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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水土保持及其流失防治策略的探讨研究,首先要明确水利水电工

程建设对环境的主要影响,然后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导致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相结合,对工程建设中

水土保持及其流失防治的措施展开分析。得出需制定合理的宏观控制目标、确保工程防护措施的有效

落实、将水库枢纽区作为防治重点以及提高对道路水土保持的重视程度这四点对策,希望能为有关人士

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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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飞速提高,近

年来水利水电工程的数量也在快速增加,

但其带来的不仅是便利与益处,对生态

环境、水土资源的破坏也是不能忽视的,

如果无法及时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各

区域的水土流失问题便还会加剧,进而

为社会运行乃至国家发展带来严重阻

碍。由此可见,结合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

实际情况,制定水土保持及其流失防治

策略并落实非常必要,这也是能充分发

挥水利水电工程作用的重要途径。 

1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对环境的

主要影响 

首先,水利水电工程会使生态环境

受到影响。由于多数水利水电工程都建

于河道旁,所以建设中开挖、填筑以及废

弃的土石方,都极易向河道流入,同时围

堰建设与拆除也会导致河道中流入大量

土石方,这对于河道行洪、防洪及生态的

影响极大。 

其次,如果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

未应用水土保持,则区域内的地貌特征

和原有植被都会被破坏,永久占地上的

植被恢复则更加困难。另外,水利水电工

程建设面积和可利用土壤,与土地水土

保持功能的降低也是成正比的。 

再次,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会影响生

物的多样性。尤其是以大坝、水库为例

的工程,不仅会影响到所在地的生态环

境,还可能会使动物与植物的栖息和生

长环境遭到破坏,甚至造成某些物种的

消失与灭绝。 

最后,水利水电工程会改变河流水

的温度,通常河流垂直方向的水会出现

分层现象,如此一来,水利水电工程下层

水体的温度,就会长期处在低温的状态,

从而为水生生物的存活与生长带来巨大

威胁。 

2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导致水

土流失的主要原因 

2.1自然原因 

第一,地形原因。根据相关调查研究

报告显示,地形较陡峭或者地面较长的

位置最易发生水土流失,这主要是由于

相比较平缓地面坡段来讲,陡峭地段降

雨汇集地表径流的速度更快,对土壤的

冲刷侵蚀的强度也更高。基于此,在水利

水电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应将水土保持

的重点放在较陡的地面坡段上,从而提

高水土流失防治的整体水平。 

第二,土壤原因。实际上,土壤紧实

度、抗冲性及渗透性,会在极大程度上由

植被的稀疏程度决定,同时由于植被根

系有助于土壤固结,所以土壤崩解速度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下降,抗冲性则会随

之提升。另外,土壤结构性也是其渗透性

能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土壤的渗透

性能比较好,则地面径流量与侵蚀量就

比较小,水土流失程度也不会太严重。所

以,若能提高植被保护的有效性,增强土

壤的抗冲性和渗透性,就能有效防治水

土流失。 

第三,植被原因。水利水电工程建

设范围内,如果植被的层次与品种比较

少,则水土保持能力也会比较弱。试验

证明,如果区域内的植被组合为乔草结

构或乔灌结构,水土流失问题要比乔、

灌、草结构的区域更严重,由此可见,

植被最好能多层次种植,以增强植被的

水土保持性能。 

2.2人为原因 

首先,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过程中,

施工人员通常需根据具体的道路施工阶

段,来开挖地面表层,此时地面路基必然

会受到一定影响,所以原始地基在开挖结

束后进行加固处理是非常必要的；开挖施

工也会大量搬运并填入土壤,从而影响到

原始的水土表层。若路基表层施工在雨季

仍未完成,则雨水必然会冲刷未完工的地

表,进一步引发水土流失的问题,此类影

响在山体地区更加严重。 

其次,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的挖土

与填方作业,也极易造成水土流失。一般

情况下,道路在开挖后还需进行填方作

业,且为在达到工程建设标准的同时,尽

量节约施工时间、提高工程效率,多数施

工方都会将土壤补充源选在离施工现场

最近的位置。如此一来,不仅施工路面会

出现很多不平整的土坑,也会使许多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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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裸露于地表,在大风天气中受到风力

