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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技术的应用分析

孙 悦 李江波

德州市水利局 山东 德州 253000

随着社会整体意识地提升，在现代工程建设过程中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水利工程作为一项规模

宏大、影响重大的工程，水利工程是民生基础设施，但是在近些年的水利工程修建过程中，经常会产生严重的水土流

失现象，也加剧浪费了水资源。还不符合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方向。基于此，在水利工程建设工作中，除了加

强对施工技术等的分析应用，还要给予生态修复技术等有利于提高水利工程建设生态环保性的技术应用更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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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经济在发展进程中，也促进着人类的活动规模

扩大，过度地自然资源开发或者利用将进一步加剧生态

资源的减少，影响生态社会的建设。为了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环境的保护。水土流失是自然界

的一种现象，由于地球表面受到外力的磨损导致地表土

壤、母质和岩石及水本身受到极大的破坏，加上中国地

理环境较为特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水土流失最严重的

国家之一。因此，有关部门需要针对水土流失的问题，

采取生态修复技术做好水土保持工作，特别是水利工程

导致的水土流失，需要对传统的水利工程施工技术进行

改善，确保满足当前的生态修复要求，保证水利工程和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水利工程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技术的的意义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自然灾害发生的概率

水土保持修复技术在保持生态平衡等方面表现出

众，合理运用该技术，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水利工程建设

施工过程中的植被破坏问题，还能发挥出提高土壤肥

力、蓄水性等综合作用，是保障水利工程在施工建设环

节以及后期使用环节中不受水土流失等问题影响的重要

技术手段。此外，水土保持修复技术地运用，还能在调

解地下水和地表水方面发挥效益，进一步避免相关自然

灾害发生[1]。

提升水利工程的整体经济效益

在以往的水利工程施工中，经常出现水土流失问

题。泥沙随水流失，水利工程的蓄水功能也随之降低，

不但极大地阻碍了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还降低了水利

工程的整体经济效益。应用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的新模

式，可以有效地降低水土流失问题发生的概率，使水

利工程更好地发挥蓄水功能。蓄水量的持续增加不但可

以降低水利工程的建设成本，还可以延长水库的使用年

限，有效提升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 生态修复技术及其应用作用

所谓的环境修复技术通常是指人类通过观察分析自

然界的生态系统的修复规律，通过人工创造适宜的生态

环境来达到加快生态修复的速度的技术。但所说的生态

恢复并不是直接的功能恢复，而是生态状况的改善，保

护植被的多样性以及集中精力于自然生态系统的重组，

管理和发展。人们不能直接恢复自然生态系统，但可以

通过科学技术手段为自然恢复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并

可以加快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速度。将环境修复技术应

用于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在环境修复过程中可以适当地

利用丘陵地区的水土资源来提高土壤的修复能力，并充

分利用土壤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水土保持建设要求通过

造林改善土壤资源的利用并改善环境条件。作为一门交

叉学科，可能会涉及地质学科、生物学以及环境科学等

学科，所以整个环境项目的建设非常复杂。因此，需要

加强环境修复技术领域的研究，结合国家法律法规，做

好环境规划，促进积极的生态系统循环，加强水土流失

控制，以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保护和水利行业开发建设

的目标[2]。

3 水利工程中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技术的应用

生态修复技术

不断减轻导致生态破坏的驱动力，对生态系统加以

修复是沿河生态系统修复的重点工作内容，还要避免河

流生态环境的单一性过高，单一性过高的河流生态系统

容易出现破坏，应当保证河流朝着多元性、多样化的方

向发展，并且要确保河流的连续性和连通性受到破坏后

能够及时恢复。必要时可以设置复合断面形态，包括主

河槽和护堤地，如果施工条件允许，也可以提前设置马

道或者季节性河道[3]。

自然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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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产生的原因有很多，针对不同原因产生的

生态破坏应当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防治。一些水资源比

较丰富的地区，在进行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应当充分

结合当地的条件，采取引地表水或者打井、禁止放牧等

措施帮助构建利于植被恢复的环境，在进行修复的过程

中应当对不同的区域按照一定的分类标准进行划分，实

行分级分块的生态修复，确保生态修复的质量和效果。

水资源保护利用技术

在开展水利工程过程中，一般需要做好护岸工程和

河道治理工作，由于河岸沿途居民较多，在设置护岸工

程时，需要以防洪安全为主进行综合治理，保障河道的

行洪安全，并且有效改善河流生态环境，保护河岸居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由于河道局部区段淤积大量的垃圾、

