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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设计中的水土保持设计

梁宾霞 林 涛 韩 悦
海南省农垦设计院有限公司 海南 海口 570226

摘 要：随着水利工程行业的蓬勃发展，对水工各个环节的规定已日趋规范，特别是施工环境中的水土流失问

题。水利方案设计是水利工程建造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设计方案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工程项目的建造效率和运营

效益。如在设计前期没有全面的考察勘测，又没有充分考虑本地水利建设情况及其施工过程中对水土保持的影响，就

盲目实施工程设计，则必然会造成设计中一系列问题的产生，特别是水土流失问题。所以，在水利建筑设计时，一定

要注意对水土保持概念的应用，通过对水利建筑设计概念的调整与完善，以达到经济效益和环保的良性平衡关系，把

水利的功能与保护水土的功能有机融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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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环保概念成为了各行各业都避免不了的话

题，不论是从建筑材料还是工业用品等方面，人们都越

来越重视生态以及环境问题。生态环境的好与坏与人们

的健康息息相关，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都致力

于生态工程的修建事业。花费了不少的财力物力，也的

确获得了不少的成功。但在水利工程建设中，生态环境

保持现状依然是一项相当关键的问题。合理的水土侵蚀

造成的影响，正确应用生态环境保持理论，以环保为根

本理念，使得水利工程的设计方案越来越成熟。

1��水土保持概述

水土保持的意义在于对我国的国土资源加以适当处

理，达到改良生态环境的效果，避免土壤侵蚀的增加。

在以往的工程修建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工程施工都

造成了很大的污染，从而造成了经济社会和天然生态环

境的发展不均衡。天气的持续变化也导致了水土流失问

题越来越强烈，难以达到水土保持的目的。在农业人工

劳动活动日益频繁的过程中，全国各个区域的地表植被

覆盖率在逐步减少，其中许多地方的林木都已遭到了采

伐，导致了自然生态系统受到很大的影响[1]。由于可供使

用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许多土地存在荒漠化问题，在

这些状况下，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越来越严重，给我国带

来了很大的经济损失。水土保持作为一项政策手段可以

对目前的现状加以改变，可以对生态学原理及社会经济

规律进行分析。

在利用水土保持理念开展水利工程设计时，工作人

员需要提高自身的环境保护意识，树立更高的水土资源

的观念，使项目工程的进行更符合实际需要。同时可以

把具体的环保政策纳入到水利工程设计之中[2]。水利工程

项目的施工单位和建设机构必须对水土保持意识加以充

分体现，在指导施工人员开展项目任务中，必须将生态

环境保持为依据，对其污染问题加以控制，使得项目的

实施可以达到更高的目标。

2��水利工程中水土保持设计原则

2.1  尊重客观规律
水土保持设计中，应坚持客观规律原则，环境系统

具有自身的形成与发展规律，并具备了很强的自我恢复

能力，将自然界发展与演化中的水体、土壤、大气、

动植物群和地形等作用者，通过能量的传输与质量的交

换，形成了一个相互和谐平衡具备相互协调功能的生神

态体系。在水利工程的具体实施过程当中，一定要根据

自然情况，严格控制面积并尽力减少临时建筑面积，而

且还必须对重点工程区域采取相应保护措施。其次在工

程具体的实施过程当中，也一定要充分考虑地域特点，

尽量避免对原有自然环境的损害，以便取得自然保护和

工程使用相配合的效果。

2.2  保护自然资源
水土保持施工中，自然资源主要是绿色植被，绿色

植被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具有调节径流、促使局部生

态环境改善的作用，并且将绿色植被广泛应用在水利工

程项目中，可有效降低水力和风力对自然土壤的侵蚀作

用，由此减少洪涝灾害的发生，为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

环境资源改善具有明显的应用意义[4]。项目施工建设中，

应尽量减少对地表植被的破坏，根据水利工工程项目设

计方案，合理安排施工计划，促使项目建设的科学性与

完整性。

2.3  可再生性原则
水土保持技术应用中，需要贯彻落实可再生设计原

则，不仅对工程项目本身，而且对水利工程周边环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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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可再生设计。强调采用绿色环保型的施工方法，合理

运用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建筑材料，对施工管理的各细节

进行控制，以此实现工程项目设计、施工以及管理等全

过程可再生方案应用，使得工程项目施工的经济性和效

益得以合理地实现，促使水土保持项目设计更加符合现

代化建设理念。

3��水利工程中水土保持设计方法

3.1  落实总体设计方案
水利工程中水土保持设计的首要任务是落实工程项

目设计总体方案，对水土保持技术措施进行总体规划，

其具体操作方法明确如下：技术人员需要按照不同的工

程类型，将施工主体进行细化，分成不同的阶段项目进

行水土施工方案的选择，以此做到尊重客观规律、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的水土保持设计原则。

