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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水利工程建设中的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技术

余生利
石嘴山市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Ǔ宁夏Ǔ石嘴山Ǔ753000

摘Ȟ要：宁夏地区水利工程在保障水资源供应和改善农业条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

技术的实施对于确保工程的可持续性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至关重要。本文将深入探讨宁夏水利工程建设中的水土保持与

生态修复技术，包括工程背景、主要技术手段。通过技术评价，揭示这些技术在防治水土流失、恢复生态系统、提升

土地生产力等方面的实际效果，提出进一步优化技术应用的建议，以促进宁夏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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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宁夏地处中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

匮乏且分布不均，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问题严重。随

着国家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宁夏水利工程建设取

得了显著进展，有效缓解了区域用水紧张的局面。[1]然

而，传统的水利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导致一些地区的生态系统进一步恶化。因

此，如何在水利工程建设中科学地应用水土保持与生态

修复技术，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宁夏水资源状况与利用现状

宁夏位于中国西北内陆，降水稀少，蒸发量大，水

资源极为有限。全区多年平均降水量仅为253毫米左右，
而年蒸发量高达1250毫米以上，导致水资源供需矛盾突
出。根据最新数据，宁夏全区年水资源总量为8.138亿立
方米，其中天然地表水资源量为6.544亿立方米，地下水
资源量为14.582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与地表水资源量
之间的重复计算量为12.988亿立方米。黄河是宁夏的主要
水源，占全区水资源总量的67.8%。近年来，通过兴建一
系列水利工程，宁夏在改善农业灌溉、城乡供水以及生

态环境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带来了水土流失和生

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例如，宁夏沿黄灌区的引黄灌溉工

程，使该区域的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但由于缺

乏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导致部分地区土壤侵蚀加剧。

2 宁夏水利工程的主要类型与分布

宁夏的水利工程主要包括大中型灌区、小型农田水

利工程、饮水安全工程以及防洪工程等。这些工程广泛

分布于全区各地，尤其集中在沿黄灌区和平原地区。大

型灌区如引黄灌区，依靠黄河水源，灌溉面积广阔；而

山区和丘陵区则主要依赖小型水利工程来解决农业灌溉

和人畜饮水问题。具体来说，宁夏现有大型灌区7个，
中型灌区10个，小型灌区52个，灌溉面积分别为104.3万
亩、43.5万亩和25.2万亩。这些工程在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生态环境的压力。例

