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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用地复垦和生态恢复技术的分析

龙丽霞
湖南地腾土地规划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 长沙 410000

摘� 要：临时土地复垦的生态恢复技术在电力、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等基建以及其他生产工程活动中运用普遍，

复垦不好将会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带来影响，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中国开始步入科学技术现代化发展阶段。怎样管理

和减轻建设项目施工对用地造成的损害，临时土地的恢复使用已变成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不得不面

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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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土地复垦，具体是指对生产建设活动或者自然灾害

损毁的土地，采取整治措施，通过整治措施，使之从地

表形状、土地品质、相关设备以及生产率水平方面达

到或改善继续使用状态的的活动。它不但在土地综合治

理使用区域之内，还是环境治理的重点内容。建设工地

过程中设置的临时办公室、生活用房、表土剥离堆放场

所、建材存放场所、制梁场、拌制站、钢筋直径材料制

造工厂、施工便路、交通便路、磨碎线缆架设、地下管

道作业、获土场、弃土(渣)场等所使用的土地均属于临时
性利用区域，都应予以复垦。

1 临时用地土地复垦的原则

1.1  源头管理、防治和再开发利用有机地结合原则
在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做好必要的防治与控制措施，

坚持在工程建设中保护环境，最大限度降低破坏农田面

积，减轻农田破坏程度;制定必要的预防复垦对策，使复
垦工艺与施工工艺相结合，制定经济合理、技术有效的

复垦对策[1]。

1.2  因地制宜，以实事求是原则根据需要和风险因素
(人力、物力、财力、科学技术等的可能性)，根根据新技
术示范区所在地的自然环境、气象条件及其土壤的适宜

度评估结论，并尊重土地使用权人意见，合理决定再利

用后土地用途，提出最终再使用目标。

1.3  统一规划，全面安排，土地再利用和建设项目施
工同时开展，土地再利用实施方案列入整个建设项目施

工方案，建筑施工技术设计和再利用方案设计衔接，土

地再利用成本纳入生产施工成本核算，土地再利用规划

列入项目区建设规划。

1.4  其他的控制与调整。首先，按照国家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的特点，明确用地复垦规划的土地使用;然后，将
用地复垦规划与农业、水利、环境、交通运输、村镇建

设等有关部门设计相配合。

1.5  行政管理和公共参与相结合。除政府部门的决定
之外，更需要项目区群众的积极参与。在方案出台前，

广泛询问、听取项目区居民对项目的看法与意见，促使

项目更为科学合理、有效。

2 临时用地复垦标准

2.1  编制临时土地复垦计划时，首先要考虑土地复垦
后的用地条件是否满足城市规划，并科学合理的使用自

然环境，再结合城市发展状况、自然资源破坏状况，最

后决定土地复垦的具体用途。

2.2  临时周围的填充挖损地区，可能造成新的水土流
失和农田破坏地点，因此要避免此类现象的出现。

2.3  临时用地复垦工程在建筑设计时，必须与周围环
境相互照应，并充分考虑对自然环境影响[2]。

3 临时用地生态修复分析

生态恢复技术(ecologicalremediation)是在生态原则
指导下，以生态恢复理论为依据，通过整合各种物理恢

复、生化修复理论及其技术方法，并进行优化组合，使

其获得最佳疗效和最低损耗的一个整体的有效治理污染

环境的技术。自然修复的成功实施，要求在生态学、物

理学、化学、植物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栽培科

学，甚至还有环境工程等多个学科的共同参与。

3.1  植物法
再利用中部分原地类为农用地部分需恢复植被，同

时根据情况，在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电站工程大坝及枢

纽建设项目临时用地计划中除采用了乔灌结合栽培的花

木外，还撒播了刺槐、辛夷子等狗牙根草种。为保证对

从地表土保存区剥离的地表泥土仍存在土壤肥力，在剥

离了地表泥土之后，还应该通过对在地表土保存区以外

的还存放着地表泥土的地方下种绿肥，并且在土地翻耕

后，也可利用对再利用地下种了一年的绿肥，以增加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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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土壤肥力。而下种的浮地则应浅不可深，在土壤撒播

