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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生态设计理念和思路

朱平儒
博兴县吕艺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山东�滨州�256600

摘�要：水利水电工程是重要的基础设施，但在建设过程中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为了实现可持续发

展，生态设计理念和思路在水利水电工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介绍了水利水电工程生态设计的理念和思路，包括

尊重自然环境、保护生态系统、优化水资源利用、促进生态恢复、实现生态平衡和强化环境管理等方面。通过这些措

施，可以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和污染，并促进生态系统的恢复和稳定，实现水利水电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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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水利水电工程是保障国家和地区水资源安全

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但在建设过程中可能会对

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随着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

视程度不断提高，生态设计理念和思路在水利水电工程

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旨在介绍水利水电工程生态设

计的理念和思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1��水利水电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1）对水生生物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影响鱼类
的迁徙和产卵。在天然河流中，鱼类会根据季节和水位

的变化进行迁徙，寻找适合的繁殖场所和食物来源。然

而，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往往改变了河流的自然水文情

势，使得鱼类的迁徙和产卵受到干扰。例如，鱼类可能

无法通过水坝或者水库，或者在水电站运行期间，水流

速度的改变可能影响鱼类的繁殖和生长。（2）对陆生生
物产生影响。例如，工程建设可能破坏动物的栖息地，

影响植物的生长。在施工过程中，可能会砍伐森林、占

用湿地和破坏草原等，使得许多动物失去了生存的环

境。同时，施工期间的建设活动也可能会引起水土流失

和土地退化等问题，这些都会对陆生生物的生存环境产

生不良影响。（3）会对水质产生影响。例如，水库的蓄
水可能会改变下游的水质。在蓄水期间，水库可能会吸

收大量的污染物和营养物质，当这些物质被释放到下游

时，可能会对下游的水质产生不良影响。此外，水电站

的运行也可能会产生污染物质，例如冷却水和废渣等，

这些都会对水质产生不良影响 [1]。（4）对气候产生影
响。例如，水库的建设可能会改变局部的气候。大型水库

的建设可能会改变周边地区的气候模式，例如温度和湿度

等。此外，水电站的运行也可能会产生温室气体，例如

二氧化碳和甲烷等，这些都会对气候产生不良影响。

2��生态设计理念在水利水电工程中的应用

2.1  尊重自然

首先，在工程规划阶段，应该对当地自然环境进行

深入调查和研究，了解当地的植被、动物、水文等自然

条件。同时，应该根据工程的需求和自然环境的实际情

况，制定科学合理的设计方案。在方案中，应该充分考

虑如何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避免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

发和破坏。其次，在施工过程中，应该采取最小的破坏

措施，保护植被和动物栖息地。对于不可避免的破坏，

应该及时进行生态修复和恢复。例如，在施工过程中可

能会砍伐树木或占用湿地，应该及时进行土地复垦和植

被恢复，以确保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再次，在水电站的

设计和运行过程中，也应该考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例

如，水电站的建设可能会改变河流的水文情势，从而影

响鱼类的迁徙和繁殖。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应该考虑

采取措施保护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例如建

设鱼道或采取其他生态补偿措施。同时，在水电站的运

行过程中，也应该采取措施减少对水资源的消耗和污

染，例如优化调度、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等。最后，在

水利水电工程的运营和维护过程中，也应该加强对生态

环境的监测和评估。通过监测和评估，可以及时了解工

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修复和

补偿。同时，也可以通过监测和评估，不断优化工程的

设计和运行管理，提高工程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2.2  保护生物多样性
首先，在工程规划阶段，应该对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进行全面的调查和研究。这包括对当地植物、动物和微

生物的种类、数量、分布和生态习性的了解。这种调

查不仅有助于评估项目的环境影响，也为后续的生态补

偿和恢复工作提供了基础数据。同时，应该根据工程的

需求和生物多样性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设计方

案。在方案中，应该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

性的破坏。其次，在施工过程中，应该采取措施保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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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和动物栖息地。对于不可避免的破坏，应该及时进行

