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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岸坡防护技术在河道生态综合治理工程中的应用

王真英
北京市密云区潮白河道管理所 北京 101500

摘 要：河道生态综合治理在维护生态平衡、保障水安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深入探讨了生态岸坡

防护技术在河道生态综合治理工程中的应用。首先，详细概述了生态岸坡防护技术与河道生态综合治理之间的紧密关

系。接着，对多种生态岸坡防护技术展开了深入分析，其中涵盖植被护坡技术、土工材料护坡技术、石笼护坡技术、

三维植被网护坡技术以及生态混凝土护坡技术等。随后，具体阐述了这些技术在河道治理中的实际应用，包括进行河

岸防护设计、应用土工材料复合种植基护坡技术、有效改善河道景观以及建立科学的效果评价体系。旨在为提升河道

生态综合治理水平提供切实有效的参考，以实现生态保护与水利工程的有机结合，促进河道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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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河
道生态综合治理工程越来越受到重视。传统的河道岸坡

防护方式往往注重工程的稳定性，而忽视了生态功能。

生态岸坡防护技术的出现，为河道生态综合治理提供了

新的思路和方法。这种技术不仅能够确保岸坡的稳定

性，还能有效恢复河道生态系统，改善水环境，提升景

观价值。将详细介绍生态岸坡防护技术在河道生态综合

治理工程中的应用。

1��生态岸坡防护技术与河道生态综合治理概述�

在当今时代，生态岸坡防护技术与河道生态综合治

理紧密相连，共同为维护河流生态系统的健康发挥着关键

作用。生态岸坡防护技术旨在通过采用一系列生态友好的

方法来保护河道岸坡，避免水土流失和岸坡坍塌。与传统

的硬质护坡手段不同，生态岸坡防护技术更加注重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它充分考虑了河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将植

物、土工材料、石笼等多种元素有机结合起来，既保证了

岸坡的稳定性，又为水生生物提供了栖息和繁衍的场所。

河道生态综合治理则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涵盖了水质改

善、水生生物保护、岸坡稳定等多个方面。其目标是恢复

河道的自然生态功能，提高河流的自净能力，营造出一个

健康、美丽的河流生态环境。在这个过程中，生态岸坡防

护技术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

运用生态岸坡防护技术，可以有效控制水土流失，减少泥

沙进入河道，从而改善水质，植被的生长和生物的栖息也

有助于增加河道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此外，生态岸坡

防护技术还能提升河道的景观价值，为人们提供一个亲近

自然、休闲娱乐的好去处[1]。

2��生态岸坡防护的技术分析

2.1  植被护坡技术

植被护坡主要是通过在岸坡上种植各类植物来实现

防护目的。草本植物如狗牙根、高羊茅等，生长迅速，

能在短时间内覆盖岸坡表面，减少雨水直接冲刷。灌木

如紫穗槐、胡枝子等，根系较为发达，可深入土壤中，

增强岸坡的稳定性。乔木则能为其他植物提供遮荫，营

造良好的生态小环境。植被护坡具有多方面的优势。一

方面，它能有效防止水土流失，降低洪水对河岸的侵蚀

力度。另一方面，丰富的植物群落为鸟类、昆虫等生物

提供了栖息地，增加了生物多样性，植被还能美化河道

景观，为人们带来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色。在实施植被护

坡技术时，需根据岸坡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植物种

类进行搭配种植，并做好后期的养护管理工作，以确保

植被护坡的效果持久稳定。

2.2  土工材料护坡技术
土工材料护坡技术是一种先进的生态护坡解决方

案，它采用高强度、耐腐蚀的土工合成材料（如土工

布、土工膜、土工格栅等）作为核心材料，结合土壤、

植被等自然元素，构建出既稳固又生态的护坡系统。该

技术通过土工材料的加筋、隔离、防渗等功能，有效增

强边坡土体的整体性和稳定性，减少水土流失，土工材

料具有良好的透水性和透气性，能够保持土壤与植被之

间的水分和气体交换，为植物生长提供有利条件。在土

工材料护坡技术的应用中，通常会结合植被护坡技术，

即在土工材料上覆盖一层适宜的植物土壤，并种植本地

化的植被，形成复合护坡系统。这样既能发挥土工材料

的物理加固作用，又能利用植被的生态修复功能，实现

边坡的长期稳定与生态恢复。土工材料护坡技术以其高

效、经济、环保的特点，在河道、湖泊、海岸及城市道

路的边坡防护工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现代生态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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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2]。