前用小齿耙轻轻地拉平土壤表面，并露出子叶即可[3]。

3.2  生物法
生态复垦的基本方式是采用生态恢复方式，增加土壤

肥力，培肥地力。利用生物技术恢复土壤有机肥力和生物

能力的科技方法，是指通过控制微生物活化剂或细菌和植

物之间的天然有机质浓度比值的生物技术药剂，对已被重

复使用过的瘠薄土壤进行生物熟化，从而恢复和提高了土

壤的生态肥力和功能，从而方便农作物生产。

3.3  施肥法
针对再利用地复垦后农田土壤肥力较低下的情况，

需要提高土壤有机质与营养含量，改善土壤性质，改善

土壤肥力。改土措施可通过多施农家肥和进行草间轮种

的方式来涵养土地。

4 临时用地复垦技术的分析

4.1  复垦生态技术
复垦生态工程技术是指既能解决人类的需求，节约

资源和能量，又能保护环境的一切技术手段和方式，同

环境保护工程技术、清洁生产工程技术概念相比，更富

有广泛性和普遍性，根据环境经济学和生态学的基本原

理，对经压占和挖人员伤亡坏后的土壤，实施修复整治

的工程活动。在被毁坏的农田上组建了湖北洪湖生态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目的是形成综合性、全方位和多形态

的综合农村发展体系，以最少的投资获得最高的经济效

益、社会收益和环境效益。生态农业再开发利用是把耕

地、林木、畜禽等共同进行复垦，但并非单纯的土壤复

垦。通过利用微生物、农作物与动物之间的共生关系和

运用这些共生机理，可以运用现有的土地再利用方式进

行立体再利用。首先一步应是修复荒芜的耕地，使其修

复并提高以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其产出价值以及

耕地的产量与价值。它可以为社会带来各类优良农产

品，适应民众的需求。所以，土地再利用的开发原则是

对污染土地进行生态农业再利用，在进行生态农业再利

用时应根据所在区域的地理和生态条件，科学合理的对

生态再利用方案加以筛选。

4.1  临时用地占用耕地的复垦方法
4.1.1  表土的剥离和回覆。临时用地表土剥离通过反

铲掘土机和自卸翻斗车将地表土剥离并运输至存贮点，

地表土整理项目配合主体工程的进行而完成，并分段剥

离。以湖南省资水犬木塘水电站主体工程大坝和枢纽建

设的临时用地为例，在主体工程中包括现场平整、路基

开挖、施工机械碾压、工地扰动、土方回填等[4]。

4.1.2  客土运输。土壤再利用分析将客土纳入全国

水土资源平衡调查，根据再利用范围地表土条件、再利

用方式、技术规范和措施，进行统筹调配和调运表土剥

离兼顾实际暂存消耗和使用风险，统筹兼顾考虑供求平

衡。进行表土供求平衡分析后，如果符合客土条件，则

土地再利用项目需要国外采购土资源。以湖南资水犬木

塘水电站项目大坝枢纽建设临时用地为例，项目浮尘部

分使用剥离出的地表土，其他部分则必须在场边进行客

土运输。

4.1.3  场地平整。因为在该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主
体工程将涉及土地施工和土方回填，而土地回填后，将

导致施工区域地表高低起伏不均，需要重新平整，使用

推土机平整区域。

4.1.4  土壤翻耕。为保障各种粮食作物水、肥、气、
电的生产需要，必须进行土壤翻耕，但土地翻耕的深可

不小0.3m，而且在土地再利用工程中，要进行规范的田
块布置，并修建埂子(坎)。土地翻耕利用的工具为拖拉机
与三桦耙联合进行，将地垈铲起、疏松的翻课堂，使土

壤成为松散细碎的耕面，并以此提高土壤孔隙率，以利

接纳和贮藏雨水并便于栽培植物[5]。

4.1.5  田面夯实。复垦为水田的，需对上层保水土层
进一步进行碾压密实（厚度0.3米），采用羊角碾压实使其
达到良好的保水性能，以满足复垦后地块的蓄水能力。

4.1.6  土壤培肥。为了增加新复垦耕地的土壤肥力，
复垦耕地土地需要施苕子或箭舌豌豆。

4.1.7  配合项目建设。为保障复垦后临时土地的灌溉
畅通，从周围现状水源和原有地下水系统建立灌溉渠道

流入复垦后土地范围;此外，为减少降雨对场地的冲击，
提高区域安全性，防止水土流失，在区域四周建立排水

沟和拦截型渠道与周围的河系连接。排水沟平、纵旋转

点处宜设曲线连接，渠底纵坡度最好不低于0.5%。在地
表径流集中地段设有沉沙池进行淤泥沉积，水道二端处

设有船闸。为避免河流对土地的侵蚀，灌排河系全部采

用水泥护墙。

4.2  临时用地占用园林地的复垦方法
4.2.1  由于平整后的土地肥力低下，种植作物生长情

况较差，容易造成资金浪费。

4.2.2  利用生物技术，在复垦区大量种植豆科类草本
植物，可以改善土壤的肥力和结构。

4.2.3  秋整春造，即秋季挖坑，春天植树。秋整既是
指穴坑整地技术或梯田式整地，由于穴状整地技术通常

为直接挖穴配土，且多布以鱼鳞状土壤，故称为"鱼鳞坑
"。配土种植方法即是在穴坑内填在部分土地，通常情况
下多通过半换土达到缓苗保墒的效果。不仅可使原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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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和土壤充分反应，促进腐植质的生成，同时土壤通