技术人员在综合考虑当地自然条件和实际工期要求

的条件下，对施工设计方案进行选择，在总体布局设计

完成后，对分项目的施工重点和施工难点问题进行明

确，如对水土保持工程中的水库枢纽项目进行设计，分

别设计了不同的施工单元，如永久占地区、临时使用

区，并且对永久占地区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将其划分

为水库淹没区、枢纽坝体，并且对水库淹没区进行水土

保持技术应用。水土保持项目施工中，制定合理完善的

总体设计方案对实践活动产生重要的指导意义，相关人

员应认识到组织方案设计在项目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性，

并且综合考虑当地水利项目施工建设特点，以此为基

础，对项目施工技术和管理计划进行规范，促使水土保

持技术的合理应用。

3.2  保持生物的多样性
在水利工程项目施工中，对于水土保持技术的应

用，需要重点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的管理与控制，善于利

用先进的管理技术的管理理念，对水土保持中生态环保

技术进行开发与应用，促使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实际要求符合，为我国水利工程项目的科学合理

设计提供必要保障[3]。此外，保持生物的多样性对延续生

物遗传基因、促使生态系统有序循环具有明确的促进作

用。水利工程项目对区域河流、植被和水源等生态环境

的影响深远，相关人员需要利用科学有效的设计手段，

对工程项目进行开发与建设，保护区域生态环境。

3.3  应用综合管理措施
为促使水利工程中，水土保持技术的有效应用，需

要对项目进行综合控制。需要进行资金和技术上的投

入，实践中发现资金投入不仅促使工程建设项目的正常

开展，同时，对相关人员治理行为产生重要的帮助意

义。随着资金和技术投入，相关人员可对水土保持工作

方法和应用设备进行升级和优化，以此提升水土治理工

作效率。还应加强水土保持宣传工作，注重提升管理人

员的意识和观念，在此基础上，对水利工程中，施工技

术方案进行科学合理地设计，进而有效防止水土流失，

促使水利工程建设满足设计预期。

4��水利工程设计中水土保持设计分析

4.1  完善设计工程结构
建设工程时，必须从保护水土的高度建设工程的基

础框架，从而令工程使得开挖土石方率和破坏地标的现

象降低。如，建设一座水库工程中，在地形、地质、水

工条件均合理的情况下，就必须先考虑混凝土坝，接着

对面板堆石坝等进行考虑较大的原地表面积破坏与挖填

土石方量设计方案；在输排水设计中，对于挖掘出或高

填的渠段，必须比选择高架渠方案与高填方案和比选择

隧洞方案与挖掘出方案，在可控地增加的建设投资的条

件下需要尽量选择隧洞和高架渠设计，以使损坏地基的

程度降低，高填和大挖土石方也尽量减少，继而尽力避

免发生地下水土流失;在建造围堰前，就必须先把原来能
够使用的原始土石施工场地替换成新型的钢结构工地环

境并加以考察;在堤防设计过程中，还必须对能够进行的
工程加以考虑。综上理念不仅可以使建设工程自身的永

久用地规模降低，同时可以使建设工程的弃土量和获地

率大幅度降低，进而使临时用地相对的规模，建设工程

产生的污染和生态环境的土壤侵蚀现象降低[5]。

4.2  完善设计工程边坡防护
以往的工程边坡保护关键为植草护坡、六边形框格

植草护坡、浆砌石护坡、喷砼护坡等，因此在施工边坡

中需要尽量不使用硬质路堤，而使用喷混植生植物、客

土挂网植草、蜂巢型网格植被等的路堤，可以使工程建

设区域的自然保护现象得到适当恢复，使因工程建设所

引起损害的自然风光和土壤侵蚀现象大幅度的降低。如

中国长江三峡的第五一级船闸及下游引航道边坡防护、

清江隔河岩水电站及发电厂房边坡防护、四川省国电大

渡河水电站营地高边坡防护、湖北省十堰市黄龙潭水电

站混凝土大坝开挖高边坡防护等技术采用的方法都是用

混植生的护坡，把这种护坡工艺叫做"石头上长草"的技
术。把草皮路堤技术应用在洪水位上，并按照具体工程

建设条件，选择不同防护类型进行设置，使施工的景观

效应得到很大程度改善[6]。新阶段国家对生态水利工程的

大力提倡，设计边坡保护类型必须和设计施工要求紧密

结合，尽可能选择的护坡种类为生态型。

4.3  完善设计工程土石方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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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资金不仅对工程土石方平衡造成了问题，