生态修复和恢复。例如，在施工过程中可能会砍伐树木

或占用湿地，应该及时进行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以确

保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此外，应该采取措施防止施工过

程中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例如控制施工噪声、减少

尘土污染等。再次，在水电站的设计和运行过程中，也

应该考虑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例如，水电站的建设可

能会改变河流的水文情势，从而影响鱼类的迁徙和繁

殖。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应该考虑采取措施保护鱼类

和其他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例如建设鱼道或采取其他

生态补偿措施。同时，在水电站的运行过程中，也应该

采取措施减少对水资源的消耗和污染，例如优化调度、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等。此外，还应该采取措施防止水

电站运行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例如控制废水

排放、减少固体废物等[2]。另外，水电站运行后，应持

续监测生物多样性变化情况。这包括对水生生物（如鱼

类、昆虫和其他水生植物）的监测，以及对陆生生物

（如鸟类、哺乳动物和其他陆生植物）的监测。这种监

测有助于评估项目的长期影响，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同时，通过这些数据也可以看出生态恢复工作的效果，

为未来的项目提供经验和参考。最后，应该加强公众教

育和宣传工作。提高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和保护意

识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教育和宣传活动，可以增强公众

对水利水电工程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理解，从而促使他

们采取积极行动来保护和维护生物多样性。同时，也可

以鼓励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的监测和保护工作，形成政

府与公众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

2.3  可持续利用
首先，在工程规划阶段，应该进行全面的水资源评

估和可持续性分析。这包括对当地的水资源量、水质、

可利用程度以及水资源的时空分布进行深入了解。同

时，应该考虑如何通过工程措施和管理策略来提高水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例如，在水电站的设计中，应该考虑