如，宁夏的泾河流域由于工程建设导致水土流失问题严

重，每年因水土流失流失的土壤达数百万吨，对当地农

业和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影响。

3 宁夏水利工程中的水土保持技术

3.1  植被恢复与重建技术
植被恢复是防治水土流失的关键技术之一。在宁夏

水利工程建设中，通过种植抗旱耐寒的乡土植物，构建

稳定的植被覆盖，可以有效减少土壤侵蚀。[2]具体措施

包括大面积植树造林、草地建设以及河岸植被恢复。例

如，在引黄灌区，通过种植柽柳、沙棘等适应性强的植

物，恢复和重建了大面积的植被，显著改善了区域的生

态环境。柽柳具有较强的抗旱性和耐盐碱性，是一种理

想的防风固沙植物。沙棘则是一种耐寒耐旱的灌木，具

有良好的固氮能力和土壤改良作用。

为了确保植被恢复的效果，采用了科学的植物种植

和管理方法。首先，通过对区域土壤和气候条件的综合

分析，选择适宜的植物种类，并根据不同区域的具体情

况进行合理配置。例如，在干旱地区，主要种植耐旱性

强的植物，如沙棘和柽柳；在湿润地区，则种植水生植

物，如芦苇和香蒲。其次，在种植过程中，采取合理的

栽培技术和管理措施，如合理密植、科学灌溉、及时施

肥和病虫害防治等，确保植被的成活率和生长速度。

此外，为了提高植被恢复的效果，还引入了生态工

程技术，如构建植被护坡、生态网格等。这些技术通过

模拟自然界的生态过程，增强了植被的稳定性和抗逆

性，有效防止了水土流失。例如，在一些坡度较大的地

区，通过构建植被护坡，防止了土壤侵蚀和滑坡现象的

发生，提高了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

3.2  工程措施与管理
除了植被恢复外，工程措施也是水土保持的重要手



2024� 第6卷�第3期·国际建筑学

8

段。具体措施包括修建梯田、沉沙池、截流沟等，通过

改变地形地貌，减少地表径流的速度和侵蚀力。例如，

在宁夏南部山区，通过修建梯田，不仅有效控制了水土

流失，还增加了农田面积，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根据统

计数据，通过修建梯田，宁夏南部山区每年减少土壤流

失量约50万吨。同时，加强对已建工程的管理和维护，
确保其长期发挥效益。

梯田是一种重要的水土保持措施，通过在坡地上修

建水平的田块，可以有效减少地表径流的速度和侵蚀

力。在宁夏南部山区，通过修建梯田，不仅有效控制了

水土流失，还增加了农田面积，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例

如，在中卫市的沙坡头区，通过修建梯田，使得原本荒

废的坡地变成了肥沃的农田，每年为当地农民增加了数

百万斤的粮食产量。此外，梯田还具有调节水量和改善

土壤结构的作用，通过合理的灌溉和排水系统，梯田能

够有效保持土壤的湿度和肥力，提高农田的生产力。

沉沙池是另一种重要的水土保持措施，通过在地表

径流的路径上修建沉沙池，可以有效减少泥沙的流失，

保护下游的土地和水资源。例如，在吴忠市的引黄灌

区，通过修建沉沙池，每年减少了数万吨的泥沙流失，

保护了下游的农田和水库。沉沙池不仅具有水土保持的

作用，还可以作为水资源的调节池，通过合理的管理和

利用，沉沙池可以为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提高农

田的生产力。

截流沟是一种通过改变地形地貌，减少地表径流速

度和侵蚀力的措施。例如，在固原市的原州区，通过修

建截流沟，每年减少了数万吨的泥沙流失，保护了下游的

农田和水库。截流沟不仅具有水土保持的作用，还可以作

为水资源的调节沟，通过合理的管理和利用，截流沟可

以为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提高农田的生产力。

3.3  土壤改良与保育
土壤改良技术在宁夏的水利工程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通过添加有机肥料、改良土壤结构，可以提高土壤

