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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水利工程施工中的生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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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本文探讨了水利工程施工中的生态工程问题，分析了水利工程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包括噪声污染、

水环境问题、空气质量影响和固体废弃物污染等。阐述了生态工程在水利工程施工中的应用原则，如严格循环再生基

本原理、资源合理规划、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协同发展、共生互补原则以及循环再生综合利用原则。针对生态

工程在水利工程施工中面临的技术挑战和管理挑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和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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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水利工程作为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水资源的

重要手段，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条件具有重要

意义。在水利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往往会对周边的生态

环境产生一系列影响。如何在水利工程施工中有效应用

生态工程，实现工程效益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成为

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从水利工程施工中的生

态环境问题出发，探讨生态工程在水利工程施工中的应

用原则和挑战与对策。

1��水利工程施工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1.1  噪声污染
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噪声污染是一个不容忽视

的问题。机械设备的运作和运输车辆的行进是噪声的主

要来源。挖掘机、装载机、起重机等大型机械设备在作

业时，会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和震动声，这些声音不仅刺

耳，而且传播距离远，对施工区域及其周边地区造成了

严重的噪声污染[1]。长时间处于这种噪声环境中，施工人

员的身心健康会受到严重影响，出现听力下降、神经衰

弱等问题。噪声还会干扰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影响他

们的休息和睡眠。噪声还可能对周边野生动物的栖息环

境造成破坏，干扰它们的正常生活习性。

1.2  水环境问题
水利工程施工中，生物污水和施工污水是不可避免

的水环境问题。生物污水主要来源于施工现场的食堂、

厕所等生活设施，这些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会对周

边水体造成污染。施工污水则包括施工过程中的冲洗水、

灌浆水等，这些污水中含有大量悬浮物、有机物和化学物

质，如果处理不当，同样会对水体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生

活污水和垃圾也可能通过雨水径流等方式进入水域，对

水域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影响水质和生物多样性。

1.3  空气质量影响

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机械设备的尾气排放和扬尘

污染是空气质量恶化的主要原因。机械设备，特别是柴

油发动机驱动的设备，在作业时会产生大量的尾气，

其中包含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这些气体会

对大气环境造成污染。施工过程中的土方开挖、材料堆

放、车辆运输等活动都会产生大量的扬尘，这些扬尘不

仅影响施工区域的空气质量，还可能随风飘散到周边地

区，对更大范围的环境造成污染。

1.4  固体废弃物污染
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种类繁多，

主要包括废弃土体、石灰粉、水泥和煤灰等。这些废弃

物如果处理不当，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资源，还可能对土

壤和水体造成污染。废弃土体如果随意堆放，可能会引

发水土流失和滑坡等自然灾害；石灰粉、水泥等建筑材

料如果露天堆放，遇水后会产生化学反应，释放有害气

体；煤灰等工业废弃物则可能含有重金属等有害物质，

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构成威胁[2]。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扬尘污

染也是固体废弃物污染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会对施工区

域及其周边地区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2��生态工程在水利工程施工中的应用原则

2.1  严格循环再生基本原理
循环再生是生态工程的核心原则之一，它强调资源

的循环利用和废弃物的再处理，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

赖和环境的污染。在水利工程施工中，这一原则的具体

应用体现在多个方面。第一，在机械设备的选择上，应

尽可能使用那些易于拆卸和再组装的设备。这样的设计

不仅便于在工程结束后进行回收利用，减少资源浪费，

还能降低设备废弃后对环境的影响。同时，对于工程中

使用的工具和建材，也应优先选择那些可再生或回收材

料制成的产品。例如，再生混凝土、竹材等新型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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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具有良好的性能，还能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开采。第

二，对施工垃圾和建筑废料的处理也是循环再生原则的

重要体现。在施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如废

弃混凝土、金属废料等。这些废弃物如果处理不当，不

仅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还会浪费大量的资源。应对施工

垃圾和建筑废料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和处理。例如，将

废弃混凝土破碎后用于道路铺设或地基加固，将金属废

料送至回收站进行再利用等。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实现

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和废弃物的最小化排放。

2.2  资源合理规划
资源合理规划是生态工程在水利工程施工中的又一

重要原则。它要求我们在工程规划和设计阶段，就充分

考虑拟建工程项目所占用的土地资源和所用材料的来

源与消耗。在土地资源方面，应根据工程所在地的地形

地貌和气候条件，因地制宜地选择建设方案。避免过度

开挖和占用耕地，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在规划过程

中，还应考虑土地的可持续利用，确保工程建成后不会

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长期负面影响[3]。在材料选择方面，

应优先使用当地丰富的天然材料。这样不仅可以减少长

途运输带来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还能降低材料成

本。对于那些对环境影响较大的材料，应尽量避免使用

或寻找替代品。例如，在水利工程中常用的砂石材料，

如果开采不当会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应寻找其他

可持续的砂石来源或采用新型建材替代传统砂石材料。

2.3  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协同发展
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协同发展是生态工

程在水利工程施工中的核心目标。这要求在追求工程经

济效益的同时，更要关注生态环境效益的提升。在工

程设计阶段就应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和设计，减少对周边生态环境的破

坏。例如，在河流治理工程中，应采用生态护岸技术，

既保护河岸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又促进水生生态系统的

恢复和发展。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也应采取严格的环保

措施，如设置防尘网、噪音屏障等，减少对周边居民和

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工程竣工后，还应进行生态修复和

补偿工作。通过种植植被、恢复湿地等措施，促进生态

系统的恢复和发展。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工程的生态环境

效益，还能提升周边居民的生活质量。

2.4  共生互补原则
共生互补原则强调工程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平等

关系，追求效益的最优组合。在水利工程施工中，这一

原则要求我们将工程与自然生态系统视为一个整体，

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和设计，实现工程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例如，在河流治理工程中，除了采用生态护岸技术