过一冬的熟化和雨雪天气水分的渗入，促进保墒和新植

苗生根缓苗和树木成活。在栽培方法上，应选用最合理

的栽培方法，其中保苗工作关键。目前主要采取了培土

种植、带土移栽和沾泥浆栽培等[1]。这些方式都可在短

期内或局部改变土壤立地条件，在植株根部与客土中间

起缓冲作用，以促进苗木的成活与发育。实践中证明:对
于落叶乔、灌则采取培土种植，对草本植物则采取拌地

播撒。通过采取以乔木为主，乔灌结合的复合生态保护

方式，既能够提高生态效益。又同时提高了土壤湿度浓

度，减少了土地表温，风蚀量也减少。

4.3  临时用地占用草地的复垦方法
对土地复垦的草地，应当根据地形、土壤条件优先

屯垦为农用地，复垦为原地类的，再使用过程中必须通

过机械设备清理垃圾，或将垃圾搬至就近的垃圾场。对

临时耕地占用草场的复垦方式，要充分依据本地的资源

与生态环境，根据本地的自然情况与植被恢复状况，本

着"因地制宜、适地适草"的再利用原则，为了尽快恢复
原有植物种群，选用了无芒雀麦草籽作为草地再利用植

物。这主要是因为无芒雀麦活跃性强，有良好的固泥石

路堤功效，植物根系发达，抗寒、耐旱，对土壤气候环

境有较大的适应性。

4.4  临时用地占用滩涂地的复垦方法
土壤的理化性质普遍较差。为了防止雨季河水对河

岸的侵蚀，利用侵蚀控制构筑技术，由金属丝编成“石

筐”，内部均用碎石充填，铺设在河床两边作为护岸，

使复垦土地得以保护[2]。在对土地进行复垦时，根据实际

情况，采用相应的方法，对于地处于河流上游，为防止

对下游水环境的影响，应在河床两岸种植芦苇等水生植

物或灌木植物以达到固沙护堤的作用。

4.5  微生物复垦技术
微生物屯垦工程主要是在应用微生物学方法和药剂

技术，对曾遭受金属与农药和石油等物质腐蚀的老土层

以及瘠薄土壤，对其进行了熟化和修复，从而实现了对

土壤肥力的有效修复。细菌再生处理方法中，则通过利

用露天的固定污染物土壤以及其废弃地中所应不含的地

表土壤，其植物生长发育条件在经历了一定时间之后，

仍能够形成较为稳固的高活性细菌种群，为植物生长发

育创造良好环境，并使其土壤肥力达到了中产农田的程

度。微生物的再利用方式对材料的使用与方法的应用都

没有特别的规定，因此应用起来花费很少，而且见效

快，并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效益。利用微生物复垦技术可

以对高速公路上损坏的土壤进行恢复、改善并迅速熟

化，到目前为止这种技术仍没有得到普遍推广使用。

4.6  控制复垦土壤侵蚀技术
复垦工作的关键就是保护土壤不被侵蚀，复垦范围

中的土壤主要是外运的新鲜土壤，易于被风雨冲刷，所

以再处理水土流失驾驭技术非常关键。目前利用了国外

的先进工艺和方法，已实现了的再工业化。常用的工程

制品包括"侵蚀被"和侵蚀控制构筑物。"侵蚀控制构筑物
"将其铺设在易被侵蚀的地带，将用聚丙烯带制做成的三
维栅格和用金属编织的"石筐"，并将碎石填充在里面以达
到保护复垦沟渠边坡的作用。

结语

开展了对利用耕地复垦和生态恢复技术的探索，成

为新阶段中国资源开发的趋势。全体参加了这项任务的

农业技术人员，都一定要积极掌握最先进的农用技术手

段，在实践中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进一步改变

中国贫瘠土壤结构，增加土壤肥力，进而增加粮食作物

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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