采用节水技术和设备，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并降低

对环境的影响。其次，在施工过程中，应该采取措施减

少对水资源的消耗和污染。这包括优化施工方案、合理

利用水资源、减少浪费和污染等。例如，应该采取有效

的水土保持措施，减少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并保护

周边的水资源。此外，应该加强施工过程中的水资源管

理，建立水资源监测和统计制度，及时掌握水资源的使

用情况和管理情况。再次，在水电站的运行过程中，应

该采取措施优化水资源利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这

包括合理调度水资源、实现水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减少

浪费和污染等。同时，应该加强废水处理和回收利用，

将废水转化为可再利用的资源，减少对自然水资源的消

耗。此外，应该加强水电站运行过程中的水资源管理，

建立水资源监测和统计制度，及时掌握水资源的使用情

况和管理情况。最后，在水利水电工程的运营和维护过

程中，应该加强对水资源的监测和管理。通过监测和管

理，可以及时了解工程对水资源的影响和管理情况，从

而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优化和管理。

2.4  恢复与重建
首先，在工程规划和设计阶段，必须对潜在的生态

影响进行深入评估。这包括对受影响的动植物种群、土

壤质量、水文条件等进行详细调查。只有充分了解工

程可能带来的生态风险，才能制定出有效的恢复与重建

策略。其次，在施工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

破坏。若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影响，必须及时进行补偿性

恢复。例如，若施工导致了植被破坏，应选择适当的植

物种类，进行植被恢复，确保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

性。再次，工程完工后的恢复与重建工作更为关键。此

时，重点是对受损的生态系统进行恢复和重建。这可能

涉及到土壤改良、植被重建、栖息地修复等多个方面。

选择合适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种类，构建一个能够自

我维持并逐渐恢复其原始状态的生态系统是至关重要

的。此外，管理也包括对周边社区进行教育，提高他们

的生态意识，确保他们参与到恢复与重建工作中来，形

成政府与公众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

3��水利水电工程生态设计思路

3.1  坚持规划优先
首先，在工程规划阶段，应全面评估工程对生态系

统和自然环境的影响。这包括对水资源、土地资源、生

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影响进行深入了解。评估

结果将为后续的生态设计提供基础数据和指导。其次，

在规划过程中，应注重生态保护和恢复措施的制定。这

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植被恢复、水文保持等措施，以

及促进生态恢复和平衡的策略。通过制定这些措施，可

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和污染，并促进生

态系统的恢复和稳定。再次，规划过程中应注重工程水

资源的高效利用。这包括优化水资源配置、提高水资源

利用效率、减少浪费和污染等措施。通过高效利用水资

源，可以减少对自然水资源的消耗，同时降低工程对周

边环境的影响。最后，规划过程中还应考虑建立环境监

测和管理机制。这包括对工程对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的

影响进行长期监测，以及建立相应的管理和应对机制。

3.2  强化施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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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施工过程中，应采取严格的生态保护措

施。这包括减少对植被的破坏、保护湿地、防止水土流

失等。同时，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施工废水和废弃

物的排放，防止对周边水环境和土壤环境造成污染。其

次，施工过程中应注重采用环保材料和技术。这包括使

用低毒低害的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采用节能技术和设

备等。通过采用环保材料和技术，可以减少对自然资源

的消耗和浪费，同时降低工程对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3]。

再次，施工过程中应注重生态恢复和治理。在工程完工

后，应及时进行植被恢复和土地整治，以恢复受损的生

态系统。同时，应加强废水处理和回收利用，将废水转

化为可再利用的资源，减少对自然水资源的消耗。最

后，施工管理过程中应注重建立环境监测和管理机制。

这包括对工程对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的影响进行长期监

测，以及建立相应的管理和应对机制。通过监测和管

理，可以及时掌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情况，并采取

相应的措施进行优化和管理。

3.3  优化运行调度
首先，应建立科学的运行调度模型。这包括考虑自

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对水资源需求的影响，以及不同季节

和年份的水文条件。通过建立模型，可以制定出更加科

学合理的运行调度方案，以满足工程对水资源的需求，

同时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和污染。其次，应注重水资

源的优化配置。在运行调度过程中，应综合考虑生活用

水、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和生态用水等方面的需求。通

过优化配置，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同时保障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再次，应加强水文监测

和预报。在运行调度过程中，应及时掌握水文变化情

况，包括降雨量、水位、流量等数据。通过监测和预

报，可以更加科学地制定运行调度方案，并及时调整方

案以应对突发情况。最后，应注重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

复。在运行调度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和污染。同时，应加强生态恢复和治理工作，包括植被

恢复、湿地保护、水土保持等措施。通过保护和恢复生

态系统，可以提高工程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3.4  加强监测与评估
首先，应建立科学的运行调度模型。这包括考虑自

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对水资源需求的影响，以及不同季节

和年份的水文条件。通过建立模型，可以制定出更加科

学合理的运行调度方案，以满足工程对水资源的需求，

同时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和污染。其次，应注重水资

源的优化配置。在运行调度过程中，应综合考虑生活用

水、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和生态用水等方面的需求。通

过优化配置，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同时保障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再次，应加强水文监测

和预报。在运行调度过程中，应及时掌握水文变化情

况，包括降雨量、水位、流量等数据。通过监测和预

报，可以更加科学地制定运行调度方案，并及时调整方

案以应对突发情况。最后，应注重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

复。在运行调度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和污染。同时，应加强生态恢复和治理工作，包括植被

恢复、湿地保护、水土保持等措施。通过保护和恢复生

态系统，可以提高工程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结语：总之，水利水电工程生态设计是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尊重自然环境、保护生态系统、

优化水资源利用、促进生态恢复、实现生态平衡和强化

环境管理等多种手段，可以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和污

染，并促进生态系统的恢复和稳定。同时，在规划、施

工、运行等环节中应注重生态优先的原则，以实现水利

水电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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