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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引水式水电站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保护对策分析

郜建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奎屯河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 新疆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 833200

摘 要：现代社会，引水式水电站的建设和运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

在引水式水电站建设和运营还可能对河流生态系统造成一定的影响和改变。因此，本文将首先分析引水式水电站项目

特征，之后探讨其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之后提出保护对策，希望提高引水式水电站建设环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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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引水式水电站的建设可能会涉及水域生态系

统的改变和破坏，如果不做好环境保护，不仅会阻碍引

水式水电站的顺利建设，还会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因此，建设单位必须意识到引水式水电站建设对生

态环境产生的影响，制定科学保护对策，才可提高引水

式水电站建设水准。*

1��引水式水电站项目特征

引水式水电站是一种利用引水管道或隧道将水引入

水轮机发电的水电站，引水式水电站一般通过引水管

道、引水渠道或隧道从高水位水源（如河流、湖泊等）

取水，然后通过引力输送至水轮机发电。引水式水电站

通常利用水源的水位差来产生水势能，通过引导水流到

发电机组上，驱动水轮机旋转以发电。引水式水电站需

要建设和维护大规模的引水设施，包括引水管道、渠

道、隧道等，以确保将足够的水量引导到水轮机处。引

水式水电站通常会建设小型水库或对河流进行调节，以

保证取水的稳定性和流量的控制。引水式水电站需要对

引水进行调度，合理控制水流量的供应和使用，以满足

发电需求。引水式水电站的选址通常相对灵活，可以根

据水资源的分布、河流特性和地形地貌等因素进行选

择，以便充分利用水能资源。引水式水电站在工程建设

和运营过程中对生态环境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如

水流改变、鱼类迁徙受阻等[1]。因此，环境保护和生态修

复也是引水式水电站项目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2��引水式水电站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2.1  水生生物栖息地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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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人们对能源的需求，引水式水电站逐渐成为

一种重要的发电方式。然而，这种建设方式也会对水生

生物栖息地造成破坏。建设引水渠和压力管道是建设引

水式水电站必不可少的一环。这些人工构筑物会打断河

流的自然流动，改变河道的水流速度和水质。水流速度

的变化会对鱼类的迁徙和繁殖造成困扰，影响它们的生

存条件。同时，水质的改变也会影响水生生物的生态平

衡。一些对特定水质要求较高的生物可能无法适应新的

环境，导致它们的数量减少甚至灭绝。此外，建设引水

式水电站也会破坏水生生物的栖息地。在建设过程中，

需要准确测量并预测水流量[2]，以便正确引导水流至水

轮机发电。这可能导致河床和河岸的改变，进而破坏水

生生物的栖息地。原本适宜鱼类生存的河床可能会被破

坏，失去洄游和产卵的条件。而河岸的改变也可能导致

河边植被的减少，进而影响岸上生物的生存环境。

2.2  水质影响
引水式水电站需要从河流或湖泊中大量取水，这导致

水体的流量减少和水位下降。水体流量减少，意味着水的

停滞时间增加，微生物和有害物质的积累可能会导致水质

恶化。当水位下降时，沉积物可能会暴露在空气中，进而

对水质产生不利影响。引水式水电站对水体的物理结构和

生态系统也会产生影响。取水后，水流的改变可能导致河

流的原本水生动植物迁徙或死亡。另外，建设大坝和导流

管道也会破坏河床和湖泊的自然景观，破坏了生态系统的

完整性。此外，水电站的运营也可能对水质产生影响。水

电站的排污通常包含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冷却水。这些

污水如果没有经过有效处理就直接排放到河流或湖泊中，

会对水质产生污染。特别是废热排放，会导致水温升高，

影响河流或湖泊的生态环境。

2.3  河流生态系统影响
引水式水电站的建设会直接导致河流水流的改变和

水面的减少。为了建设水电站，我们通常会修建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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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河流水流的受阻和改变。这会使得河水的流速变

