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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人们环保意识不断提高,我国在生态化和绿色化方面发展取得了不错成绩,人们也提高

了对生态化发展和建设内容的重视,主要体现在房屋、道路桥梁、水利工程等多个方面。在各项内容中,

人们尤其重视水利工程河道生态化建设,这主要是因为河道防洪工程与人们生命健康和日常生活有着

紧密联系。在河道防洪工程中实施护坡作业主要是为了避免水土流失,能对河流周围环境起到稳定土壤

的作用,减少对土壤的冲刷。一般来说,护坡的施工方案具有完整性和系统性。目前,支撑式与重力式是

十分常见的护坡方案。生态护坡使用了自然的力量与资源,可同时兼顾经济效益与环保效益。本文就河

道防洪工程中的生态护坡技术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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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护坡概况 

传统的护坡措施是为了保证河流边

坡和周围环境的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在

传统的护坡中,通常使用各种支撑结构

类型,例如重力型、支撑型、悬臂型、格

子型和排桩型。传统的护坡类型强调其

强度效应,但忽略了对环境的生态破坏。

近年来,随着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和采矿,

已经形成了大量无法恢复植被的岩石边

坡。在环境管理过程中,传统的护坡在保

护土壤侵蚀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此外,大多数传统的河道护坡工程采

用抛石、泥浆块石、现浇混凝土护坡、

干砌石、预制混凝土砌块护坡,绳索混凝

土砌块护坡等,这些形式都是不同程度

的河流本身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 

当前的生态护坡是保护和环境保护

的结果。它是治理河道和护坡的一种有

效手段。生态护坡是指综合运用工程力

学、土壤科学、生态学、植物学等学科

对边坡和边坡进行支护。兴城拥有包括

植物、工程、植物在内的护坡体系的护

坡技术。生态护坡包括两个要素：首先,

要满足防洪和防洪的要求,建立水、通

风、植物生长的生态保护平台；二是要

满足河流生态平衡的需要,建立良好的

河流生态环境体系。它主要遵循水力稳

定和生态的原则。水力稳定原理要求在

治理过程中对影响河岸稳定性的水力参

数和土建工程参数进行科学研究,从而

实现护坡的水力稳定设计。生态原则包

括三个方面：地域性原则、保护自然资

源的原则和回归自然的原则。强调在生

态护坡过程中,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和

当地生态多样性的影响。 

2 生态护坡设计原则 

生态护坡技术的有效应用是将动植

物固定在相对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生态

护坡系统不仅能有效地达到防洪排水的

效果,而且能有效地保证生态植物根系

的稳定。生态护坡系统造价低,具有一定

的观赏价值。在国外,生态护坡技术在河

流治理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发展

相对成熟。但这项技术在中国仍处于起

步阶段。在应用生态护坡技术时,必须注

意以下几点： 

2.1建设过程中所谓的生态与植物

密切相关。所以,植物的生长与周围环境

直接相关。 

2.2在生态护坡建设中,要充分发挥

堤防和渠道的作用,努力降低建设成本。 

2.3在混凝土施工中,要注意美化环

境的效果,防止使用一些死板的施工方

法,并与周围环境完全相容。 

2.4综合分析河流水文水位,有效结

合周边植物的实际情况,从根本上保证

所选植物的合理性。 

2.5当需要科学选择护坡生态系统

植物时,必须结合人们的亲水性需求。 

3 河道防洪工程中生态护坡施

工技术的具体应用 

3.1植被型生态混凝土护坡技术。河

道生态护坡技术中,包含了多种的护坡

技术,其中,植被型生态混凝土护坡技术

是一种应用较为广泛、效果良好的护坡

技术。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主要是利用

植被护坡的方式来达到护坡效果的,由

于所采用的护坡要素为植被,其生态效

益明显。在施工过程中,多孔混凝土材

料、粗骨料、水泥等是主要的结合剂,

通过有机材料与无机材料的结合,能够

为不同的植被提供充足的水分供应,使

得土壤与周边地质能够具备较好的衔接

效果,土壤内部抗压性能在此结构下能

够进一步提升。植被型生态护坡技术下,

相关人员需重视河道治理中防水性、土

壤防护性能的提升,保障所栽种的植被

具有较高的成活率,针对不同的土壤条

件,进行植被类型的选择。在河道生态护

坡中,应用植被型生态混凝土护坡技术,

能够减小水土流失现象。在生态护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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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工作中,需结合河道的具体情况,适

