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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态修复指的是对受破坏的生态系统进行修复，主

要是借助生态系统自身的调节能力，适当辅助一定的人

工措施，使其能够有序发展。土地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发挥直接受到土地生产力影响，由此开展的水土保持

在防止水土流失、美化环境、提高水土资源利用率等方

面均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自然生态

系统的平衡被打破，因此，需要遵循和谐共存，循环再

生的修复原理，进行科学的生态修复，促进生态系统的

可持续发展。

1　生态修复技术在水土保持工程的应用意义

1.1 尽可能降低自然灾害出现的概率

现如今，社会的迅速发展使科技越来越先进，生态

修复功能也更加全面，其作用也得到了更好的发挥。有

机恢复可以帮助植物生长，提高植被覆盖率，改善土壤

的蓄水功能，缓解水土流失的问题，而水资源保护的主

要目的是消除破坏和提高效益。加强生态修复可以更有

效地降低自然灾害出现的概率。

1.2 尽可能降低自然灾害出现的概率

现如今，社会的迅速发展使科技越来越先进，生态

修复功能也更加全面，其作用也得到了更好的发挥。有

机恢复可以帮助植物生长，提高植被覆盖率，改善土壤

的蓄水功能，缓解水土流失的问题，而水资源保护的主

要目的是消除破坏和提高效益。加强生态修复可以更有

效地降低自然灾害出现的概率 [1]。

1.3 提升水利工程的整体经济效益

在以往的水利工程施工中，经常出现水土流失问题。

泥沙随水流失，水利工程的蓄水功能也随之降低，不但

极大地阻碍了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还降低了水利工程

的整体经济效益。应用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的新模式，

可以有效地降低水土流失问题发生的概率，使水利工程

更好地发挥蓄水功能。蓄水量的持续增加不但可以降低

水利工程的建设成本，还可以延长水库的使用年限，有

效提升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

2　导致水土流失的原因分析

2.1 破坏植被

对于水利工程项目施工建设而言，施工作业现场附

近的植被会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路基和路面的稳定性

也会受到影响。对表层土壤开展挖掘作业时，为防止地

表受到损坏，应当通过有效策略对地基进行加固。如若

不然，遇到较为恶劣的气候环境时，施工作业现场受到

雨水冲刷会顺势带走大量泥土，从而造成非常严重的水

土流失，不但会阻碍水利工程施工建设，同时也会对附

近的水体造成污染。

2.2 过于重视工程的经济效益

水利工程的建设主要是为了维护生态环境、满足人

们的日常生活需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水利

工程的建设过程中，相关部门对工程带来的经济效益过

于重视，导致很多设计人员在利益的驱使下，将生态理

念抛诸脑后，未能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2.3 水利工程设计多样化

在水利工程项目的设计阶段，一般很容易涉及农田、

港口、环境以及防洪等内容，可能引起各种水土流失现

象。在实际施工作业过程中，受生态系统类型的差异性

的影响也会出现不同类型的水土流失问题，其表现形式

各不相同，但最终都可能导致塌方、山体滑坡、洪水或

者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到当地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必须要引起充分重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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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态修复技术在水土保持工程的技术应用

