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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施工建设对周边水环境的影响研究

李Ǔ鹏
苏州市顺浩建设园林工程有限公司Ǔ江苏Ǔ苏州Ǔ215111

摘Ȟ要：本文旨在探讨水利工程施工建设对周边水环境的影响，通过系统分析施工过程中的水质变化、水量调控

及水生态效应，揭示水利工程对周边水环境的综合影响机制。研究采用实地监测、数值模拟及案例分析等方法，评估

施工活动对水质、水量及水生态系统的具体影响，并提出针对性的环境保护与修复策略。研究成果可为水利工程的环

境影响评价、生态保护及修复提供科学依据，促进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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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水利工程作为人类利用和调控水资源的重要

手段，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水利工程

施工建设往往对周边水环境产生显著影响，包括水质恶

化、水量变化及水生态系统破坏等。本文将从水质、水

量及水生态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以期为水利工程的环境

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1��水利工程施工特性及周边水环境概况

1.1  水利工程施工特性的深度解析
水利工程施工特性显著地体现在其复杂性和独特性

上，这些特性贯穿于项目规划、设计、施工及运维的全

过程。第一，水利工程往往规模宏大，不仅涵盖广阔的

地域范围，还涉及土木工程、电气工程、环境科学等多

个专业领域的深度融合。这种多学科交叉合作的需求，

不仅增加了施工的复杂性和技术挑战性，还要求项目团

队具备高度的专业协同能力和技术创新精神。在施工过

程中，不同专业领域的技术人员需要紧密配合，共同解

决施工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难题。第二，水利工程施工受

到地形、地质、水文、气象等多种自然因素的深刻影

响。这些因素不仅决定了施工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还直

接关系到施工安全、质量和进度的控制。第三，水利工

程施工还伴随着高风险性，洪水、滑坡、坍塌等自然灾

害的威胁，以及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技术问题，

都对施工单位的风险防控能力和应急处理能力提出极高

的要求。为保障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和工程的顺利推

进，施工单位必须建立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和应急预

案，加强风险监测和预警，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

效率。

1.2  周边水环境对水利工程施工与运营的综合影响
周边水环境作为水利工程施工不可或缺的重要背

景，对工程的施工和运营具有深远的影响。水利工程往

往选址于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附近，这些水体不仅

是工程施工的主要水源，也是工程建成后发挥效益的关

键对象。周边水环境的质量、水量、流速等特性，直接

关系到工程的施工质量和运营效益[1]。水质的好坏对施

工用水的安全性和工程结构的耐久性具有重要影响，优

质的水源可以保障施工设备的正常运行和施工人员的健

康，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工程结构的耐腐蚀性和耐久性。

相反，劣质的水源则可能导致施工设备损坏、施工人员

健康问题以及工程结构提前老化等问题。水量的多少则

直接影响到工程的供水能力和发电效益，在干旱或水资

源匮乏的地区，水利工程需要充分利用有限的水资源，

确保供水安全和发电稳定。而在水量充沛的地区，水利

工程则需要合理调配水资源，提高供水效率和发电效

益。流速的变化则可能影响工程的防洪和灌溉功能，在

洪水季节，水利工程需要发挥防洪减灾的重要作用，确

保周边地区的安全。而在干旱季节，水利工程则需要通

过灌溉系统为周边农田提供充足的水源，保障农业生产

的顺利进行。

2��水利工程施工建设对周边水质的影响

2.1  施工废水排放影响
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废水排放对周边水质的影响

是显著且深远的。施工废水，包括混凝土搅拌废水、设

备清洗废水以及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等，通常含有高浓度

的悬浮物、油脂、重金属离子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这些污染物若未经适当处理直接排放至周边河流、湖泊

或水库，将直接导致水质恶化。悬浮物会降低水体透明

度，影响光合作用，进而减少水生植物的生长；油脂覆

盖水面会阻碍氧气交换，导致水体溶解氧含量下降，影

响水生生物的呼吸；重金属离子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则

可能对水生生物产生急性或慢性毒性，甚至通过食物链

累积，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

2.2  施工扬尘与固废对水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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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扬尘和固体废弃物对周边水质的影响同样不容