缓，甚至在水坝的上游出现静水区。而水面的减少则会

导致河流的平衡被打破，进一步影响河岸景观的变化和

湿地生态的破坏。水电站的运营也可能对河流水温和溶

氧量造成变化。水电站通常会调节水流的放水量和流

速，这也会导致河水的水温发生变化。一些水电站在发

电过程中，会将深层水体抽引到上层，从而导致水温升

高。此外，水电站放水时所带来的气泡也会影响河水中

的溶氧量。这些变化都可能会对河流的水生植物、鱼类

等生物造成影响，影响它们的生长和繁殖。

2.4  生物迁徙
建设引水式水电站可能会阻断水生生物的迁徙，导

致鱼类无法上下游迁徙和繁殖。这对于一些依赖迁徙的

鱼类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它们的生命史循环需要在不同

的水域和生境中完成[3]。

2.5  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系统是地球上生物和非生物要素相互作用的复

杂网络。它们为人类社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服务，例如

水源供应、洪水调节、水土保持和湿地维持等。引水式

水电站的建设会对水源供应造成影响。水是人类生活和

农业生产的基本需求。然而，水电站的建设会改变河流

的水流模式，导致水源供应不稳定。这可能给当地居民

的饮用水供应造成困扰，并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

水电站的建设和运行会中断洪水调节功能。自然河流拥

有调节洪水的能力，但水电站的建设会改变河流的流速

和水位，限制了河流对洪水的调节能力。这可能导致洪

灾频发，危及当地居民的安全，同时也对农田和城市基

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此外，水电站的建设和运行可能

使水土保持能力降低。河流的水流是防止土壤侵蚀的重

要因素之一。当水电站建设完成后，水流速度减小，泥

沙淤积增加，导致土壤侵蚀加剧。这不仅对农田造成损

害，也会增加灾害风险，如泥石流和滑坡。水电站的建

设和运行可能损害湿地生态系统。湿地是许多鸟类、鱼

类和植物等生物的栖息地。然而，水电站的建设会改变

水体的营养输送和水位变化，进而破坏湿地的生态平

衡。这对湿地生物的生存和繁衍造成威胁，并可能导致

物种灭绝。

3��引水式水电站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保护对策

3.1  科学规划水生态保护区
在引水式水电站规划和设计阶段，为了保护和维护

生态环境的稳定与健康，应当划定水生态保护区。水生

态保护区是根据特定地区的生态环境特点划分出来的，

通常包括河道、湿地、鱼类繁殖区等重要生态要素。通

过建立保护区管理制度，可以限制或者禁止破坏水生态

环境的行为。水生态保护区的划定是基于对生态环境的

深入研究和评估。通过研究分析，能够确定哪些区域对

于水生态系统的稳定至关重要，并确定划定保护区的范

围和标准。在划定保护区时，既要考虑到保护重要的水

生态要素，也要兼顾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建立水

生态保护区管理制度是保证保护区有效运行的重要措

施。通过建立明确的管理措施和规范，能够限制或者禁

止破坏性的活动，确保保护区内生态环境的稳定和健

康。管理制度包括对保护区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管制和监

督，禁止任何破坏水生态系统的行为，并对违规者进行

相应的处罚。水生态保护区的建立对于维护水生态系统

的平衡具有重要意义。水生态保护区的划定和管理，有

助于保护和恢复鱼类资源，维护水体的生态完整性，促

进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建立水生态保护区管理

制度，我们不仅可以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还能够为生

态旅游和可持续利用水资源提供良好的环境。

3.2  做好激流区维持
引水式水电站激流区维持是一项重要的环保措施，

旨在保护河道的自然水利特征。在建设水电站时，应该

合理规划和设计，保留一定比例的激流区，以确保河道

的生态系统能够正常运转。可以通过减少取水口的数量

和大小来控制水流的调度。在水电站运行过程中，需要

从河流中取水供电站发电[4]，但是取水口的设置必须考虑

到河道的水流平衡，避免对周边环境造成过大的影响。

合理减少取水口的数量和增加取水口的直径，可以有效

减少对激流区的影响。同时，应该维持适宜的水流速度

和水力条件。水流的速度直接影响河道生态系统的稳定

性，过强或过弱的水流都会对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的栖

息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应该通过合理调控水电站

的水闸、水流分布等设施，保持适宜的水流速度，以维

护激流区的生态平衡。保护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的栖息

地是引水式水电站激流区维持的核心目标。在建设水电

站时，需要采取合适的措施来保护和恢复激流区的生态

环境，以维持水生物的生存条件。

3.3  制定科学鱼类保护与通行设施
随着引水式水电站建设日益增多，对水电站鱼类保

