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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与生态灌区建设结合的措施研究
王 莹

渭南市东雷二期抽黄工程管理中心 陕西 渭南 714000

【摘 要】水土保持和生态灌区建设的结合是实现农田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重要途径。水土保持旨在保护

土壤、防治水土流失和维护地下水资源，而生态灌区建设致力于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农田生态环境的优化。结

合水土保持和生态灌区建设，可以通过合理规划和建设水利设施来提供高效的灌溉条件，同时采用多种生态修复技

术来改善农田的生态环境。综合水土保持和生态灌区建设，可以实现农田生产和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为农业可持

续发展和生态平衡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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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撑，而农业是当

中重要的用水领域。为了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需要将

水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有机结合。水土保持和生态灌区建

设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手

段。水土保持旨在防治水土流失、维护地下水资源，生

态灌区建设注重于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农田生态

环境的优化。水土保持和生态灌区建设的结合，不仅提

高水利设施的利用效率，更可以促进农田生产和生态保

护的良性循环，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平衡的实现。

1 灌区水土保持防治措施

1.1 水土保持现状

区域属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区，区域内雨季集中，

风季长，降雨短历时强度大，风沙裹挟能力强的特点较

为明显。灌区内乌拉特前旗和五原县在全国水土保持区

划中属西北黄土高原区中宁蒙覆沙黄土丘陵区。灌区水

土流失主要是由于上级渠道引入水量，在现状渠道内不

断冲刷渠床，在发挥灌溉作用的同时降低了土地肥力。

自然形成渠道的灌区地形起伏、局部地貌复杂，较易裹

挟泥沙进入河渠，对渠道输水、泄洪都会造成不同程度

的影响。浅层松散的土壤结构在风力及降雨共同作用下，

极易形成水土流失。

1.2 灌区水土保持植物措施

1.2.1.设计理念

（1）约束和优化主体工程设计。以主体工程设计

为基础，从水土保持、生态、景观、地貌、植被等多方

面全面评价和论证主体工程设计各个环节合理性，提出

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和相应设计条件。

（2）节约和利用水土资源。通过对工程建设临时

占地采取整治、恢复植被和土地生产力，保护表土资源。

在建设过程中，根据土壤条件，结合现实需求，将表层

土壤剥离保护，为下一步恢复扰动和损毁植被提供土源，

减少土地和植被的破坏，控制水土流失。

（3）优先保护利用与恢复植被。在保障工程安全

的前提下，根据生态学理论，确立“优先恢复植被”理

念，坚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相结合，因地制宜，提高

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改善生态环境。

（4）恢复和重塑生态景观。充分利用植物措施重

建生态景观，对区域内各类裸露地进行复绿，与主体工

程及周边生态景观相协调，维持生态景观稳定性。

1.2.2.总体设计思路

灌区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按照水土保持防治分

区，在对主体已有水土保持措施分析评价的基础上，进

行综合设计。在做好水土保持施工过程的临时防护及工

程防护的基础上，主体工程施工结束后，进一步对施工

扰动区进行恢复植被。主体设计中将总干两侧建设为以

杨柳为主的防护林，进一步对其他施工扰动区进行林草

恢复，形成水土保持综合防治措施体系，将水土流失最

小化。

1.2.3.植物措施布局

灌区工程是以线性扰动为主、间有点式扰动的综合

性工程。通过灌区防渗衬砌改造，水资源得到高效利用、

灌溉利用率和保证率显著提高，同时减少自然渠道灌溉

引发的渠床冲刷及泥沙淤积等问题。在主体设计中总干

渠两侧防护林作为渠系工程区植物措施的基础上，新增

施工道路及点式施工场地等施工扰动区的植物恢复措

施，从而形成植物恢复结合生态优化可持续发展的防治

措施体系。

在蓄水保土性、景观协调性及草树种适宜性等方面，

选择栽植柠条结合草籽混播方式恢复植被。施工道路以

及施工场地采取穴径 0.4ｍ×0.4ｍ整地规格、株行距 1.0
ｍ×1.0ｍ的造林模式，树种选择柠条。柠条树种适宜于

贫瘠干旱、荒漠和半荒漠地区，耐寒抗高温，具有良好

的防风固沙、保持水土作用。渠道外边坡采取植物护坡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Exploration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工程技术探索(27)2023, 5

ISSN:2737-4114(Print) 2705-1242（OnIine)

-81-

防护模式，草种选择耐寒耐旱的披碱草和沙生冰草，按

照 1∶1 比例混播方式撒播，最终渠道背水坡形成乔、

灌、草相结合的植被体系。

2 生态灌区及其系统功能

2.1 生态灌区

生态灌区是指在整个灌区空间范围内，以农业生产

和人居环境质量为导向，以农业生物为主的各种生物成

分和非生物成分组成的“人工—自然—社会”复合生态

系统。

2.2 生态灌区系统划分及其功能

生态灌区主要包括农业生态系统、沟渠与河湖生态

系统、林草生态系统。通过系统实现生态服务功能和灌

区的生态性。农业生态系统主要承担生物生产、提高产

品品质和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气候调节净化、土壤保持、

水分调节、养分循环与贮存、维持生物多样性及基因资

源、病虫草害控制，以及景观价值服务。沟渠生态系统

主要承担输水排沙、调洪蓄水、水资源蓄积、水质净化、

生物多样性维持等生态复核功能。林草生态系统主要承

担涵养水源、气候调节净化、景观价值、土壤保持等服

务功能。

2.3 河套灌区生态性发展

河套灌区节水改造是在立足水资源高效利用、维持

灌区生态稳定的前提下，将渠道水利用系数由现状的

0.943 提高到 0.963，渠道输水损失逐渐减少，渠道防渗

衬砌节水效果明显，构建了水利用系数最优化的沟渠生

态系统。工程建设期，由于大面积开挖，势必对原地貌

造成裸露、表层土破坏、植被损毁等影响，之后伴随暴

雨或大风，极可能造成较为严重的水土流失。因此，在

施工过程中的临时防护及施工结束后的植被恢复措施

尤为重要。水土保持本着“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

则，采取植被恢复措施，形成稳定的林草生态系统。随

着工程实施，灌溉条件的改善，灌溉用水效率及时效性

显著提高，总干渠下段渠系工程灌溉效益明显提高，为

国家粮食安全生产、农民增收创造了有利条件，进一步

提升了现有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3 水土保持与生态灌区的结合

目前，灌区建设已由单一的灌溉功能建设转变为以

灌溉为主体兼顾周边生态环境发展的全方位建设。结合

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理念，对灌区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时，

在遵循“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的基础上，优先参照本

地适宜的生态系统，遵循“以水定绿、量水而行”原则，

按照植被地带性分布规律安排不同景观。充分利用灌区

地形地貌、水分条件等自然因素，设计相应的建筑、广

场、小品等，使灌区景观呈现多样性，结合当地乡土植

物，进行错落有致的自然式配置，营造生态稳定的植物

多样性群落，将河套灌区可识别性与生态景观资源高度

契合，来展现河套地区特色灌区景观。

4 结束语

水土保持与生态灌区建设的结合是推动农田可持

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举措。通过在灌区内建设

水利设施，如沟渠、水库等，提供合理的灌溉和排水条

件，有效防治水土流失。同时，采用生态修复技术，如

湿地恢复和植被覆盖，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科学管理灌

溉水量和时间，实现节水效果，确保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水土保持与生态灌区建设的结合能够促进农田生产和

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平衡

的实现。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土地质量，

还能够保护水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为人类提供良好的

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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