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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决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得施工效率和工程质量得到保障,需要从多

个方面进行改进和优化。本文以生态可持续理念为指导,结合水利工程的具体特点和要求,从材料、技术、

设备等方面分析了水利工程施工技术的应用情况,并针对其不足之处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减少施工

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统一,促进水利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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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many problems that exis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ensure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and project quality,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and optimize from 

multiple aspects. This article is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s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It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from the aspects of materials, technology, equipment, etc.,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to reduce the impact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chieve the unity of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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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国家领导人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调要加快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观,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我国在《中国制造

2025》中提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形成

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机制,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

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2015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明确要求到2020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0%以上。随

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出台,各省市相继制定了相关的规划方案,加

大力度进行环境治理和修复工作。在此背景下,2016年4月,国家

发改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

况考核规定(试行)》,将水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地方人民政府政绩

考核范围。2016年7月,水利部正式印发《国家江河湖泊保护名

录(第一批)》,共计173个江河湖泊,基本覆盖我国所有流域面积

50平方公里以上的江河湖泊。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方针政策,

推动我国水利行业可持续发展,2015年3月,水利部印发了《水利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

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统筹谋划,突出重点,以江河

湖库水系连通工程、农田水利设施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中小

河流治理工程、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土保持生态工

程、水文监测预警预报工程、水资源配置工程、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工程、河湖管护工程、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示范工程

等十项重点工程为抓手,进一步加强水利薄弱环节建设,优化水

资源配置,完善水治理体制,强化水法治建设,着力构建与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和水治理体系,

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水利工程施工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由于水资源分布不均,因此,为解决水资源供需矛

盾,水利部持续加强水利工程的建设力度,尤其是加大了对农田

水利工程的投资和建设[1]。同时,国家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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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并要求项目管理单位应按照生态环保理

念组织施工,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 

当前,水利工程施工中普遍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有：①

材料资源浪费严重,且利用率低[2]；②施工过程中扬尘、噪声等

污染现象较为突出,不利于改善周边居民的居住环境；③弃土弃

料处理不当,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3]；④施工人员缺乏相应的生

态环保意识,缺少必要的环境保护措施,加重了环境污染。 

针对这些问题,需从材料选用、技术、工艺优化、资源综合

利用等方面入手,通过推广生态友好型材料、施工废弃物循环再

利用等措施,强化施工阶段的环保意识,构建绿色、可持续的水

利施工技术体系。 

2 水利工程施工中常用的生态可持续技术 

在水利工程中,采用传统的施工方法,会对周围生态环境造

成较大的破坏,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而采用新技术可以有

效避免这类问题,使人们在使用水利工程的同时能够享受到良

好的生态环境。 

2.1新型筑坝材料 

随着环保理念的不断深入,我国工程建筑行业开始重视施

工原材料的选用,以确保施工过程中不会给环境造成污染。与传

统混凝土相比,新型筑坝材料具有更强的耐久性和抗渗能力,不

仅可以满足混凝土强度等级要求,还能保证结构安全、经济实

用。此外,新型筑坝材料还具备可回收利用性,可以通过特定处

理方式制成再生骨料,用于制作混凝土制品,从而实现资源的循

环利用。例如,掺加粉煤灰的C30普通混凝土可以降低水化热和

收缩变形,提高抗冻融性能,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掺入石灰或

石膏的C50高强混凝土则可以提高其抗腐蚀能力和抗渗透性能,

延长使用寿命。 

2.2智能施工技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施工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