高杆杂物、杂草和废土等，对河道的行洪能力产生影

响，为确保河道的通行顺畅，应提高河道的行洪能力，

有效改善水质并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治理淤积严重、清

淤效果明显的河段。

经济过度开发生态修复技术

对于由于经济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破坏，可以采取

粮果、林果间套种植的方法帮助恢复土壤原有的肥力，

充分利用山地的自然坡度进行植物的种植，增加土地的

使用效率。采取植物轮作的方式，提升植物的产出率。

对原有生态系统生物链进行分析研究，采取措施模拟原

有的生态链，逐步建立农田的循环经济模式，实现生物

链的良性循环]。

土壤改良技术

作为植物生存的基础，土壤属于水利工程水土保持

中生态修复技术应用需要关注的重点，土质理化条件、

场地土壤性质直接影响生态修复技术应用效果。水利

工程施工往往会引发严重的表土流失问题，受损土地因

此出现的保肥保水力降低、贫瘠多盐也将最终导致土壤

退化。表土替代技术、生物改良技术、施肥改良技术属

于较为典型的土壤改良技术，以生物改良技术为例，该

技术可用于解决水利工程施工后存在的土壤贫瘠、营养

元素缺失等问题，通过利用特定微生物、植物的活化特

性，即可有效实现土壤改良。对于在催熟土壤方面表现

优秀的培肥微生物来说，其能够实现养分活化、固磷固

氮，在土壤产能提高、土壤结构优化、营养素分泌方面

均有着不俗表现，植物根系的养分吸收、生长发育也能

够同时受到积极影响。生物改良技术的应用也可以开展

绿肥作物的轮作，以此实现土壤肥力状态和物理结构的

改善，绿肥作物能够有效实现土壤磷酸盐及微量元素含

量的丰富，不易溶解养料在土壤中的活化反应催化也可

同时实现，这对于土壤颗粒松散，以及土壤保肥、保

水、透气能力提升来说均能够带来积极影响[1]。

开发建设生态退化修复技术

针对这种水利工程项目应当立即停止施工，找出生

态环境破坏产生的原因，并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和防治。

比如，施工范围内，可以充分利用土地种植一些成活率

高、适应性强的植物进行生态修复，能够起到很好的水

土保持的作用。适当加强区域的生物覆盖，避免出现施

工过程中大量水土流失的现象。

边坡修复技术

水利工程水土保持中的边坡修复技术属于生态修复

技术代表，这一技术主要以柔性防治为主、刚性防治为

辅，由此开展的生态修复可实现水土保持、边坡防护、

景观改善、生态维持，技术的具体应用需结合边坡的破

坏形式、岩体结构、覆土情况，槽沟复绿法、阶梯复绿

法、喷混植生法、种基盘复绿法、点穴挖沟法、筑槽植

生法、箱型植生法、垂直植生法、搭台支网法、沟道植

生法均属于常见的边坡修复技术。以点穴挖沟法为例，

该边坡修复技术主要用于角度在75°以上且存在张裂变

形、层状结构岩体的岩质边坡，这类凹凸不平、岩石结

构较差的边坡存在较多岩壁裂痕，同时存在广泛分布的

岩穴、空隙[2]。点穴挖沟法的应用需结合坡面的岩穴分

布及凹陷突起情况，以此在边坡坡面存在相对较好立地

条件位置挖掘植物种植穴，并在其中投放适量水分、土

壤、肥料等基材，随后进行植物栽植。也可以在边坡凿

挖深沟，以此放入植物生存必须基质并进行种子播撒，

即可实现裸露岩壁美化、水土保持，边坡景观品质也可

随之改善。

固碳释氧技术

在水利工程的开展过程中，为了保持水利工程周围

环境的水土平衡稳定，需要有效评价固碳释氧。一般采

用假设的方式验证固碳释氧方面的价值，将固碳释氧功

能定义为T，将其对应的制氧量设置为T0，工业生产二氧

化碳可以采用TC来表示。基于此，水土保持所表现出来

的总体价值为T0、TC两个数值的乘积。

针对频繁开垦土地的生态系统修复技术

水利工程建设引发的生态问题，相关部门需要根据

相应的法律法规做出退耕还林的准备工作。对于25°范围

的坡地，需要及时退耕还林，并种植相应的生态林草，

并对这个范围的农田开垦进行严格控制，做好相应的生

态防护措施。对于在15°范围之下的坡地，需要根据坡地

周围的环境进行改造，在靠近人、村和路的区域，在保

障农民基本需求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耕作[3]。对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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樵采引起的生态破坏，过于严重的需要及时封山育林，

在3年、5年和8年的时间内将受到严重破坏的地区封锁起

来。具体的开放时间需要根据当地的生态系统以及气候

条件进行调整，除此之外，还需要结合补种等措施辅助

封山育林。

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水利工程的建设规模进一步扩

大，对森林植被造成的破坏也进一步加大，为了实现生

态、环保的基础建设，提高自然生态环境质量，合理运

用生态修复技术治理水利工程引起的水土流失现象，充

分发挥生态自然修复的优势，确保我国水利工程的可持

续发展，保证国家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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