同时也对建设工程的临时占量、弃土量和借土量等都产

生了直接作用，对工程土石方平衡问题，还涉及到对弃

方的借记、对自挖作回填时的工程水土保持技术，还有

是对开挖方回填后所出现的工程技术问题等方面都开展

了探讨[7]。如堤防完成了土石方的清基工作，就应该进

行了调查考察，对是否可以直接使用土方进行了考察，

对能否直接使用土壤进行了检查，若是不能直接的就必

须考察能否采用了掺灰的办法，使弃土率和获土功能降

低，从而对附近的自然环境减小负面影响。关于管道引

水施工，需要考察其能否通过改善管道高程使建筑物的

回填率和开挖量减少。

4.4  完善设计施工工艺
水利工程拥有多样复杂的施工工艺，各种施工方式

造成笔筒严重的污染和水土流失，进行施工前必须仔细

比选、慎重考虑，不能贪图节约资金和便于施工而进行

粗放型的施工方式。在施工大坝堤肩工程时，必须选择

实施的先拦后凿的施工方式，防止施工堤肩的土石方工

程向河道滚落;堆弃土地时，应当采取实施的先拦后弃方
法，先使挡土墙安全完成，而后再弃土，以防止由于流

失弃土所引起的水土流失危害形成;引水管工程在经过河
流、铁路或公路之后，往往需要对其所通过的开挖施工

方法进行优先选择，如定向钻法等，以防止直接采取施

工的重大施工手段;至于已经浇筑完成的堤坝施工，则
因为有些的下游围堰是采取了自然溃的方法而没有将其

彻底清除，在河道中便产生了许多的施工环境土石方工

程，使河道上中下游的工农业生产发展和河道排洪功能

受到严重影响，必须根据生态环境的实际需要选择适当

排除的方式，凿除所有的施工环境土石方工程之后在指

定的储存地点运送下去[1]。

4.5  完善设计施工组织
在建筑施工中对占用临时位置有着直接联系，进行

工程设计前必须尽可能遵循水土保持的防止影响原理，

对施工的占用区域合理划定，不该进行无序开挖，将临

时占用区域任意增加。在弃土区面积逐步减小的同时，

可以相应地适度的修复取基坑土体[2]。而对于堤防施工

等，需要多处沿线弃渣和取土的线性施工，在需要加大

施工投入并不多的情况下，合理的实施集中弃渣和取

土，以避免任意扰动地表、任意滥挖乱倒的现象。而对

于合理布置施工地点方面，则必须通过研究施工程序与

方法，研究如何设置石料堆场、设备放置场地等可以灵

活迁移的场所在被占用施工区域或渣厂用地区域设置，

尽量不要另外占用、征地。

4.6  重视恢复设计临时占地
工程建设时一般重视施工区内的风景绿化、拦挡、

路基保护等工程，但往往对恢复施工的临时用地忽视。

在施工中不可避免的就是处理和修复临时占地，因此需

要特别设计[3]。而对于临时堆放点、施工路线、施工区

域、弃渣场、砂砾作业区、土石料场等区域，都需要特

别布设相应的修复方案，对于可以实施复耕的，尽可能

进行复耕，以弥补由于城市建设中征占土地所带来的破

坏，对于无法实施复耕的，则需要采取种草植树的措施

使地貌复原。

结语

综上所述，水利工程项目设计中应落实总体设计方

案，保持水利工程项目施工中生物多样性，并且对水土

保持技术进行综合管理，以此提升实际工作效率，为相

关人员施工与设计工作提供参考。同时，施工管理中，

由于项目管理技术具有明显的应用优势，对项目建设效

果产生积极影响，因此，还需要坚持技术创新。

参考文献

[1]钟鸣辉.水利水电工程生态设计理念和思路探讨[J].
广东水利水电，2018(06):8-11+18.

[2]陈炎松.水利水电工程设计中的水土保持理念[J].科
技创新与应用，2018(28):94-95.

[3]李佳萱.基于水土保持理念的水利水电工程设计[J].
建材与装饰，2019(20):285-286.

[4]曲波.水利施工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技术的有效运用
[J].科学技术创新，2020，（9）：124-125.

[5]王盼.浅谈如何做好农田水利建设施工过程中的水
土保持工作[J].农业科技与信息，2020，（2）：41-42.

[6]康璇，陈倩，王秀茹，等.低山区土地整理中的农
田水利工程设计[J].湖北农业科学，2019（16）：3395-
3398+3402.

[7]刘任远，李怀恩，吴胜德，等.考虑水土保持拦
沙效益的水库设计输沙量分析[J].水土保持通报，2019
（3）：33-36+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