的保水保肥能力，减少水土流失。例如，在部分地区推

广使用秸秆还田技术，不仅改良了土壤结构，还增加了

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了土地生产力。具体措施包括使

用有机肥料、石膏改良盐碱地、应用土壤改良剂等。例

如，在宁夏平原地区，通过施用有机肥料，每年增加土

壤有机质含量0.1个百分点，提高了土壤的保水保肥能
力，减少了水土流失。

秸秆还田是一种重要的土壤改良技术，通过将作物

秸秆粉碎后还田，可以有效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改

善土壤结构。在宁夏的平罗县，通过推广秸秆还田技

术，不仅提高了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还增加了土地的

生产力。

石膏改良盐碱地是一种通过添加石膏改良土壤结

构，降低土壤盐碱度的技术。在宁夏的某些盐碱地，通

过推广石膏改良技术，有效改善了土壤结构，降低了土

壤的盐碱度，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例如，在中卫市中

宁县大战场镇盐碱地，通过施用石膏，每年减少了土壤

的盐碱度约0.2个百分点，提高了农田的产量和质量。
4 宁夏水利工程中的生态修复技术

4.1  湿地修复技术
湿地具有调节水量、净化水质和维持生物多样性等

重要功能。在宁夏，通过恢复和建设人工湿地，能够有

效缓解因水利工程建设带来的生态压力。例如，在青

铜峡水库周边，通过修建湿地，恢复了水生植物和湿地

生态系统，不仅改善了水质，还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

地。具体措施包括修建湿地、恢复水生植物、控制污染

源等。

为了确保湿地修复的效果，采用了科学的湿地设计

和管理方法。[3]首先，通过对湿地区域的水文、土壤和

生物条件进行详细调查，确定适宜的湿地类型和修复措

施。其次，在湿地修复过程中，采取合理的工程技术和

生态措施，如修建人工湿地、恢复自然湿地植被、控制

污染源等，确保湿地的恢复效果。例如，通过在青铜峡

水库周边修建人工湿地，恢复了水生植物和湿地生态系

统，每年减少进入水库的污染物量约500吨，提高了水库
的水质。

此外，为了提高湿地修复的效果，还引入了生态工

程技术，如构建湿地缓冲带、湿地过滤带等。这些技术

通过模拟自然界的生态过程，增强了湿地的自净能力和生

态功能，有效改善了水质和生态环境。例如，通过在青铜

峡水库周边构建湿地缓冲带，减少了农业和生活污水的

直接排放，提高了湿地的水质净化能力和生态功能。

4.2  河道生态修复技术
河道的生态修复在宁夏水利工程中也具有重要意

义。通过采取生态护岸、河道清淤、植被恢复等措施，

恢复河道的自然形态和生态功能。例如，在银川市的典

型河道整治工程中，采用透水性护岸材料，种植水生植

物，构建生态护岸，恢复了河道的生态系统，提高了河

流的自净能力。具体措施包括清淤、恢复河道植被、修

建生态护岸等。例如，通过在银川市典型河道整治工程

中采取这些措施，每年减少河道泥沙淤积量约10万吨，
提高了河流的自净能力。

为了确保河道生态修复的效果，采用了科学的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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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管理方法。首先，通过对河道的水文、地质和生

态条件进行详细调查，确定适宜的河道修复措施和工程

方案。其次，在河道修复过程中，采取合理的工程技术

和生态措施，如修建生态护岸、恢复河道植被、清淤疏

浚等，确保河道的恢复效果。例如，通过在银川市的典

型河道整治工程中，采用透水性护岸材料，种植水生植

物，构建生态护岸，恢复了河道的生态系统，每年减少

河道泥沙淤积量约10万吨，提高了河流的自净能力。
生态护岸是一种通过采用生态材料和技术，恢复和

保护河道生态系统的措施。在宁夏的某些河道整治工程

中，通过采用透水性护岸材料，如透水性混凝土、生态

袋等，构建生态护岸，有效恢复了河道的生态系统。[4]例

如，在灵武市西部黄河岸边的仁存渡护岸林场，整治工

程中，通过采用透水性护岸材料，种植水生植物，恢复

了河道的自然形态和生态功能，提高了河流的自净能力

和生态功能。

河道清淤是通过疏浚河道，清除河床上的泥沙和沉

积物，恢复河道的自然形态和生态功能的措施。在宁夏

的某些河道整治工程中，通过河道清淤，有效减少了

河道的泥沙淤积量，提高了河流的流速和自净能力。例

如，在中卫市的黑山嘴沟整治工程中，通过河道清淤，

每年减少河道泥沙淤积量约20万吨，恢复了河道的自然
形态和生态功能，提高了河流的自净能力。

4.3  生态农田建设技术
生态农田建设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宁夏，通过推广生态农业技术，优化农田布局，减少

农药化肥的使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例如，在吴忠市

推广使用节水灌溉技术，减少水资源浪费，同时采用生

态种植模式，提高农田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具体措

施包括推广滴灌技术、施用有机肥料、采用生物防治技

术等。例如，通过在吴忠市推广滴灌技术，每年减少农

业用水量约1000万立方米，提高了农田的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

滴灌技术是一种通过在农田中铺设滴灌管道，将水

分直接输送到作物根部，实现精准灌溉的技术。在宁夏

的某些农田，通过推广滴灌技术，有效减少了农业用水

量，提高了农田的水分利用效率和作物产量。例如，在

吴忠市的某些农田，通过推广滴灌技术，每年减少农业

用水量约1000万立方米，提高了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增
加了农民的收入。

有机肥料是一种通过添加有机物质，提高土壤肥力

和保水能力的肥料。通过施用有机肥料，有效提高了土

壤的保水保肥能力，减少了水土流失。例如，在宁夏青

铜峡灌区，通过施用有机肥料，每年增加土壤有机质含

量约0.1个百分点，提高了农田的生产力和生态效益。
生物防治技术是一种通过利用天敌或生物制剂，控

制农作物病虫害的技术。在宁夏的某些农田，通过推广

生物防治技术，有效减少了农药的使用，保护了农田的

生态环境。例如，在中卫市的某些农田，通过采用生物

防治技术，每年减少农药使用量约50吨，提高了农田的
生态效益和农产品的质量。

5 结语

宁夏水利工程的建设在保障区域水资源供应和改善

农业生产条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生态环

境问题的日益突出，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技术的应用显

得尤为重要。通过系统分析宁夏水利工程中的成功案例

和技术应用，本文总结了相关经验，并提出了进一步优

化技术应用的建议。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管理

机制的完善，宁夏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发展必将迎来更加

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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