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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电力技术与应用

关于水利工程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实践研究

高 超

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 扬州 225000

摘 要：传统水利工程建设的过程，往往是以经济效益为先，而对生态效益不够关注，因此生态环境所面临的问

题十分严峻。伴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水利工程建设中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加深，水土流失问题所造成

的后果非常严重，所以相关建设单位，必须要在结合工程发展实际的同时利用生态修复技术，开展有效的水土保持工

作，以降低水土流失所带来的危害，促进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化和良性发展，使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本文对水利工程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实践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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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利工程工作的过程中，对于水土保持工作而

言，生态修复是最有效的办法，水土的稳固性有了保

障，则施工过程会更加安全，生态修复和聚合资源可以

同时进行，这能够无形中提高效益，同时提高工程质

量，人力成本和经济成本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减少灾害的发生

在水利工程中开展生态修复作业，能够有效的避免对

自然生态的影响，在应用生态修复技术后，被破坏地块的

土壤固定能力能快速恢复到原有的状态，而土壤的蓄水能

力也能得到保障，有效避免了水土流失问题。地块土壤中

具有充足的水分，水循环能够有序的进行，而治理成效也

会因此提高，自然灾害的发生率也相应减少[1]。

促进相关行业利益和效益的综合性提高

水利水电工程，即是对自然界中原有的水循环系统

进行加工和改造，但就我国的实际发展状况而言，水利

水电工程在施工过程中，由于技术和方法的不完善，则

存在着水土流失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从一定程度上

影响着正常的生活、生产和工作。另外，水土流失问题

的存在也会伴随着一定的安全隐患，给当地居民的人身

和财产安全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在水利水电工程开

展的过程中，生态修复作业是一项必备的工作，不仅能

够保障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安全，同时也促进行业利益的

提升，是有效贯彻落实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途径。

提高蓄洪能力，降低洪涝灾害

蓄洪防涝是水利工程的重要功能，其发挥着增绿功

能作用，以满足周围地块的春秋灌溉所需。一旦水库周

围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则雨水将大量泥沙冲入水库

中，会导致水库水位升高，无形中增加了水库的压力以

及运行能力。而开展生态修复作业，通过利用周围树木

提高固沙效果，由此来提升水库蓄洪能力，减少洪涝灾

害的发生[2]。

改善环境，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

水利工程自身可以看作是小型的生态系统，其在稳

定持续的循环下能够完成自我的修复。在水利工程建设

工作中，由于管理工作不够完善，生态系统遭到了破

坏，自我修复和净化能力下降，而加之水土流失和植被

减少问题，自身的生态价值也随之降低。而利用生态修

复技术，能够使生态系统趋向平稳化，如将一些植物种

植到堤坝上，不仅能够改善环境，提高空间的利用率，

同时能够确保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使水库生态系统趋于

良性的循环状态。

工程概况

某水利工程主要功能为排涝、排污，就是将雨、污

水和洪水经过水道排入河道。但在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过程

中，加上人们对于环境的高要求，水道除了要有防洪排涝

的功能以外，同时更加注重生态功能，以及和谐、优美的

生活环境。所以在进行水利工程建设时，仅仅注重对水利

工程自身的建设远远不够，要在传统设计方法的基础上，

加以优化，将生态修复加入其中，最终建设环境优美、景

色宜人、绿色化的生态河道。所以在水利工程设计前期，

除了水利人员的参与外，更需要园林、景观、环保等的参

与，以不断强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实现河道工程防洪

排涝功能的同时，更能促进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打造绿

色生态工程，创造生态宜居之地。

生态设计内容

以满足水工要求为前提基础，不断优化堤防景

观，主要设计内容包含堤顶、堤坡景观以及步行道路；

滩地、河涌景观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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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园林进行设计改造，其中包含岸坡和堤防的

