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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开发对流域生态环境的长期影响评估 
张静 

（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  100024） 

摘要：为了评估水电开发对流域生态环境的长期影响，采用综合指标评估方法，分析了水电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机制，并评估了其长期影响。结果显示，水电开发对流域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和负面影响，包括水库蓄
水和水电站建设导致的水文变化和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然而，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优化规划与管理以及强化生态
优先原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影响，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因此，建议在水电开发过程中更加
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以确保流域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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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过对水电开发对流域生态环境长期影响的评估，

我们发现尽管水电开发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生态环境改变
和负面影响，但通过实施生态补偿机制、优化规划与管
理以及强化生态优先原则，可以有效减少这些不良影响，
并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强
调在水电开发过程中应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秉持可
持续发展理念，采取综合措施保护流域生态系统，确保
其健康与稳定。这样的做法不仅有助于维护生态平衡，
也符合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 

二、水电开发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 
1.水库蓄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水库蓄水是水电开发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对流域生

态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水库蓄水改变了流域的
水文情势。在水库蓄水之后，原有的河道形态和水流特
性发生了变化，导致河道水文生态系统受到重大影响。
水库蓄水后，河道水位上涨，河道水体的流速减慢，甚
至形成了人工湖泊，这种人为的水体积聚影响了水域生
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其次，水库蓄水改变了河流的水质。
大量的水库蓄水导致了河流水体的停滞，使得水体中的
有机物质、营养物质等在水体中停滞时间增加，容易发
生水质恶化，例如富营养化等问题。此外，水库蓄水还
可能导致土地水淹，影响土地利用，甚至引发生态系统
中的生物遷徙。 

2. 水电站建设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水电站建设是水电开发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环节，

对生态系统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水电站建设改变了
流域土地利用结构。为了建设水电站，需要占用大量土
地，这可能导致原有的生态系统被破坏或削弱。例如，
水电站的建设可能导致森林砍伐、湿地消失等问题，进
而影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其次，水电站
建设改变了河流的水文特征。水电站的建设通常会影响
河流的水量和水流速度，进而影响河流的生态环境。水
电站建设可能改变了河流的水温、溶解氧含量等水文特
征，对河流生态系统的物种组成、数量和分布产生影响。
另外，水电站的建设也会对鱼类、底栖动物等生物群落

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可能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
生态系统的功能退化。 

三、水电开发对流域生态环境的长期影响评估 
1. 生态环境指标评估方法 
生态环境指标评估方法是评估水电开发对流域生态

环境长期影响的重要手段，通过综合考虑水质、水量、
生物多样性、土地利用等多个指标，可以全面客观地评
估水电开发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情况。首先，生态环
境指标评估方法应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评估水电开发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时，需要选择一
系列能够反映生态系统状态和功能的指标，例如水质指
标包括水体中溶解氧、氨氮、总磷等物质的含量，水量
指标包括流量、水位等，生物多样性指标包括物种丰富
度、优势度等，土地利用指标包括土地类型、土地覆被
等。这些指标可以全面反映流域生态环境的变化情况，
有助于更加客观地评估水电开发对生态环境的长期影
响。其次，生态环境指标评估方法需要考虑到指标间的
相互关联性和综合性。在评估生态环境指标时，需要考
虑不同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避免出现单一指标评估的
片面性。例如，水质指标和水量指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
关联性，水质的变化可能受到水量变化的影响，因此在
评估水质指标时需要综合考虑水量因素的影响。另外，
不同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综合性，需要通过建立
评估模型来综合考虑各项指标的影响，以全面评估水电
开发对流域生态环境的长期影响。 