2.3  石笼护坡技术
石笼护坡技术是一种创新的生态护坡方法，它利用

金属网格或高强度合成材料编织的笼子（即“石笼”）

作为骨架，内部填充石块、卵石或其他硬质材料，形成

坚固且透水的护坡结构。该技术通过石笼的柔性结构和

填充物的自然重量，有效抵抗水流冲刷和土壤侵蚀，增

强边坡的稳定性，石笼间的空隙允许水流通过，减少了

水压力对边坡的直接影响，促进了水体与土壤的自然交

换，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恢复与维持。石笼护坡技术还具

有良好的生态兼容性，其多孔结构为植物生长提供了有

利条件，促进了植被的自然恢复与繁衍，进一步增强了

边坡的生态防护能力。此外，该技术施工简便，材料来

源广泛，可就地取材，降低了工程成本，符合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

2.4  三维植被网护坡技术
三维植被网护坡技术是一种新型的生态护坡方式。

三维植被网由多层塑料凹凸网和双向拉伸平面网组成。

铺设在岸坡上，它就像一张巨大的保护网，紧紧地护住

土壤。一方面，凹凸不平的结构能够为植物提供良好的

生长空间，让草籽、树种等得以扎根其中，迅速生长发

育。随着植被的不断繁茂，植物的根系深深扎入土壤，

犹如无数只小手牢牢抓住大地，极大地增强了岸坡的稳

定性。另一方面，三维植被网能够有效减缓雨水对坡面

的冲刷。当雨水落下，它如同一个过滤器，让一部分雨

水渗入土壤，补充地下水，另一部分则被分散引导，避

免了集中水流对坡面的侵蚀破坏。同时，这种护坡技术

还具有良好的景观效果，绿色的植被与周围自然环境融

为一体，为大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它施工简单，成本

较低，能快速发挥防护作用，是一种值得广泛推广的生

态护坡技术。

2.5  生态混凝土护坡技术
把传统水泥护坡的优点与新型水泥护坡的特点相结合

的护坡被称之为生态水泥护坡，其特点是适应性较强，能

够适应各种植被的生长发育要求。具体操作:将砾石、混
凝土和水泥按的配比拌和，并通过机械振压成形，在缝隙

里填满为植被生长需的物料，把植物放入混凝土内，随着

植物的持续生长发育，根系逐渐穿过混凝土内部孔隙到达

下部土壤之中，从而提高护坡土体整体的稳定性。在生态

混凝土内部孔隙中，由于透水性和透气性较好，腐殖土得

到了较好的发育，为植物种子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可

以使周边环境得以改善，在确保河道安全的同时使河道内

部水体净化，实现河道水系中的生物多样性。在生态护

坡中，生态混凝土是主体，具有以下三个作用：防护作

用、恢复和改良生态环境作用、水域整体生态的改善作

用和生物多样性的促进作用。

3��生态岸坡防护技术在河道治理中的应用

3.1  合理运用生态岸坡防护技术进行河岸防护设计
生态岸坡防护技术的关键就在于岸坡的设计，可以

通过各种方法对河岸进行生态防护，保证河道边坡的稳

定性，常见的河岸防护技术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

生态岸坡防护技术采用植被覆盖、生物工程等手段，增

加岸坡的抗冲刷能力。植被根系可以固定土壤，减缓水

流速度，减少水流对岸坡的冲击，从而有效防止岸坡的

侵蚀和崩塌；第二，生态岸坡防护技术通过植被覆盖、

生物工程结构等方式，提升岸坡的稳定性。植被的生长

能够增加土壤的抗风化能力，生物工程结构如生物护岸

网、柳条编织等可以增加岸坡的强度和稳定性，防止其

因水流冲刷而崩塌；第三，生态岸坡防护技术通过植被

根系的固土作用，可以有效保持土壤，减少土壤侵蚀和

水土流失。这有助于保持岸坡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同时

减少对河道水质的污染；此外，生态岸坡防护技术在进

行河岸防护的同时，也注重了生态修复和生态保护。选

择适宜的植被种类和配置方式，可以促进生物多样性恢

复，提供生物栖息地，改善河道生态环境[3]。

3.2  土工材料复合种植基护坡技术的应用
在河道治理中，土工材料复合种植基护坡技术正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护坡技术融合了土工材料

