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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刻不容缓,针对研究地区的生态环境特点,需要进一步采取有效的治理技术,从而使生态环

境得到有效保护及改善。以我国西部地区为例,在地质与气候环境条件方面存在恶劣的特点,并且水土流失情况严重,生态环境

脆弱；针对这些现实问题,便需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及治理工作,使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本课题重点围绕“生

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技术”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掌握有效的技术方法提供具备价值的参考建议。 

[关键词] 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技术；水土流失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社会经济稳步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对

环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尤其是我国细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劣,

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并根据地区的特点,实施有

针对性的治理技术方案,从而使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有

效改善。比如,根据相关研究报道,在膨胀土地区公路环境保

护过程中,合理地规范及使用治理技术,便能够达到绿化的作

用,使水土流失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还达到了显著的护土固坡

的作用[1]。总之,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本课题围绕“生态环境

保护和治理技术”进行研究具备一定的价值意义。 

1 膨胀土地区公路环境保护及技术方案分析 

1.1 问题剖析 

对于膨胀土,主要特点为胀缩、崩解以及多裂隙灯,为一

类具备特殊结构的粘性土,土壤在质地上存在细腻、致密的

特点,吸水膨胀,失水泽收缩,其破坏主要表现为浅层性及多

发性,在年蒸发量比降雨量高的半干燥及半湿润地区较为多

发。在土体水分变多的情况下,体积膨胀会产生膨胀压力,

使其强度降低；在干燥失水的情况下,体积呈现收缩的状态,

进一步出现收缩裂隙。值得注意的是,在干湿循环变化反复

出现的情况下,会对植物根系造成很大程度的影响及破坏,

使得原生植物的生长受到抑制,并且使土层的稳定性受到破

坏,进一步引发水土流失及再生产能力降低等问题。 

1.2 层次分析法的使用 

在上述分析过程中,认识到膨胀土对一些地区公路环

境造成的影响较大,所以有必要根据膨胀土的特点,合理地

分析利用水土保持技术,使膨胀土造成的破坏得到有效控

制[2]。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发现通过层次分析法的应用,

纳入环境影响因素及植被生态恢复影响评价以及水土保持

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通定量分析法,制定了有效

的解决方案。例如：调查及筛选膨胀土地区的植物种类,

进一步对膨胀土地区的植物种类分布特点进行分析总结,

并针对乡土植物根系的特点进行研究,通过实验分析,提出

有针对性的公路路域生态恢复方案,并制定合理科学的边

坡防护植物种植方案。 

1.3 解决方案 

通过层次分析法的使用,针对上述提到的膨胀土问题,

制定的植种改进方案为“草本植物＋小灌木”,达到了很好

的防护及生长效果,使边坡植被群体的稳定性及层次性得到

有效保障,使公路边坡植被灌木化速度加快。与此同时,针对

膨胀土地区公路路域植被恢复及水土保持不够理想的路堑

边坡,所使用的工程稳定改进方案为“挡、防、支、护”相

结合,同时,采取“截、堵、排、疏”相结合的防排水解决方

案[2]。此外,联合植被防护方案,对工程排水及植被防护的优

势充分融合,使边坡的稳定得到有效维持,并使水分不会发

生较大的改变,进一步降低了破坏的发生,具体为：在坡顶采

取截堵的解决方案,在坡体采取无砂大孔支撑加固排水及坡

面排水方案,在坡面采取肋拱护坡方案,坡脚采取支挡防护

方案,并对坡面进行植被恢复处理,进一步形成完善的排水

疏导系统,使水对膨胀土的影响能够有效降低。 

1.4 效果评价 

1.4.1 经坡体含水量观测发现,可以使边坡土体水分的

变化得到有效控制,进而使边坡浅层坍塌破坏得到有效避免,

使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促进植被恢复,并使路域环境得

到有效美好。 

1.4.2基于整体防排水工作当中,针对膨胀土坡体,选择

使用了无砂大孔混凝土,以此作为支撑渗沟,这样边坡土体

便能够实现支撑加固,同时还可以实现有效排水。以云南安