忽视。施工扬尘中携带的颗粒物和污染物，在风力作用

下可能飘散至水体，通过沉降作用进入水体，增加水体

悬浮物含量，影响水质透明度。而固体废弃物，如建筑

垃圾、生活垃圾等，若管理不善，可能直接倾倒或堆放

于水体边缘，经雨水冲刷或自然侵蚀，其有害物质将渗

入水体，造成水质污染。这些污染物可能包括重金属、

有机污染物等，对水生生物构成潜在威胁，破坏水生态

平衡。

2.3  施工期水质影响的时空变化
水利工程施工期间，水质的影响呈现出复杂的时空

变化特征。施工活动的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对水质的影

响程度和方式各不相同。例如，在土方开挖阶段，大

量泥沙被扰动，可能导致水体浑浊度增加；在混凝土浇

筑阶段，废水排放可能增加水体中的悬浮物和重金属含

量。施工活动对水质的影响还受到地形、气候、水文条

件等多种自然因素的影响。地形变化可能影响水流方向

和速度，从而影响污染物的扩散和沉降；气候条件如降

雨量和蒸发量则可能影响水体的补给和排泄，进而影响

水质。

3��水利工程施工建设对周边水量的影响

3.1  施工用水对水量的消耗
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大量的施工用水需求对周边

水量构成了直接消耗。施工用水主要用于混凝土搅拌、

设备冷却、场地冲洗等方面，这些用水通常来自周边河

流、湖泊或水库。在干旱或水资源匮乏地区，施工用水的

大量消耗可能加剧当地水资源短缺问题，影响周边居民生

活和农业灌溉等用水需求，施工用水的不合理利用还可能

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影响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2  工程建设对水流形态的改变及水量分布影响
水利工程建设往往会对周边水流形态产生显著影

响，进而改变水量分布。例如，修建大坝会拦截河流，

形成水库，改变河流的自然流向和流速；开挖渠道会引

导水流进入特定区域，改变水量分布格局。这些变化可

能导致局部地区水量增加或减少，影响周边生态系统的

平衡[2]。水量增加可能导致洪水风险增加，对下游地区构

成威胁；水量减少则可能导致河流干涸，影响水生生物

的生存。工程建设还可能改变水体的水文周期，如改变

洪峰流量和枯水期流量，影响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4��水利工程施工建设对周边水生态的影响

4.1  对水生生物的影响
水利工程施工建设对周边水生态的影响最直接地体

现在对水生生物的影响上。施工活动可能破坏水生生物

的栖息地，如填埋湿地、截断河流等，导致生物种群数

量减少或灭绝。施工废水中的有害物质可能对水生生物

造成毒害，影响其生长、繁殖和生存能力。例如，重金

属离子可能干扰水生生物的生理机能，导致生殖障碍或

基因突变；有机污染物可能抑制水生生物的呼吸作用，

降低其生存竞争力。施工噪音和震动也可能对水生生物

产生惊吓效应，干扰其行为习性。

4.2  对水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影响
水利工程施工建设还可能对水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

能产生深远影响。施工活动可能改变水体的物理和化学

性质，如水温、pH值、溶解氧等，从而影响水生生物
的生存和繁衍条件。例如，水温升高可能加速藻类的生

长，导致水华爆发；pH值变化可能影响水生生物的酶活
性，干扰其代谢过程；溶解氧减少可能导致水生生物窒

息死亡。施工还可能破坏水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和能量流

动，导致生态系统失衡。

5��水利工程施工建设对周边水环境影响的应对策略

5.1  施工期水质保护措施
在水利工程施工期间，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周边水质