3.1 边坡修复技术

边坡修复技术是应用于水土保持工程中的一种具有

代表性的生态修复技术，该技术的应用原则是坚持柔性

防治为主、刚性防治为辅，借助该技术能够达到水土保

持、边坡防护、生态维护的目的。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必

须要根据边坡的破坏形式，充分考虑到当地岩体结构以

及覆土状况，合理确定不同的技术方案，在边坡修复技

术中较为普遍的包括阶梯复绿法、种基盘复绿法、点穴

挖沟法、垂直植生法以及沟道植生法等。比如点穴挖沟

法，它往往应用在角度超过 75°且同时表现出张裂变形

现象的层状结构岩体的边坡，这种凹凸不平且岩石结构

不是很好的边坡往往会观察到很多岩壁裂痕，另外还伴

有密集分布的岩穴以及空隙。借助点穴挖沟方法必须要

根据坡面岩穴的具体分布状况和凹陷突起位置，在边坡

坡面选择适当位置对植物种植穴进行挖掘，同时在穴内

加入适量的土壤、肥料以及水分等，此时再开始栽植植

物。或是在边坡开凿深沟，在其中添加适量的土壤、肥

料以及水分，随后将植物的种子直接投放到其中，这样

不但能够美化裸露岩体，同时也能够实现水土保持的目

标 [4]。

3.2 土壤改良技术

作为植物生存的基础，土壤属于水利工程水土保持

中生态修复技术应用需要关注的重点，土质理化条件、

场地土壤性质直接影响生态修复技术应用效果。水利工

程施工往往会引发严重的表土流失问题，受损土地因此

出现的保肥保水力降低、贫瘠多盐也将最终导致土壤退

化。表土替代技术、生物改良技术、施肥改良技术属于

较为典型的土壤改良技术，以生物改良技术为例，该技

术可用于解决水利工程施工后存在的土壤贫瘠、营养元

素缺失等问题，通过利用特定微生物、植物的活化特性，

即可有效实现土壤改良。对于在催熟土壤方面表现优秀

的培肥微生物来说，其能够实现养分活化、固磷固氮，

在土壤产能提高、土壤结构优化、营养素分泌方面均有

着不俗表现，植物根系的养分吸收、生长发育也能够同

时受到积极影响。生物改良技术的应用也可以开展绿肥

作物的轮作，以此实现土壤肥力状态和物理结构的改善，

绿肥作物能够有效实现土壤磷酸盐及微量元素含量的丰

富，不易溶解养料在土壤中的活化反应催化也可同时实

现，这对于土壤颗粒松散，以及土壤保肥、保水、透气

能力提升来说均能够带来积极影响 [5]。

3.3 水资源保护利用技术

在开展水利工程时，必须要加强河道治理，设置合

理的护岸工程，护岸工程的目的是为了对洪水进行有效

的预防，因此相关工作人员要采取合理的措施来确保河

道具有较高的行洪安全系数，并且对河道生态环境进行

改善，让河岸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有扎实的保障。为了

让河道能够顺畅通行，要增强河道行洪能力，对原有的

水质进行改善，通过合理的途径来治理淤积情况较为严

重的河段。疏浚工程和河床的演变有着紧密的联系，要

按照河道具体情况来明确实际挖掘范围，综合考虑到河道

清淤、疏浚纵剖面情况，严格遵循不轻易加深河道这一根

本原则，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做好河道断面清淤设计 [3]。

3.4 开发建设生态退化修复技术

水利工程施工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当地生态平衡产生

影响，如果项目对生态影响严重，则需及时停工，找到

生态破坏原因并合理调整、防治。比如，可选择在施工

区域种植一些成活率高、适应性强的植物，以保持水土、

实现生态修复，区域生物覆盖适当加强，可以有效减轻

水土流失问题 [6]。

4　生态修复技术在水土保持工程的实际应用

4.1 优化土壤以及植物配置

水土流失目前未得到有效防控，虽然栽种了很多植

物，但植物种类比较单一，设计时没有考虑土壤保护，

导致土壤逐渐变硬、有机质不断减少。鉴于此，有必要

引进创新、综合的方法，恢复水土保持的传统性质；不

仅要理智地改善土壤，提高土壤的承载力，从植物入手

合理布局，还要保证植物的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问

题，如处理后要充分覆土，控制土层厚度，最好控制在

30~40cm，同时要科学配置植物。另外，植物应尽量种

在植物地上，以促进植物健康生长 [7]。

4.2 强化水土保持意识

当下我国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政府不仅强调了保

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

这种情况下，必须在水利工程设计中科学合理地应用水

土保持、生态修复技术，以有效地修复和改善生态环境，

既能提高水利工程设计的实际效果，又能满足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人们要更加重视水土保持，强化生态意识，

正视水土流失的严重性，应用生态修复技术，确保植物

茁壮成长，优化当地地质，减少水土流失。在水利工程

设计和施工过程中，还可以主动保护生态环境，减少对

施工区土地的破坏，有效保护土壤。

4.3 生态修复

该工程项目中包含了很多坡度超过 75°的岩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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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因此很容易发生滑坡以及落实等自然灾害，对生态

修复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为有效处理好相关问题，

我们选择点穴挖沟法以及垂直复绿方案实施修复。点穴

挖沟法真正利用了岩壁侧坡面中的诸多岩穴以及裂缝，

在实际调研考察后确定挖浅穴后填盖 10~30cm 的种植土，

随后在其中移栽植物，让植物在生长过程中能够将根系

深入到岩石缝隙中，从而实现对岩体的有效保护，也拥

有一定的景观功能。而借助于垂直复绿法对岩壁底部实

施挖沟、筑坑以及凿穴作业，选择金银花、爬山虎等绿

植进行移栽，可以形成综合生态绿网，让坡面真正复绿，

同时提升坡面稳定性 [8]。

5　结束语

生态修复技术在水利工程水土保持中的应用价值较

高。在此基础上，边坡修复技术、土壤改良技术、植物

应用策略等内容，则提供了可行性较高的生态修复技术

应用路径。为更好应用生态修复技术，相关投入的加大、

水土保持意识的提高同样需要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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