成熟,并逐渐应用于水利工程施工领域。智能施工技术主要包括

无人机遥感技术、3D扫描技术等,这些技术能够帮助施工人员更

好地掌握现场情况,及时调整施工方案,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符

合要求。同时,智能施工技术还能够有效控制施工成本,提高施

工效率。例如,采用无人机遥感技术进行测量时,只需要将无人

机固定在目标区域上空,就能快速获取现场数据,精度高且速度

快,避免了人工测量存在的误差。另外,3D扫描技术可以对水

下地形地貌进行全方位、立体地扫描,为后续设计提供准确的

依据。 

2.3绿色生态施工技术 

近年来,绿色生态施工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在水

利工程建设中得到了较为充分地应用。所谓绿色生态施工,就是

在施工过程中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尽可能降低噪声、粉尘和

废渣的排放量,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和能源。为此,施工单位应

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施工现场管理,合理规划施工

作业空间,避免对周围居民造成干扰；二是优化施工流程,提高

施工机械的利用率,避免出现“三边”工程；三是注重环保措施,

在施工过程中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如设置排水沟、洒水降尘等,

确保施工现场整洁卫生,防止扬尘污染[4]；四是加大投入力度,

引进先进的施工设备和技术,提高施工质量和效率。例如,在大

坝施工中,为了减少噪音污染,施工单位可以采取封闭式施工,

在大坝顶面安装隔音板,铺设吸音层,并配备降噪通风设施,确

保施工现场安静舒适；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可以在坝体上种植植

被,定期清理垃圾,维护生态环境。 

2.4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体系 

建立与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体系,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节约

和循环利用。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应加强对各类资源的综合

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和污染。例如：可以通过优化设计方

案,尽量减少土方开挖量,减少砂石、木材等原材料的使用量,

并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实现物资循环利用[5]。另外,还可以通过

对废旧产品进行回收再利用,如将废旧电线、电缆、管道等进行

拆解后重新制成新的产品,既可以减少环境污染,又能节约原材

料成本。 

2.5应用信息化管理系统 

应用信息管理系统,提高施工信息化水平,实现施工全过程

可视化管理。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智能化已经成

为现代工程建设的重要特征。因此,在施工现场应逐步推广使用

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施工全过程的可视化管理[6]。例如应用

BIM技术,通过三维建模来模拟施工现场的各种情况,帮助工作

人员提前发现潜在问题并制定解决方案。此外,还可以利用互联

网平台,建立工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各参建单位之间的信息交

流和协作,提高工作效率。 

3 典型案例分析 

3.1中国永定河生态补水工程 

永定河生态补水工程体现了跨区域水资源调配的生态价

值。2021年春季,通过万家寨引黄工程、南水北调中线等多水源

联合调度,向断流26年的永定河北京段补水。 

(1)技术应用与优化：首先,补水前实施河床清理、深槽开

挖与沙坑回填,形成连续水面。补水后建立长效补水机制,明确

每年不少于1.5亿立方米的生态用水配额。最后,生态基流恢复

后,沉水植物覆盖率与鸟类种类均大幅增加。 

(2)优化效果：该项目揭示了干旱地区河流修复需建立长效

补水机制的重要性,有效促进了生态系统的恢复。 

3.2美国佛罗里达基西米河修复工程 

为防洪将自然曲流河道截弯取直,导致湿地面积缩减、鱼类

减少。1999年启动的修复工程旨在恢复河道形态。 

(1)技术应用与优化：首先,爆破拆除直线化堤坝,恢复历史

河道走向。最后,通过恢复河道形态,提升洪泛区淹没频率,增加

涉禽数量。 

(2)优化效果：修复后洪泛区淹没频率大幅增加,涉禽数量

增长4倍,证明了河流形态复杂性对生态功能恢复的决定性

作用。 

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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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

众多环节和因素。因此,只有将生态可持续思想贯穿于整个工程

建设过程中,才能真正做到既满足工程建设要求,又不破坏生态

环境。在具体的施工实践中,需要根据水利工程的具体情况和特

点,选择合适的施工技术和材料,制定科学的施工计划,并严格

执行,以确保工程质量和经济效益。同时,还要加强环保意识和

社会责任感,积极采取环保措施,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可持

续发展。水利工程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社会经

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当前我国水利工程施工

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这就需要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

充分应用生态可持续技术,以解决和完善存在于水利工程施工

各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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