与自然植被的优势。土工织物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它就像一位坚强的守护者，具有出色的加筋作用，能

够牢牢地固定土壤，防止其在水流冲击和雨水冲刷下

流失。即使面对湍急的河水，土工织物也能稳如泰山，

为岸坡提供坚实的支撑。而营养土则如同滋养生命的温

床。它富含植物生长所需的各种养分，为种子的萌发和

植物的茁壮成长创造了理想的条件。当植物种子播撒在

这片肥沃的土壤中，它们便如同获得了生命的力量，迅

速生根发芽。随着时间的推移，植物们逐渐长大，形成

一片茂密的植被覆盖层。这些绿色的生命不仅为河道增

添了生机与活力，更是一道坚固的生态防线。它们的根

系深入土壤，进一步加固岸坡，提高其稳定性，植被还

能吸收雨水，减少地表径流，降低水土流失的风险。此

外，土工材料复合种植基护坡技术还具有施工方便快捷

的优点。与传统的护坡方式相比，它不需要大量的人力

和物力投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施工。而且，这

种技术适用于各种地形和土壤条件，无论是陡峭的山坡

还是松软的沙地，都能发挥出良好的防护效果。在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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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它更是与自然和谐共生。植物的存在为野生动物

提供了栖息和觅食的场所，促进了生物多样性的发展，

绿色的植被也能改善河道周边的生态环境，净化空气，

调节气候。

3.3  应用生态岸坡防护技术改善河道景观
生态岸坡防护技术在河道生态综合治理工程中可以

有效地改善景观，增强河岸的生态美观性，常见手段包

括以下几种：第一，通过合理选择和配置水生植物，

可以使河岸线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绿色植被，增加景观的

层次感和丰富度。不同季节或不同植物的生长状态也能

带来季节性的景观变化，为河道增添魅力；第二，生态

岸坡防护技术的设计注重模拟自然生态系统，通过构建

适宜的生物栖息环境和水生植被群落，使河岸具备自然

的生态特色。这种自然特色的呈现能够提升景观的品质

和吸引力；第三，生态岸坡防护技术可以与景观艺术手

法相结合，如在生态岸坡上设置石头、木材等元素，形

成具有艺术性的景观节点和景观构筑物。这些艺术元素

与自然景观相融合，增加了河岸的视觉吸引力和观赏价

值。生态岸坡防护技术的设计考虑到人与自然的互动，

例如设置步道、观景平台等设施，使人们能够近距离接

触水域环境，感受自然之美，增加景观的互动性和体验

性。需要注意的是，生态岸坡防护技术的景观改善需要

综合考虑生态功能、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在设计和实施

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环境特点、社区需求和

文化背景，确保景观改善与生态保护的协调统一，营造

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河岸景观。

3.4  建立生态岸坡防护技术的效果评价体系
在河道生态综合治理工程中，为了科学评估生态岸

坡防护技术的实施效果，建立一套全面、客观的效果评

价体系至关重要。该体系应涵盖多个维度，以确保评

价的全面性和准确性。第一，防洪能力作为首要评价指

标，需考虑生态岸坡在抵御洪水、减少水土流失方面的

实际效果。通过监测洪水期间的水位变化、岸坡稳定性

以及水流速度等参数，可以量化评估其防洪性能。第

二，水质改善也是评价生态岸坡防护技术效果的关键指

标。通过定期检测水质指标，如溶解氧、氨氮、总磷

等，可以评估技术对水质的净化能力及其对水生生态系

统健康的促进作用。第三，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是评价体

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岸坡应能为水生生物和陆生

生物提供适宜的栖息地，促进生物多样性的恢复与增

加。需对生态岸坡上的植被种类、数量、分布以及水生

生物群落结构等进行监测和评估。第四，社会经济效益

也是不可忽视的评价维度。生态岸坡防护技术的实施不

仅有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还能提升周边地区的社会经

济效益，如改善景观环境、促进旅游业发展等。因此，

在效果评价体系中应纳入相关经济指标，以全面反映技

术的综合效益[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生态岸坡防护技术在河道生态综合治理工

程中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和价值。它不仅有效提升了河道

的防洪能力，还促进了水质的改善与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为构建健康、和谐的河道生态系统奠定了坚实基础。未

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生态岸坡防护技

术将在更多河道治理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实现水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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