外，还可以结合水生植物的种植和鱼类的放养等措施，

构建一个完整的水生生态系统。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河流

的自净能力，还能为周边居民提供优美的生态环境和休闲

场所。在灌溉工程中，应采用节水灌溉技术，既满足农业

灌溉需求，又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污染。还可以结合雨

水收集和利用等措施，进一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2.5  循环再生综合利用原则
循环再生综合利用原则是生态工程在水利工程施工

中的又一重要体现。它强调在工程建设和运营过程中，

充分利用再生循环过程中产生的材料，实现资源的最大

化利用和废弃物的最小化排放。在水利工程中，可以通

过建设污水处理和回用系统，将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进

行处理后回用于灌溉、冲厕等用途。这样不仅可以减少

水资源的浪费，还能降低污水处理成本。在建筑材料选

择上，也应优先使用再生材料或可降解材料。例如，使

用再生混凝土、再生塑料等新型建材替代传统材料，减

少对传统材料的依赖和环境的污染。

3��生态工程在水利工程施工中的挑战与对策

3.1  技术挑战与解决方案
（1）生态工程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难题：生态工程技

术在水利工程施工中的应用，首先需要解决技术成熟

度、适应性和集成度的问题。当前，尽管生态工程技术

在某些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水利工程施工中的具

体应用仍面临诸多困难。一方面，生态工程技术的研发

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技术尚未达到广泛应用的标准。

例如，生态护坡技术中的植物护坡、生态混凝土护坡

等，虽然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但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

稳定性、抗冲刷性能等方面的挑战。一些新型生态工程

材料和技术的研发也面临技术瓶颈，需要进一步突破。

另一方面，水利工程施工环境复杂多变，不同地区的地

质、水文、气候等条件差异显著，对生态工程技术的适

应性提出了更高要求[4]。如何在不同环境下选择合适的

生态工程技术，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生态工程

往往涉及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如生态学、工程学、环

境科学等。在实际应用中，如何将不同学科的技术进行

有效集成，形成具有整体效应的生态系统，也是当前面

临的一大挑战。（2）推动技术创新与升级的对策：针
对生态工程技术在水利工程施工中的应用难题，我们需

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动技术创新与升级。加大研发投

入，鼓励科研机构和高校开展相关研究。通过设立专项

基金、提供税收优惠等方式，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

力，推动生态工程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加强国际合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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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技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推动生态工程技术的创新与发展。通过参加国际会议、

举办研讨会等方式，加强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

共同推动生态工程技术的进步。推广示范项目也是推动

技术创新与升级的有效途径。通过建设生态工程示范项

目，展示生态工程技术的实际应用效果，提高社会对生

态工程技术的认知度和接受度。示范项目还可以为科研

人员提供实践平台，促进技术创新与升级。加强人才培

养和引进工作。通过设立奖学金、提供实习机会等方

式，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投身到生态工程技术研发领域。

加强与国际先进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引进优秀人才

和技术，提升我国生态工程技术的整体水平。

3.2  管理挑战与应对策略
（1）施工期间的生态环境管理问题：在水利工程施

工期间，生态环境管理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施工

活动往往会对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如

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体污染等。加强施工期间的生

态环境管理至关重要。在实际操作中，施工期间的生态

环境管理面临诸多困难。一方面，施工单位往往为了赶

工期、降低成本而忽视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执行；另一

方面，监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如监管

力量不足、执法难度大等。（2）加强生态环境监管与
执法的措施：针对施工期间的生态环境管理问题，我们

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监管与执法力度。完善法律

法规体系。建立健全水利工程施工期间的生态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体系，明确施工单位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和义

务。通过法律手段规范施工行为，保障生态环境的安

全。加强监管与执法力度。加大对施工单位的监管力

度，确保其严格遵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对于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和处罚。加强执法队伍

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执法水平。推广绿色

施工理念也是加强生态环境管理的重要措施。通过优化

施工方案、采用环保材料和技术、加强施工管理等方

式，降低施工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施工人员的环保意识，形成人人关心生态环境保护

的良好氛围。建立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估体系。在施工期

间，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监测与评估工作。利用先进的监

测技术和手段，实时掌握生态环境的变化情况，及时发

现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建立科学的评估标准和方法，

对施工期间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量化评估，为后续的生

态环境修复和补偿提供依据。

结束语：水利工程施工中的生态工程问题是一个复

杂而重要的议题。通过严格遵循生态工程的应用原则，

如循环再生、资源合理规划、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

的协同发展等，我们可以有效减少水利工程施工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针对生态工程在水利工程施工中面临的技

术挑战和管理挑战，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动技

术创新与升级，加强生态环境监管与执法力度，推广绿

色施工理念，并建立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估体系。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在水利工程施工中实现工程效益与生态环

境保护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董洪良.水利工程施工中生态工程施工技术[J].冶金
管理,2022(01):124-126.

[2]刘富民.水利工程施工中生态工程施工技术[J].四川
水泥,2021(05):115-116.

[3]杜念,杨宇.水利工程施工中的生态工程施工技术研
究[J].住宅与房地产,2021(07):245-246.

[4]李慧雅.水利工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施工修复策
略探讨[J].模型世界,2023(7):82-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