利工程施工时的

施工管理不到位会使得施工时各种机械设备以及自动化设备产生废水污

水、扬尘噪声以及各种固体废料,对施工区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

另外,施工时对环境的肆意破坏还会容易使得部分病原体的大规模传播进

而产生各种伤寒、霍乱等疾病的发生,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健康。 

1.2.3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对历史文物的影响。若设计规划人员在施工

之前不能对施工地点的历史信息进行详细研究,则在施工过程之中会容易

使得产生破坏历史文物的现象,所以在施工时应该做好对原本自然生态以

及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例如可以组织人员对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区划分施

工红线,保护历史文物古迹。 

2 保障措施 

2.1大力发展生态建设 

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态建设密切相关,根据市民的健康状况即可判断

出生活环境质量。要进行科学研究、充分考虑,采取对应措施,确保城市与

生态环境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务夯实环境保护基础。用最简单、最有效的

方法,将环境质量维持在最佳状态。 

2.2重视施工环境保护 

在进行水利水电工程项目施工的过程中,首先要制定完善的环境保

护制度,整个过程要严格遵守环境保护制度,重视施工环境的保护。在施

工期间一定要集中处理建筑垃圾、生活垃圾以及污水处理。不可以随意

丢弃,应定期及时对垃圾进行清理,且只有符合标准的污水才能够进行

排放处理。 

2.3合理设置生态流量 

在充分考量河湖生态保护要求基础上,合理确定生态流量的控制断面,

同时,细化设计各控制面生态流量的管理先后顺序及目标。针对批复完成

的相关规划及文件等中已经指出生态流量目标的,应在各地方区域水资源

管理及调度等操作实施的过程中对其加以有效落实。各地方区域相关部门

在指导设计流域区域综合规划等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对河湖生态流量开展

合理的设置操作,同时,和上层位进行衔接及协调操作。针对审批完成并应

投入使用的水利规划,基于现实需求合理实施中期评价操作,对其中和上

层为规划要求不符以及流量目标不清晰的,应基于所规定标准及要求等进

行相应调整。各区域相关部门引导设置河湖生态流量保护计划,明确各流

域区域生态需水总量以及湖泊生态水位控制标准等,编制生态流量保障目

标管理规划,推进河湖生态流量保障进程。 

3 结语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必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但其对于人们的

生产生活也有积极影响,因此需要确保水利水电工程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

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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