护和通行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安

装合适的鱼类保护设施和鱼道成为了必要的措施，既

可以促进鱼类的迁徙和繁殖，又能确保它们能够顺利完

成生命周期。一种常见的鱼类保护和通行设施是鱼梁。

鱼梁一般是在水电站建设时，在坝体上建造的人工构造

物。它们通常呈倾斜或弧形，用于引导鱼群绕过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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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避开危险区域。鱼梁的设计需要考虑鱼类的游动方

式和需求，确保鱼类能够自然顺畅地通过。另一种鱼类

保护设施是人工鱼道。由于水电站建设导致河流水流阻

断，鱼类无法正常迁徙和繁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设

计了人工鱼道，类似于水流设备，用来引导鱼类通过水

电站。人工鱼道通常由一系列的流水池和滑槽组成，可

以模拟河流的水流特性，帮助鱼类顺利通过坝体。此

外，鱼梯也是一种常见的鱼类通行设施。鱼梯可以在堰

坝或其他高度差较大的地方建造，为鱼类提供上下游的

通道。鱼梯的设计是根据鱼类的行为习性和游泳能力来

制定的，通常采用逐级升高的池塘结构，帮助鱼类克服

高度差，顺利完成迁徙。

3.4  做好河道生态补偿与改善
在建设引水式水电站的过程中，河道的生态系统往

往会遭受到破坏，水生物资源受到威胁，植被减少，水

质下降等问题。为了保护河道生态环境，需要采取相应

的补偿和改善措施。进行河道水生物资源监测和保护是

非常重要的。在建设引水式水电站之前，应当对河道中

的水生物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监测，了解各种鱼类、藻类

以及其他水生生物的分布和数量。在建设过程中，需要

采取保护措施，避免对水生物资源造成影响。同时，还

要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对河道中的水生物进行保护和

监管。在建设水电站之后，可以通过人工恢复和修复的

方式，使河道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可以采取种植适应

当地环境的植物，增加河道的植被覆盖率，提高水质，

减少水土流失等问题。同时，还可以修建人工湿地，增

加湿地面积，提供更多的栖息地，促进水生物的繁衍和

生长。河道的植被对于维护河道生态平衡和生态系统的

稳定具有重要作用[5]。在建设引水式水电站之后，可以采

取种植适应当地环境的植物的方式，重建河道的植被。

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河道的生态环境，还可以保护河岸，

减少土地侵蚀和水土流失的问题。

3.5  加大环境监测
加强引水式水电站的环境监测工作，定期公开环境

监测报告，对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水电站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加强水电站的环境监测工作能够及时

掌握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了解水电站对周围生态环

境产生的影响。通过对环境指标的监测，可以评估水电

站在水质、水生态、水量等方面的影响程度，为制定相

关措施和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定期公开环境监测报告能

够提高引水式水电站的透明度。公众和相关部门可以通

过报告了解水电站运行情况，掌握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程度。同时，公开报告也能够增加社会监督，促使水电

站建设单位在环境保护方面加大投入、改进措施，减少

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此外，向社会公众和相关部门

提供数据和信息，有助于推动水电站建设和运营的可持

续发展。相关部门可以依据监测数据制定相应政策和标

准，保护水资源，促进水电站的可持续利用。同时，公

众也能够更好地了解水电站的运行情况，参与环保工

作，共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并且，引水式水电站建设

单位应接受来自公众和相关部门的监督，及时改进工作

不足之处，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确保水电站对生态环境

影响的可控性。

结语：引水式水电站建设与运营会对河流生态系统产

生一定影响，因此建设单位与相关部门应做好水生态保护

区划、激流区维持、河道生态补偿与改善、水资料公开和

监测报告等工作，才可将引水式水电站建设与运营对生态

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降至最低，发挥引水式水电站价值，

造福更多人民群众，同时对生态环境形成周全保护，促进

我国引水式水电站事业得到持续、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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