作用便四处飘散,土壤在较强降水的天

气中也很容易流失。与此同时,由于自然

因素是难以避免的,所以一旦土层失去

对土壤的依附,水土流失就会形成并且

加剧。 

3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水土保

持及其流失防治策略 

3.1制定合理的宏观控制目标 

实际上,在水利水电工程正式开始

施工之前,宏观控制目标应合理制定,具

体来讲,管理人员需全面掌握工程范围

内水土流失的现状与发展情况,并实现

对生态环境的高效控制、保护与改善,

同时确保水土流失控制设备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除此之外,对于水土保持方案设

计来讲,应尽可能与水利水电工程水土

流失的量化防治标准相符,也就是水土

保持的效果,必须满足扰动土地整治率、

土壤流失控制比和总治理度、林草植被

恢复率以及拦渣率等各项要求。在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过程中,地面扰动也应尽

可能的规避,确保原有植被不会被严重

破坏,从而增强水土资源的利用效率；应

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拦挡、护坡以及截排

水等措施；需要循环利用建设中的弃土

石渣,且其在河边与渠沟内堆放的现象

必须严令禁止；需制定临时的防护措施,

以及紧急事故处理方案。 

3.2确保工程防护措施的有效落实 

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应用水土保

持与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时,管理人员应

注重做到以下几点：①为使坡顶水下流

得到有效规避,应将截流沟修筑于坡顶；

②如果施工地段的地面坡度比较陡,则

应采取削坡开挖的方式；③可将灌木栽

植于平台以及排水沟外侧等位置；④适

当加大防护的力度,使水利水电工程的

防洪要求得到满足；⑤应做好工程建设

区域内的植被恢复工作。具体来讲,在水

利水电工程建设结束之后,遭到破坏的

植被应该重新种植,周边的景观及生态

等也应尽可能重塑,创建完善的防护林

体系并落实。植被种植时最好不要引进

外来植被；如果种植的品种为乔木,则应

充分考虑其防护要求,选择耐旱耐涝、扎

根深、生长快速的乔木,而灌木则最好能

种植根深、固土强、常绿的低矮品种。 

3.3将水库枢纽区作为防治重点 

应综合利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的

开挖方。如石渣不仅能使厂房区的场地

更加平整,也能应用于进厂道路填方段

的填筑以及堆砌临时挡墙等；如果是表

层土有机含量较高的土方,可在工程建

设区域的绿化覆土中应用,并采取拦挡、

排水和表面铺盖塑料薄膜的方法,以起

到防护的作用；在坝体和山体相连的位

置,以及开挖边坡的位置,都应落实浆砌

石截排水的措施；在开挖作业完成后,

坡面上松动的碎石必须及时清除,且应

针对裸露面使用厚层基材喷射植被护坡

绿化。 

3.4提高对道路水土保持的重视程度 

首先,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的路基

路面排水必须得到重视。路基中排水设

施设置的完善性需得到保证,在将范围

内地表水与地下水排除的基础上,使路

基与路面稳定性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证,

避免路面积水使行车的安全性受到影

响。通常情况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的

路基地表排水,可采取边沟、排水沟、拦

水带、以及截水沟等设施。 

其次,作为路基稳定及水土流失控

制的重要保证,路基防护工程能在极大

程度上改善环境景观与生态平衡。①边

坡防护工程应在稳定位置上设置,且最

好能选择土质边坡,为植物生长创设良

好的环境；以种草、铺草皮以及植树为

例的防护措施应优先选择。②如果挖方

边坡岩体风化程度比较严重,且存在节

理发育及软质岩石情况,则应采取护面

墙、砌石等措施进行防护。③受到水浸

淹与冲刷的沿河路段,可应用的防护措

施通常有挡土墙、抛石与砌石护坡等。

④应将各类地质情况和不同的边坡高度

作为根据,选择最适合的防护方式。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若想在保证水利水电工

程建设效率与质量的同时,提高水土保

持及其流失防治的效果,及时明确水土

流失的影响、危害性及形成原因,并做好

宏观调控工作是非常关键的。而在针对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制定完善措施的基

础上,也要增强施工单位的水土保持意

识,在有效降低水土流失危害的同时,尽

可能增强由水利水电工程带来的经济效

益与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易丽红.浅析水利水电工程建设

对水土保持的影响及其策略[J].建

筑·建材·装饰,2017(017):129. 

[2]董凌伯.水利水电工程设计中的

水土保持理念[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

子版),2020(12):50. 

[3]陈炎松.水利水电工程设计中的

水 土 保 持 理 念 [J]. 科 技 创 新 与 应

用,2018(28):94-95. 

作者简介： 

刘万东(1969--),男,汉族,山东省德

州市齐河县潘店乡郑刘村人,学士学位,

供职单位济南市历下区水务局,中级工

程师,研究方向：目前是济南市水土流失

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