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Scientific Publishing

Exploration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工程技术探索(16)2022, 4

ISSN:2705-1242(Print)

-38-

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高德贵

江苏亿联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 扬州 225100

【摘 要】水利工程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促进经济的发展，解决用水问题，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但是水利工程

建设也同样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生态环境被改变，生物的多样性被破坏，而且建设过程中也会对环

境造成一定的污染。本文主要对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展开分析，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策略，以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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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时期，为了更好地发挥水利工程的功能，需要在

水利工程建设中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水利工程建

设工作的准备阶段，研究项目建设需求，勘察现场状况，

分析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形成的影响，制定科学的方法

落实水利工程建设，为我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

的环境。

1.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

1.1.对水资源产生影响

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需要对河道的水流进行人为

的控制，进行截流、改道等。一般水利工程堤坝区域内

的水流量是比较大的，水体的流速也比较快，但是下游

会受到上游水利工程建设的影响，人为控制会导致下游

水体流速明显下降。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河道下游的泄

洪量就会下降，每年的枯水期会延长，而河道周边的湿

地面积减少，甚至河道可能出现断流，对生态环境产生

不利影响。由于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使用到各种机械设

备，往往会造成大量垃圾堆积，如果这些垃圾没有得到

及时的处理，就有可能进入河道内，在长期的作用下就

会影响到河道水体的水质。

1.2.对气候条件产生影响

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水库的蓄水量提高和水域

面积的扩大，会对建设区域及周边天气温差造成影响，

冬季气温明显升高，而夏季气温明显下降；施工区域内

地势空旷，缺少了树木等自然条件的阻挡，风速就会变

大；水库蓄水量的改变也会导致白天水汽蒸发量增加，

容易导致大规模降水的情况发展，而下游因水量变少会

减少水汽的蒸腾，自然降水也随之减少。

1.3.对生物生长环境产生影响

水利工程施工会导致植物的生长环境改变，生物多

样性受到破坏。由于水库建成后水流速度变缓，更适合

浮游生物的生长，水体中的泥沙沉降后水体的透明度提

高，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得到提高；水体面积增加后营

养盐类物质增多，溶于水后为水生植物提供大量的营养

物质，但是其他种类的水生生物的生长却受到抑制。由

于水库建设，切断了洄游类鱼群、水生植物、微生物的

洄游通道，有些生物因此而消亡。比如小浪底枢纽工程

建成后水流变缓，半洄游性鱼类铜鱼却适合在流速较快

的环境中产卵，生存环境被改变。

2.水利工程建设生态环境的保护对策

2.1.水利工程结构设计

在水利工程建设中主体结构一般有大坝、输水工程、

围堰工程、堤防工程等，在设计时必需体现水土保持的

设计理念。一是水库大坝工程。为了提高水库大坝结构

性能，减少水土流失，一般优先选择混凝土结构，如果

施工现场无法使用混凝土大坝时，再考虑其他结构形式。

二是引水、输水工程。针对引水、输水工程沿线施工，

应制订水土保持专项方案，根据不同施工段水土流失的

特点合理划分水土流失防治区域，重点关注不良地质。

在对深水渠、高填水渠设计时优先选择渡槽或隧道，减

少大型开挖设计，可有效防止水土流失。三是围堰工程。

通常围堰只作为临时性围护结构，用于水利工程施工，

围堰的形式有很多种，常用的有土石、草土、木板桩、

钢板桩、混凝土等结构形式，综合考虑围堰结构的安全

性、便捷性以及水土保持等多方面因素，可选择钢板桩

围堰结构，尽量不使用土石围堰结构，如图 1所示的水
中钢板桩围堰。四是堤防工程。一般的做法是通过合理

设置堤防边坡比来减缓水流对边坡的冲刷，边坡比通常

设置为 1∶1~1∶3；为了提高堤防的抗冲能力，可以采
用灌砌块的设计；对堤防坡面、亲水平台、堤防顶部等

进行绿化，可有效提高堤防水土保持能力。实践证明，

对水利工程中各结构部分采取水土保持设计方案，可以

有效应对水流冲刷造成的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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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采用植物保护设计

在水利工程兴建过程中必然破坏施工场地原来的

生态系统，最直接的就是植被遭到破坏，植物的自我修

复能力下降，施工造成大量地表裸露，引起水土流失问

题，而且这种破坏非常严重，很难进行修复。因此，在

弃渣场挡护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必需减少对生态系统

的破坏，最大限度地保留施工场地原有的植被系统。

在水利工程施工地址选定之后，应对施工现场的植

被系统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严格限定施工范围，尽量

降低破坏的程度。施工完成后需要对裸露部分做好恢复

工作，常用的植物类型有松类、刺槐、紫穗槐等，每种

植物都有自己的习性，需要按照密度要求科学种植，比

如松类植物以每公顷 900~2400株为宜。选择树种时应
以适时、适地、适树的原则，尽量选择原来的、防护效

果好且经济价值高的树种，必须保证树种具备良好的适

应性、抗逆性，可以加快速水利工程植被系统的恢复。

2.3.水利工程建设中坚持绿色施工的理念

为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施工过程中必需坚持

绿色施工的理念，施工人员应具有保护生态环境和珍爱

自然环境的意识，不破坏、捕杀施工区域内的野生动物，

并按照施工要求做好环境的保护工作。对施工过程中发

生的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处理，施工完成后尽快恢

复现场的植被。

2.4.完善水利工程建设生态补偿机制

针对水利工程建设会对流域内生态环境带来负面

影响，应在建设初期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主要针对建设

过程中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自然景观文化的保护以及居

民的迁移补偿等。补偿机制应遵守“谁损害、谁治理、

谁补偿”的原则，明确补偿主体、划定补偿范围。针对

生态环境的补偿，应在建设完成后提升当地的生态效益，

尽快恢复被破坏的地表植被、水体群落等，建设过程中

有效降低对生态环境产生的破坏。

结语

总之，在我国现代化发展中，水利工程项目逐渐增

多，建设水利工程基础设施，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及农业

生产活动提供良好的条件。在水利工程中可能出现破坏

周边环境的问题，不利于区域环境健康、持续发展。当

前应基于农业水利建设工作开展必要的生态环境保护，

调整项目建设方式，平衡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推动我国水利工程向着现代化、绿色化的方向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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