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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传统水利工程向现代水利工程转变的过程中,生态水利工程建设始终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同时,生态水利工程建设的生态效益

与环境效益也被纳入社会效益范畴。为此,在现代水利工程建设中,要立足于可持续发展角度,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减轻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造

成的负面影响。本文就将围绕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在水利工程设计中的应用展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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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是加快国家建设进程的重要举措,而水土保持则

是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各地区出现严重

的水土流失现象。在生态水利工程设计中,高效合理应用水土保持生态修

复技术,有助于优化水资源配置,维系生态系统平衡。 

1 水利工程设计中水土流失的基本特征 

1.1水土流失呈点状与线状分布 

通常来说,水利工程建设占地面积较大,且多修建于崇山峻岭、河流纵

横之处。而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工程建设难度。在

水利工程建设中,周围大量的绿化植被遭到破坏,绿化覆盖面积锐减,地表

裸露,加重了水土流失问题。同时,在山谷、盆地、丘陵等特殊地段进行水

利工程修建,也加大了水土流失维护工作的难度。 

1.2遭破坏地表植被无法修复 

由于水利工程长久性占地,导致占地区域的植被无法修复,削弱水土

保持性能。当代水工建构筑物多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长期侵占绿地,会降低

土壤肥沃程度,以及植被的可修复性,加重水土流失问题。 

1.3水土流失形式多样化 

水利工程设计涵盖防洪排涝、港口物流、环境保护与农田灌溉等多方面

内容,而引发水土流失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在水利工程建设中,重力作

用、水力作用等导致地表植被遭受侵蚀,增大了发生山体崩塌、山体滑坡等

事故的概率。在持续恶劣天气状况下,还极易发生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2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的实际价值 

2.1降低发生自然灾害的概率 

当前,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技术日趋完善与成熟,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技

术在水利工程设计中的作用也进一步凸显。采取科学合理的生态修复方式,

可以让植被维持良好的生长状态,增大地表植被覆盖率,优化土壤蓄水功

能,降低发生水土流失问题的概率。总之,水利工程建设的主要目的是除害

兴利,巩固经济,而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技术的作用是加强生态修复,避免自

然灾害,二者相互契合。 

2.2保证水利工程经济效益最大化 

在以往的水利工程建设中,发生水土流失的概率较高。由于地表泥沙

不断减少,极大的削弱了土壤的蓄水能力,这不仅制约了水利工程发挥实

际效能,也对整体的工程经济效益造成不利影响。对此,采取科学合理的水

土保持生态修复技术,可以有效缓解水土流失现象,增强土壤的蓄水能力。

进而延长水利工程的使用寿命,压缩水利工程建设投资成本,实现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3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在水利工程设计中的应用 

3.1高效利用主体空间 

主体空间是指在水利工程建设前提下,对区域生物分布特征与活动规

律的客观性总结。利用主体空间的核心目标是优化土地资源分配,减轻生

态环境损害,维系区域生态系统平衡。 

3.2高效应用可回收物质资源 

无论是新建生态水利工程,还是改建生态水利工程,都要高效应用节

能环保、可回收的物质资源。由此,减轻建设作业对周边生态环境的损害,

维护水利工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满足可持续发展需求。 

3.3保护表层种植土,优化土壤生态功能 

土壤是生态修复不可或缺的资源。从某种角度来说,土壤资源质量直

接决定了生态修复的落实效果。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表层种植土往往

与废弃的填挖料进行集中处理,这不仅造成了大量的土壤资源浪费,而且

残渣废料也对深层的植被土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对此,相关人员应开展表

层种植土收集储存工作,保证水土保持修复的处理效果。 

3.4减轻植被损害,维系原有生态系统平衡 

在水利工程设计中,应减轻对生态植被的损害,维系原有生态系统平

衡。水利工程建设占地面积较大,原有的植被土遭到破坏后,逐渐丧失生态

功能,呈现出地表裸露的特征。这不仅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也在一定程度

上加大了植被重建难度。尽管国家相关部门明确了水利工程建设征地的红

线标准,但基层越红线建设的现象仍是屡禁不止。因此,加强水利工程建设

监督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3.5针对不同治理区域进行规划 

我国疆土辽阔,各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与自然环境也存在较大

差异。在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必须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规划治理。深入实

地开展环境勘察,全面了解场区的地形地貌、地下水文环境与地质结构条

件,之后采取切实可行的治理措施,在加快工程建设进程的基础上,维系区

域生态系统平衡。只有参照场区概况,明确水土流失治理突破口,并高度落

实规划设计工作,才能促进区域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进步。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各地区水土流失问题较为严重,积极开展水土保持生

态修复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应优化水土保持设计,加大

监督管理力度,全面落实水土保持工作评价机制,以此加强整体工作的落

实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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