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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的建设是当代社会与自然界协调发展重要途径。生态水利工程主要建设目标是通过 

水利工程维护生态平衡,美化环境,减少生态灾害以及对自然界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这是对传统水

利工程的继承提供可持续发展、减少水文灾害的前提基础。同时,为自然生态系统健康提供客观条件,

从而确保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本文主要针对生态水利工程建设的原则以及工程管理措施等展开分析,

以期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生态建设和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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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nature. The main construction objectives of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re to maintain ecological balance, beautify the environment, reduce ecological disasters 

and reasonably develop and utilize natural water resources through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is is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for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o provid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reduce hydrological disasters.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objective conditions for the health 

of natural ecosystem, so as to ensur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principles of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project management meas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alizing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pursuing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promoting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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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态水利工程建设与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

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传统的水利工程建设中,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积极意义,即合理开发利用自然水资源,

改善自然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繁荣；二是负面影响,即人类

不择手段、不合理的水利工程建设活动造成了水利生态环境的

破坏。导致自然水环境遭到破坏,影响自然循环和人民社会生活,

甚至威胁人民生命健康。因此,持续开展生态水利工程建设,提

升建设管理质量是十分必要的。 

1 生态水利工程建设原则 

1.1功能性 

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以遵循生态学和水利工程原理的

前提下保证工程的功能性,确保工程可以稳定、安全、有序地运

行,从而达到 佳的效益。这就要求在建设过程中有效遵循工程

力学和水文学规律,确保水利工程生态建设的进度。在水利工程

生态建设过程中,水利工程建成投产后,必须能够有效抵御自然

灾害的破坏,以确保水利工程的良好可持续的运转。除此之外,

在具体施工过程中,必须深入研究河势运行规律,遵循经济原则,

有效降低风险,确保工程功能的发挥, 大限度地发挥项目的经

济效益。在水利工程生态建设过程中,为了有效控制风险,必须

加强对生态系统的评价和监测。 

1.2丰富性原则 

想要实现水利工程的生态建设,必须确保水温资源的丰富

性。首先,水利工程的建设必须依赖于自然水环境。因此,在水



水电水利 
第 6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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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利工程建设中要确保水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实现生物系统与