当增加河道周围的植被数量,充分以河

道周边的生态环境为基础,使得区域生

态环境与护坡施工之间能够保持较好

的协调性。在一些河道工程中,还可以

采用生态砖施工方式,应用嵌入式施工

模式,在河道护坡工程创造良好的地质

条件,在此基础下,应用植被生态混凝

土护坡施工时,可以利用连锁式砌块技

术,使得各个生态砖之间具有良好的衔

接性,避免在施工过程中由于施工因素

所造成的生态砖移动等问题,使得土壤

结构的承载力大大提升,护坡更为稳定

与可靠。 

3.2采用土工材料的生态护坡技术。

土工材料生态护坡技术同样是一种有效

的护坡技术,在此技术条件下,金属网与

碎石型种植土壤能够实现良好的结合,

因此,土工材料生态护坡提高了整个护

坡结构的抗压性能、抗腐蚀性能。土工

材料所形成的生态护坡,为河道周边植

被创造了更为舒适的生长环境,保持了

植被最佳的生长状态,这种生态护坡技

术的实用性特征明显,在各种不同的河

道工程中,有着良好的适用性,尤其是在

一些水流速度相对较快的护坡工程中,

其应用效果更为理想。河道生态护坡技

术的应用中,需结合土工材料与草皮材

料的不同特征,形成土工格与土工网垫。

在土工材料生态护坡技术的应用过程中,

还可以适当使用一些聚丙烯、聚乙烯材

料、碎石材料等,通过这些材料的结合,

发挥材料与土壤之间良好的配合效果。

网垫结构下,多层网结构之间属于融合

与焊接的关系,这种特殊的结构使得网

络空间的基础稳定性更有所保障,网垫

护坡结构下,护坡周边的植物具有更为

广阔的生长空间。网格结构下,需在其中

添加一定量的土壤与碎石,当表面的草

皮生长结束以后,可以将其与网垫层之

间加以衔接,进而形成整体性结构,这种

结构与护坡之间的摩擦阻力较大,能够

保持护坡结构的稳固性。 

3.3采用土工材料的生态护坡技术。

针对此种方式而言,即当进行生态护坡

时,密切结合喷塑金属网和碎石型种植

土壤,优化护坡结构,提高它的抗腐蚀能

力,建造成复合种植基。并且通过应用该

方式,能够服务于河道附近植物,为其创

设更加适宜的生长环境。该方式的实用

价值比较高,在诸多施工环境中均可应

用,即使是水流较快的河道同样可以。当

开展河道生态护坡施工的时候,能够与

土工以及草皮充分结合,以此形成土工

格护坡方式以及土工往垫护坡方式。在

加工过程中,应该利用相关材料,将聚丙

烯等和碎石集为一体,通过高分子材料,

充分结合网垫和种植型土壤,而且将一

定数量的草籽撒于其上,以此形成全新

复合型种植基。就网垫结构而言,在多层

网结构基础上,有效利用热熔焊这一方

式,以此连接不同网点,由此经由网状空

间,进一步稳固基土。网垫以及网格的应

用对植被生长非常有利,能够为其创设

良好发育空间。 

3.4采用植物固土法的植被生态护

坡技术。当使用生态护坡技术时,能够发

挥不同方式的作用与功能,主要是治理

河道以及提高生态稳固性等。而植物固

土法的利用率最高,通过应用植物根系,

加固土壤输送氧气,降低水土流失现象

的发生率,优化原油土壤,使环境建设更

为有效。所以,当选择植被时,应该确保

其具有发达根系,以当地生长条件以及

项目成本为依据,选择最为合适的植被,

深入勘察待栽区域,了解其植被条件,明

确植被生长所需养分,以河道护坡要求

为依据,并结合相关实际情况,确定最佳

植物。当选择植被的时候,应该深入探究

其抵抗力,详细考虑景观搭配,不仅需要

确保其实用性,还需要保证其经济性以

及美观度。以生态护坡植物为对象,维护

其多样性,提高它们的抵抗力,将生态护

坡计划落到实处。 

4 结语 

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入的过

程中,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在不断增强。

为了提高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必

须重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环境保

护工作。而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利用

河道生态护坡施工技术能够保证坡的防

护加固效果,并且能够在极大程度上提

高河道湖泊的生态环保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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