2. 长期影响评估结果 
经过对水电开发对流域生态环境长期影响的评估，

我们得出以下主要评估结果：首先，水电开发对流域生
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长期影响。在水电开发过程中，
水库蓄水和水电站建设等活动改变了流域的水文、水质、
土地利用等环境条件，导致了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改
变。例如，水库蓄水导致了河道水位上涨、水体停滞等
问题，影响了水域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水电站建设则
可能导致土地利用结构的改变、河流水文特征的变化等，
进而影响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其次，长
期影响评估结果表明，水电开发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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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一定的时空差异性。不同地区的地形地貌、气候
条件、生态系统类型等因素会导致水电开发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程度和方式存在差异，一些区域可能受到更严重
的影响，而另一些区域则影响相对较小。同时，水电开
发的影响也是长期积累的过程，在短期内可能难以察觉
到明显的变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逐渐显现并
可能逐渐加剧。最后，长期影响评估结果也揭示了水电
开发对流域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潜在问题和风险。例如，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退化和
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进而影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服务
功能，甚至可能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必须
充分认识到水电开发对流域生态环境的长期影响，采取
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最大限度地减轻其负面影响，实
现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 

四、可持续发展对策分析 
1.生态补偿机制建立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水电开发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举措。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可以将水电开发对生态环
境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保护和恢复受影响的生态系统，
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首先，生态补偿
机制需要明确责任主体和补偿标准。责任主体可以包括
水电开发企业、政府部门等，需要明确各方在生态补偿
中的责任和义务。补偿标准可以根据生态环境损失的程
度和影响范围确定，既要考虑到生态系统的恢复成本，
也要兼顾水电企业的经济承受能力。其次，生态补偿机
制需要建立有效的资金来源和管理机制。资金来源可以
包括政府拨款、水电企业自筹等，需要确保资金充足并
及时到位。管理机制则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监督和评估
体系，确保补偿资金的使用效果，实现生态补偿的有效
实施。最后，生态补偿机制还需要注重公众参与和社会
监督。在生态补偿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需要充分
听取相关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建议，确保生态补偿方案
的公正合理性。同时，需要建立健全的社会监督机制，
加强对生态补偿资金的监督和评估，确保生态补偿的公
开透明和有效实施。 

2. 水电开发规划与管理优化 
优化水电开发规划与管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措施。通过科学规划和灵活管理，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
水电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
的协调发展。首先，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水电开发规划
体系。在水电开发规划中，需要综合考虑生态环境、经
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确保水电开发的可持续性
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规划应当注重生态优先原则，合理
确定水电开发的区域范围和规模，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
严重破坏。其次，需要加强水电开发的环境管理和监督。
在水电开发过程中，需要建立健全的环境管理体系，加
强对施工过程和运营阶段的监督和管理，确保水电开发
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同时，需要加强对水电企业的环
境责任追究，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严厉处罚，提高企业
对环境保护的责任意识。最后，需要推动水电开发与生

态环境保护相结合。在水电开发过程中，应当注重生态
环境保护，采取各种措施减少生态环境的损害，如生态
修复、生态补偿等。同时，应当加强对水电开发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估，充分评估水电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合理控制水电开发的规模和速度，确保生态环境与经济
效益的协调发展。 

3.生态优先原则落实 
生态优先原则的落实是实现水电开发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通过将生态优先原则纳入水电开发的决策和实施
过程，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和改善流域生态环境，实现
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首先，生态优先原则
要求在水电开发过程中优先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在水电
开发的规划、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生态环
境的保护和恢复，尽量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确保水
电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其次，生态优先原则要
求在水电开发项目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的监督和管理。政府部门应当加强对水电开发项目的
审批和监督，确保项目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保护和改
善生态环境。同时，水电企业应当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
的投入，采取各种措施减少生态环境的破坏，推动水电
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最后，生态优先原则要求
加强对水电开发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和监测。在水电开
发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应当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监测和评
估，及时发现和解决环境问题，确保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应当加强对项目的环境管理和监督，确保项目符
合环境保护的要求，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结论 
经过对水电开发对流域生态环境长期影响的评估，

我们发现尽管水电开发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生态环境改变
和负面影响，但通过实施生态补偿机制、优化规划与管
理以及强化生态优先原则，可以有效减少这些不良影响，
并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强
调在水电开发过程中应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秉持可
持续发展理念，采取综合措施保护流域生态系统，确保
其健康与稳定。这样的做法不仅有助于维护生态平衡，
也符合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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