工程系统直接的和谐共存。丰富的生物种类有利于生态系统的

恢复与发展,减少水利工程建设带来的环境破坏。 

2 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2.1水质的影响 

水利工程的建设对自然环境是一把双刃剑,其既可以对自

然水环境进行有利的改善,又会对生态环境在成一定的破坏。例

如：水利工程建设对河道分流、引水导流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

助自然水环境进行良性调节。然而在工程建设中产生的污染物、

废弃物会对水质造成影响。除此之外,水利工程的建设还可能增

加泥沙堆积,堆积的泥沙会影响河流水质,导致和河床变窄,河

道萎缩。然而在不同的情况下,沉积物中的水可以加强肥沃的土

地和土地的回填,并改善河流中下游的土地资源。 

2.2水环境的影响 

水利工程的建设可以帮助人类社会充分利用自然水资源,

然而一些工程的过度建设与开发导致区域内水资源短缺以及生

态环境恶化问题也常有发生。首先,地下水的过度利用不仅使一

些内陆河流、内陆湖泊和小型水库的水域面积正在减少,甚至在

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导致水资源枯竭和地面沉降。其次,水环

境的改变不仅是水体本身的变化,同样还涉及河道周边的生态

环境,水利工程建设造成的植被破坏导致物种群落的减少,从而

破坏了河段的植被以及周边动物生态的结构。 后,水利工程的

建设和运行还会导致该地区水禽和动物的栖息地遭到破坏,并

被迫迁移到其他地区。此外,水利工程的完成也会阻碍动物的迁

徙,严重影响周边生物的生态平衡。 

2.3水循环的影响 

水利工程的建设会对区域内的水循环起到一定的影响作

用。尤其是水库的建设,形成大型水体,导致水库建成前蒸发量

显著增加。大气中水汽、降水和雾的增加以及气候的变化都会

对水利工程的建设产生影响。且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对地

质的影响也对较大,一旦区域内地质发生改变,则会引起塌方、

地震、决堤等风险。 

3 优化生态水利工程建设的措施 

3.1优化建设设计方案 

3.1.1生态保护设计 

生态水利工程设计应尽量保持河流和湖泊的自然形态,正

确处理排水、生态保护和土地利用之间的矛盾。河道、漫滩不

仅要满足设计泄洪要求,还要保持一定的漫滩宽度。为生物体的

生长发育提供栖息地,充分发挥河流的自净功能。路堤的选择原

则不仅要满足工程渗流、滑坡稳定等安全条件,还要充分利用当

地材料和缓坡,并结合环保或修复的技术要求。为植被生长创造

条件,保持河流的水平连通性。 

3.1.2景观性设计 

生态水利工程设计不仅需要注意本身的生态性,还需要注

重工程周边的环境与景观。例如河堤两岸设计应从强调人与自

然和谐的生态建设要求出发,采用与周围自然景观协调的结构

形式,在满足工程安全的前提下,确保生态和景观的护岸形式多

种多样。在典型的岸坡防护结构中,可尽量使用具有良好反滤和

垫层结构的堆石,多孔混凝土构件和自然材质制成的柔性结构,

尽可能避免使用硬质不透水材料,为植物生长,及鱼类、两栖类

动物和昆虫的栖息与繁殖创造条件。从而确保水利工程生态的

可持续性。 

3.2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化 

生态水利工程建设有必要加强和改善现有水利设施。重点

建设洪水多发区、人口密度高、影响大的地区的水利设施。巩

固大中型水利工程除险加固成果,加快小型水利工程除险加固

步伐,尽快消除水利工程的安全隐患。恢复防洪能力,减少对自

然环境生产的影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因此,必须加快缺水地

区的水利工程建设。在严重缺水地区,要推进严重缺水地区重点

供水工程建设,坚持蓄水、调蓄、开采相结合,合理开采地下水。

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一批中小型水利工程,大力发展节水设备,

推进渠道防渗、管道输水技术,加强节水抗旱设施建设。 

4 生态水利工程管理措施 

4.1水利工程的科学规划管理 

水利工程规划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水利工程的生态建

设。因此,在水利工程规划管理阶段,首先,需要水利工程的环境

进行详细、有效的勘察,以便可以在规划设计阶段对自然资源进

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协调生活用水、生产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

提高水利工程用水效率,以此来实现水利工程的科学运行。这就

要求必须加强宏观调控、规划,建立健全水利工程规划管理制度,

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其次,注重水利工程的节能规划,

树立建设中资源节约意识。划定工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减少用

水浪费,把节能环保意识贯穿整个工程建设和运行期间。加快建

立区域水利建设生产和用水效率指标体系,强化用水定额和用

水计划管理。严格限制水资源不足地区高耗水产业的建设。实

施水利工程技术改革,全面加强环保节能管理。规划规范的建设

标准。 后,加强水利工程运行和水质监测规划管理。有关部门

负责本区域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严格执行水资源管理评价制

度。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各地区水资源开发利

用、节约和保护主要指标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价。这是对地方政

府有关领导干部进行综合评价的重要依据。加强水量水质监测

能力,确保水利工程运行过程中水资源质量安全。 

4.2新型生态材料的运用 

面对已经产生生态破坏的工程,为了强化工程生态稳定性,

就需要应用新型生态材料对工程进行结构加固,减少水土流失

带来的环境破坏。例如采用生物膜袋对河流两岸构筑物进行稳

定,避免地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影响水利工程功能的正常应

用。生物膜袋在地表土层不稳定的地区,还可以利用地表植被改

善土壤结构的完整性,并通过种植生态保护植物的根系来加强

土壤结构,以降低土壤侵蚀率。新型生态材料的利用可以有效减

少影响水体的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建设优势。 

4.3生态处理水利工程建设的污水弃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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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弃渣的产生是水利工程建设面临的一个典型问题。受

到河床地形的限制,传统的处理方法一般是在位于相应水利工

程的低洼淹没区填方弃渣。这一方法在水利工程建成后,将产生

大量垃圾, 终形成填埋场,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甚至造成生态

环境失衡。因此,生态处理水利工程建设产生的污水弃渣十分重

要,针对不同工程处理弃渣排水方案也有所不同。因此,应结合

实际水文、地理、地貌和地质条件,采用不同的施工方案。充分

了解水利工程弃渣场的特点、选取适合的弃渣场建设类型、明

确弃渣场的设置标准。例如常用的排水方法有截水沟法、截洪

沟法、排洪涵洞法、排水盲沟法等。 

4.4建设现代化生态环境评价体系 

生态水利工程建设需要生态环境能够评价体系的支撑,只

有拥有良好的评价体系才能对水利工程的建设与发展作出正确

的指导。水利工程建设前,水利部门应当召集各个参与部门进行

实地调查考研。现场评估和记录周围的地理环境、地质构造。

根据生物链和工程建设的可能条件,提出综合评价报告并分类

存档。除此以外,不断强化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水利工程运行进

行检测和跟踪,以提高评价报告的质量。然后,结合这些领域的

专家,从多个方面对水利工程建设综合评价报告进行了思考和

分析,并对其影响进行了分析。在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上,对影响程度和不良环境程度进行了评价。周边地区水利

工程的可操作性和可恢复性。以此来推进生态水利工程的进步。 

5 总结 

生态水利工程建设是新的社会环境在对水利工程提出的新

要求,也是水利工程发展的新方向。生态水利的建设不仅可以提

升水利工程的运行效率、提高经济效益,同时还能对环境进行保

护,减少建设时产生的影响与污染,确保自然界水资源的质量与

循环。因此,在工程设计、施工及管理阶段对其进行综合的分析

与研究,可以有效提升建设质量与效率,不断完善建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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