楚高速公路的膨胀土边坡为例,便采取了此类处理方案,使

边坡得以稳固,使植被有效恢复,效果突出。 

1.4.3 在坡面植被种植土壤改良过程中,选择使用有机肥

(复合肥)的增施,并掺和YNEC土壤坪床改良剂,采取耕作土进

行回填处理,这样膨胀土坡面便得到有效改良,能够使土壤团

粒结构的形成得到有效促进,并使水、肥、气、热的情况得到

有效调节,使土质偏粘性的缺点得到有效解决,使土壤肥力提

升,让种植在膨胀土坡面的植物容易成活及生长发育。 

2 冻土地区公路建设环境保护及治理技术方案分析 

2.1 问题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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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土地区以我国青藏高原为代表,尤其该地区的自然地

理环境特殊,使其存在特殊的生态特性。根据在该地区的公

路建设实践工作发现,冻土地区环境造成的环境影响较为突

出,比如使得植被受到破坏,影响植被的生长；导致冻土发生

退化的问题,加快了水土流失,并出现土地沙漠化现象[3]。此

外,对于沿线沼泽湿地,则出现面积减小的问题,同时野生动

物的生活规律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2.2 技术分析 

通过多年冻土地区公路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指标体

系的构建,结合我国《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

进一步对人工植被对保护冻土的作用进行分析,并结合地理

信息系统等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应用,制定了综合生态环境保

护改进方案,其中涵盖了植被的保护及恢复技术,水土流失

的防治技术,野生动物保护及冻土保护措施等。例如：针对

青藏高原部分路域出现的冻土问题,采取地理信息系统等相

关现代化信息技术进行分析,了解冻土地区降雨特征及和边

坡产流产沙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公路边坡水土流失产生的影

响,为进一步技术的实施奠定有效基础。 

2.3 效果评价 

通过综合治理方案的实施,在公路施工及运营期间,降

低了对冻土的扰动,并加强了冻土的保温保护。植被治理方

案的实施,能够起到显著的水保效益作用,在植被随之生长

的情况下,植被水土保持发挥了很大的潜力；通过冷却路基

方法的使用,使公路沿线的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3 案例分析 

本课题以国道 315 线病害治理工程为例,其主要的治理

方法及环境保护技术的实施内容如下： 

3.1 计算分析 

通过多断面约束条件下的比降面积法的应用,对历史洪

水洪峰流量进行计算,对相对应地区的洪峰流量进行设计,

并进行曲线分析。与此同时,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发现国道

315线依吞布拉克-且末端容易出现水毁的情况,使用了回归

分析的方法,进一步使用了适合在此区域应用的计算方法。 

3.2 防护处理 

基于路基防护工作当中,采取了新型的材料,包括格宾

护坦、格栅护坦以及格宾破墙等,通过新型材料有效实施形

成的防护结构,能够起到很好的水毁治理作用。 

3.3 环境管理及监察 

对于干旱区域公路路域工程,通过遥感信息技术的使用,

对依吞布拉克-且末端公路路域景观生态功能区进行合理划

分,同时通过环境行动计划的编制,加强区域环境管理及监

察,起到了很好的保护效果。 

3.4 效益分析 

针对国道 315 线病害爱去有效的治理方案实施,在公

路方面合理选线,降低了建设成本及养护费用成本；与此同

时,通过新材料及新结构的使用,降低了建设成本。该地区

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能够使路线和地形地貌的协调及

环境景观开发建设工作有利。此外,通过公路路域景观及环

境敏感区的合理划分,使该地区的环境管理、监察工作效率

提高。 

4 结束语 

通过本课题的分析研究,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点

有三：其一,膨胀土地区公路环境保护；其二,多年冻土地区

公路生态环境保护；其三,国道沿线生态环境保护。针对出

现的生态环境问题,需采取科学的分析方法,进一步制定有

效的解决方案,合理应用现代化治理技术方案,使生态环境

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比如针对膨胀土坡采取综合防排水处理

方法,并通过坡面植被种植土壤改良,增施有机肥等,便能够

起到了很好的治理效果。相信通过现代化科学治理技术的应

用,存在生态环境问题的地区将得到有效改善,进一步为我

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发展奠定夯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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