美化绿化、以及景观的设计等。

河道设计中两种特殊河岸断面的设计形式

石笼垫护岸式

在新河道建设中，新河道一些地段中具有水流流速

较高、岸坡严重渗水、河岸坡度缓、侵蚀严重的问题。

而在河道设计中采用石笼垫护岸，能够有效解决侵蚀的

问题。具体形式见图1。

石笼垫护岸+亲水平台形式

由于新建河道存在着水流流速较高、岸坡严重渗

水、河岸坡度缓、侵蚀严重等一系列的问题，而针对于

较为宽阔的河流岸坡，在河道设计中可以采取石笼垫护

岸+亲水平台的形式，将宽阔地设为亲水平台，为居民的

日常休息提供场所。居民可以在此休息，放松，为居民

创造宜居的优美环境，能够与大自然更加亲近。

稳定算例

砌石段稳定计算：在对河段生态坡度稳定性进行分

析的过程中，要从两方面着手分析，即：侵蚀稳定分析

和抗滑稳定分析。

（1）侵蚀稳定分析

1）临界剪应力

在本工程案例中，由于该河道的断面是复式断面，

一般情况下，水流流动是在河底的梯形断面内。其桩号

河段S0+721~1+300（石笼垫护岸段），河底宽16.4米，

底高程-1.69米，河床坡降1%，十年一遇汛期最高水位

0.81米，最大流量7.4m3/s。如图2。

由图3可知，水力半径R为

（1）

——过水断面面积，即53.5平方米；

——湿周，即27.58米；

所以， 米。

所以，由公式

τ0 γRSf（2）

τ0 ×1000×1.9398× （N/m2）

桩号S0+721~1+300河段的平均剪应力为19.01（N/

m2），对于顺直河道，最大剪应力τmax可由下式计算，τmax

τ0（3） （N/m2）在计算分析的过程中，由

于受到诸如湍流的瞬时值等因素的影响，剪应力最大值

应为乘以1.15系数以后的值，所以，最大剪应力为32.798

（N/m2）。

2）临界流速

结合水力学知识，我们可得到断面的平均流速V为

（4）

（m/s）

在桩号S0+721~1+300河段，土质为淤泥质粘土，

经查可知，粘土允许剪应力为12.44N/m2，允许流速为

0.914~1.37m/s。而该河段的实际平均剪应力为32.798N/

m2，断面平均流速为0.14m/s。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

允许流速大于平均值，而允许剪应力小于平均值，因此

只有对河岸进行有效的防护，河岸才能不被水流所侵

蚀。在这里要以河岸的自身实际进行考虑，河岸的附近

有鱼塘，还有一些居民，因此选择大面积开挖显然不可

行，所以石笼护岸以其自身施工简单、具有良好的稳固

河岸效果的特点，是对河岸进行防护的最佳选择。采取

石笼护岸措施确定之后，要根据衬砌材料的允许剪应力

和允许流速可知，石笼护岸的允许剪应力为478.49N/m2，

允许流速为4.26~5.79m/s，两个数据要远高于平均数据，

这与河岸不发生侵蚀的要求完全一致。另外从侵蚀分析

层面而言，石头的获取较为容易，价格不高，在工程上

使用不但经济实惠，还相对安全，所以最终分析可以采

用石笼护岸[3]。

3）抗滑稳定分析

在对抗滑稳定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将石笼作为岸坡

上的外加载荷，其度岸坡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通过计

算分析，得出抗滑安全系数为1.971，因此岸坡趋于稳

定[4]。另外，从抗滑稳定分析的层面而言，由于石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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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钢丝笼内装石头的结构，有利于岸坡的抗滑稳定，所

以石笼护岸完全符合要求。从上述抗腐蚀以及抗滑稳定

分析可以得出，石笼护岸完全符合要求，且由于在桩号

S0+721~1+300河段，居民以及鱼塘位于河岸的附近，大

面积开挖不切合实际，而石笼护岸不需要大面积开挖，

且施工较为简单，对于河岸也具有良好的稳固效果，因

此可以采用石笼护岸[5]。

结束语

总而言之，水利工程建设利国惠民，繁荣市场经

济，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在具体工程开展过程中，

要注重工程社会效益和环境经济效益的统一。水利工程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的实践中，对水土保持进行严格的监

管，以提高对水土保持的重视度，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

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不断发挥水利工程的重要作用以

及综合效益，推动水利工程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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