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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技术的应用研究

白�鹏
米脂县水土保持监督检查站�陕西�榆林�718199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水利工程水土保持工作中应用生态修复技术的价值和实际应用。生态修复技术在防止水

土流失和土壤侵蚀、保护和改善土地生态环境、促进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提高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等方面具有重

要价值。实际应用包括边坡修复技术、土壤改良技术、植被修复技术、水文调控技术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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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利工程的建设日益增多，

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为解决这一问

题，人们开始探索和应用生态修复技术。生态修复技术

是一种通过模拟自然过程，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技

术，它在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保护和改善土地生

态环境、促进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提高水利工程的

经济效益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1��水利工程水土保持工作中应用生态修复技术的价值

1.1  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
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对农业

生产、生态环境和人类生活产生严重影响。生态修复技

术在水利工程水土保持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可以有效地减少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首先，植被恢复

是通过种植草本植物、灌木和树木等，可以提高地表的

覆盖率，增加土壤的稳定性。植被覆盖可以减少水流对

土壤的冲刷作用，降低径流速度，从而减少水土流失。

此外，植被还能吸收和储存大量的水分，减轻降雨对土

壤的冲击，提高土壤的抗侵蚀能力。其次，土壤改良是

通过添加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调整土壤酸碱度等方

式，可以提高土壤的抗侵蚀能力。有机质可以增加土壤

的粘性，降低水流对土壤的冲刷作用；改善土壤结构可

以提高土壤的孔隙度和渗透性，有利于水分的渗透和排

放；调整土壤酸碱度可以改善土壤的化学性质，提高土

壤的抗侵蚀能力。此外，生态修复技术还能通过设置防

风固沙林、防护林等措施，减少风蚀和沙尘暴对土壤的

侵蚀。防风固沙林可以阻挡风力对土壤的冲刷作用，减

少风蚀；防护林可以减轻降雨对土壤的冲击，降低径流

速度，从而减少水土流失。

1.2  保护和改善土地生态环境
生态修复技术可以通过植被恢复、水体净化等手

段，保护和改善土地生态环境。首先，植被恢复可以提

高地表的覆盖率，增加土壤的保水能力，从而改善土地

的水分状况。植被恢复可以通过种植本地适应性强的植

物，如草本植物、灌木和树木等，来提高地表的覆盖

率。这些植物可以有效地减少水土流失，保持土壤结构

稳定，提高土壤的保水能力。此外，植被还能吸收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净化空气，改善气候条件。

其次，水体净化可以通过生物处理、物理处理等方法，

去除水体中的污染物，提高水质。生物处理主要是利用

微生物将水体中的有机物质分解为无害的物质，如氮、

磷等。物理处理主要是通过沉淀、过滤等方法，去除水

体中的悬浮物、胶体颗粒等[1]。此外，水体净化还能通

过设置人工湿地、生态浮岛等生态工程，进一步净化水

质，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此外，生态修复技术还能通

过设置湿地、人工湖等生态工程，调节水文条件，改善

土地生态环境。湿地具有天然的水文调节功能，可以有

效地吸收和储存雨水，减少洪水的发生。人工湖可以调

节地下水位，防止地面塌陷。同时，湿地和人工湖还能

为野生动植物提供栖息地，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1.3  促进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
生态修复技术可以通过植被恢复、物种多样性保护

等手段，促进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首先，植被恢复

可以提高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为其他生物提供生存空

间。植被是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能够

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维持大气中的

氧气含量。此外，植被还能够防止水土流失，保持土壤

肥力，并为其他生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地。其次，物种多

样性保护可以通过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优化物种组成等

方式，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此外，生

态修复技术还能通过设置生态廊道、生态岛等生态工

程，连接破碎的生态系统，促进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

建。生态廊道是指由一系列相互连接的生境组成的线性

结构，它能够为动植物提供迁徙通道，促进物种交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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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流动。生态岛是指在水域中设置人工岛屿或浮岛，

以提供栖息地和繁殖场所给水生动植物。通过设置生态

廊道和生态岛等生态工程，可以有效地连接破碎的生态

系统，促进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

1.4  提高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
生态修复技术在水利工程水土保持工作中的应用，