是确保工程环境友好性和可持续性的关键。第一，源头

控制是水质保护的首要环节。施工前应全面评估项目对

周边水质可能产生的影响，制定详细的水质保护计划。

合理选择施工地点；尽量避免在敏感水域（如饮用水源

地、自然保护区等）附近施工，减少施工活动对水质的

影响。采用环保材料和技术；选用低污染、易降解的施

工材料和环保型施工设备，减少施工过程中的污染物排

放。施工废水预处理；设置施工废水处理设施，如沉淀

池、过滤装置等，对施工废水进行预处理，去除悬浮

物、油脂等污染物，确保废水达标排放[3]。第二，过程管

理旨在通过严格的施工管理和监督，减少施工活动对水

质的影响。建立健全施工管理制度，明确施工人员的环

保责任，确保施工活动规范有序。在施工期间，定期对

周边水质进行监测，及时掌握水质变化情况，发现问题

及时采取措施。第三，末端治理是对施工废水进行最终

处理，确保水质达标排放的重要措施。根据施工废水的

特性和排放要求，建设专业的废水处理设施，如生化处

理系统、膜处理系统等，对废水进行深度处理。建立完

善的雨水收集系统，实现雨水与施工废水的有效分离，

减少雨水对废水处理设施的冲击负荷。

5.2  施工期水量调控与管理措施
施工期水量调控与管理是确保水利工程施工期间水

资源合理利用和周边水量稳定的关键。制定用水计划，

根据施工活动的实际需求，制定合理的用水计划，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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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阶段、各环节的用水量，避免水资源浪费。提高用水

效率，采用节水型施工设备和工艺，提高施工用水的重

复利用率。在施工现场修建临时蓄水池，收集雨水、施

工废水等，用于施工过程中的冲洗、养护等用水，减少

新水资源的消耗。合理规划施工现场的排水系统，确保

排水畅通，避免积水对周边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在施

工期间，定期对施工现场的水量进行监测，及时掌握水

量变化情况，为水量调控提供依据。与当地水利部门、

环保部门等保持密切联系，及时通报施工期间的水量变

化情况，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水量问题。

例如在太湖湖心区水质提升工程--东山通湖河道综
合整治工程（二标段）渡水港（大咀港至直港）、新渔

场顺堤河、茭白港、油车港、直港段工程施工过程中，

因施工内容包括河道疏浚土方19.93万立方米，护岸整治
25.065公里（包括放木桩护岸24.96公里、浆砌块石护岸
0.105公里）和河道内的水生植物种植，施工涉及水域
范围极广，施工过程中为减少对周边水环境造成不良影

响，施工过程中特别邀请水利和环保部门专家制定了针

对性的水环境保护方案，通过有效划分施工段，组织间

隔流水施工段作业，有效保护水环境的同时，减少了对

周边居民生活生产活动的影响，有效提高了工程施工效

率，通过相互之间的正向反馈，构建了良性循环。

5.3  施工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措施
5.3.1  水生态保护措施
对施工周边生态敏感区进行重点保护，避免施工活

动对生态敏感区造成破坏。在施工现场周边建设生态缓

冲带，如植被带、湿地等，减缓施工活动对周边水生态

的影响。采取降噪、减震措施，减少施工噪音和震动对

水生生物的干扰和破坏。

5.3.2  水生态修复措施
对施工过程中发现的水生生物进行妥善保护和迁

移，避免施工活动对其造成伤害[4]。采用生态修复技术，

如人工湿地、生态浮岛等，对受损的水生态系统进行修

复和恢复。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施工过程中造成的水

生态损失进行补偿，确保水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

5.3.3  监测与评估
建立施工期水生态监测体系，对施工周边水生态系

统的变化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和评估。根据监测结果，定

期对施工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估，并

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和优化措施。

结束语

本研究通过对水利工程施工建设对周边水环境的影

响进行深入探讨，揭示施工活动对水质、水量及水生态

系统的综合影响机制，并提出针对性的环境保护与修复

策略。研究成果不仅为水利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提供科

学依据，也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水生态系统的保护

提供重要参考。未来，应进一步加强水利工程施工期的

环境监管，推动生态友好型水利工程建设，以实现水利

工程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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