不仅可以保护环境，还能提高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首

先，生态修复技术可以减少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降低

水利工程的运行成本。通过采用植被覆盖、土壤改良等

方法，可以有效减少水土流失，降低泥沙对水利工程设

施的磨损，从而减少维修和更换的成本。同时，生态修

复技术还能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水资源浪费，

降低水利工程的运行成本。其次，生态修复技术可以保

护和改善土地生态环境，提高土地的利用价值。通过生

态修复技术，可以改善土地质量，提高土地的承载力和

生产力，从而提高土地的利用价值[2]。例如，通过植被恢

复、土壤改良等方法，可以提高农田的产量和品质，增

加农民收入；通过湿地恢复、水源涵养林建设等方法，

可以提高土地的生态服务功能，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支

持。此外，生态修复技术还能促进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

建，提高水利工程的社会经济效益。水利工程建设过程

中，可以通过生态修复技术建设风景名胜区、生态旅游

区等，吸引游客，带动地区经济发展。例如，通过河流

治理、湖泊保护等生态修复项目，可以改善水域生态环

境，提高水域景观价值，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从而

带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同时，生态修复项目还能为当

地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就业和社会稳定。

2��水土保持中生态修复技术的实际应用

2.1  边坡修复技术
边坡修复技术是水土保持中的重要环节，主要用于

防止边坡的滑坡和崩塌，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常

见的边坡修复技术有锚固技术、排水技术和支护技术。

锚固技术是将边坡的土壤和岩石固定在一起，提高边坡

的稳定性的技术。锚固技术可以有效地防止边坡的滑动

和崩塌，保护边坡上的植被和建筑物。锚固技术的优点

是操作简单，效果显著，但需定期检查和维护，以确保

其稳定性。排水技术是通过在边坡上设置的排水设施，

如排水沟、排水管等，将边坡上的雨水迅速排出，减少

边坡的水分，降低边坡的滑动风险的技术。排水技术可

以有效地防止边坡的滑坡和崩塌，保护边坡上的植被和

建筑物。排水技术的优点是操作简单，效果显著，但需

定期清理和维护排水设施，以确保其排水效果。支护技

术是通过在边坡上设置的支护结构，如挡土墙、支撑柱

等，提供额外的支撑力，增加边坡的稳定性的技术。支

护技术可以有效地防止边坡的滑动和崩塌，保护边坡上

的植被和建筑物。支护技术的优点是稳定性好，但施工

难度大，成本高。总的来说，边坡修复技术可以有效地

防止边坡的滑坡和崩塌，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

2.2  土壤改良技术
在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中，土壤改良技术旨在改善

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性质，以提高土壤的生产力和

可持续性。常见的土壤改良技术包括土壤结构改良、

土壤肥力改良和土壤水分调节。首先，土壤结构改良是

通过改变土壤的物理性质来提高其结构和功能的处理方

式。这通常涉及到破碎土壤团粒，增加孔隙度，提高土

壤的通气性和渗透性[3]。例如，可以通过深翻、混土、添

加有机物质或使用土壤结构改良剂来实现这一目标。这

些方法能改善土壤的保水能力，减少侵蚀，提高植物的

生长条件。其次，土壤肥力改良是通过添加营养物质来

提高土壤的生产力。这通常涉及到添加有机肥料、化肥

或矿物肥料。有机肥料如堆肥、绿肥和动物粪便可以提

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增强土壤的保水能力和养分供应

能力。化肥和矿物肥料则可以快速提供植物所需的营养

元素，但过度使用可能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最后，

土壤水分调节是通过改变土壤的水分状况来提高其生产

力和可持续性。这通常涉及到改善土壤的保水能力，减

少水分蒸发，提高水分利用效率。例如，可以通过覆盖

物、灌溉管理、排水系统和植被选择来实现这一目标。

这些方法可以减少水分蒸发，提高雨水的收集和利用效

率，从而改善土壤的水分状况。总之，土壤改良技术是

通过改善土壤的结构、肥力和水分状况，我们可以提高

土壤的生产力和可持续性，为人类和自然提供更好的生

活环境。

2.3  植被修复技术
在水土保持中，生态修复技术的应用是非常重要

的。其中，植被修复技术是最常见的一种方法。它通过

种植植物，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防止水土流

失，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首先，人工造林法是通

过人工种植树木，增加绿色覆盖，改善土壤结构，提高

土壤肥力。人工造林不仅可以防止水土流失，还能提供

木材资源，增加经济收入。其次，天然更新法是通过自

然的力量，让植物自然生长，恢复生态系统的平衡。天

然更新不需人工干预，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最

后，草本植物修复法是通过种植草本植物，改善土壤结

构，提高土壤肥力。草本植物生长速度快，适应性强，

可以在短时间内覆盖大片土地。此外，草本植物还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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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牧草资源，增加经济收入。总的来说，不同的植被修

复技术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需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

的方法。

2.4  水文调控技术
水文调控技术是通过调整和控制水文过程，改善水

环境质量，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从而达到保护和恢复

生态环境的目的[4]。首先，水库建设是一种有效的水文

调控技术。通过建设水库，可以调节河流的水量和水

质，减少洪水灾害，提供灌溉和供水水源，同时也有利

于河流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水库的建设还能通过储

存雨水，减少地表径流，增加地下水补给，从而改善水

土流失状况。其次，灌溉系统优化也是水文调控的重要

手段。通过优化灌溉制度，如改变灌溉时间、灌溉方式

等，可以减少农田的水土流失，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同时，优化灌溉系统还能改善农田的水分状况，有利于

农作物的生长和产量的提高。最后，地下水补给是水文

调控的重要环节。地下水是地表水的重要补充，对于维

持河流生态系统的稳定和改善水环境质量具有重要作

用。通过人工补给地下水，可以提高地下水位，减少地

表水的蒸发损失，增加河流的水量，改善河流的水质。

总的来说，水文调控技术是通过水库建设、灌溉系统优

化和地下水补给等技术能有效改善水环境质量，提高水

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

2.5  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旨在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的生物

多样性，以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首先，建立自

然保护区是为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而

设立的特殊区域。通过划定保护区边界，限制人类活动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为野生动植物提供安全的栖息地，

从而保护生物多样性。其次，物种保护工程是指通过人

工干预和管理，对濒危物种进行繁殖、引种、放养等措

施，以增加其种群数量，提高其生存能力。此外，还能

通过建立种质资源库、开展遗传资源调查等方式，保护

珍稀濒危物种的基因资源。最后，生态补偿是指通过对

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和改善，为受损生态系统提供补偿。

例如，可以通过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等措施，改善

土地利用结构，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此外，还能通过开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等活动，引导

人们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公众参与意识。总之，通

过建立自然保护区、实施物种保护工程、开展生态补偿

等措施能有效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为人

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5]。

结语

水利工程水土保持工作中应用生态修复技术具有重

要的价值。它既能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保护和改

善土地生态环境，促进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还能

提高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在实际应用中，边坡修复技

术、土壤改良技术、植被修复技术、水文调控技术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等都是有效的方法。总之，我们应该继续

加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应用，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环

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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