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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建设对水生态环境影响与对策探析

刘仲晖

同心县水务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751300

摘　要：水利工程建设对于促进社会生产以及民生保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水利工程建设环境周围环境影响越来

越受到社会关注，而这其中水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要对于水利工程建设有清晰明确的认知，分析该工程建设产

生的多方影响，使其能够体现最大价值的情况下合理规避各种负面问题，合理保护水生态环境，是本文探析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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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is of great signifi cance to promote social production and guarantee people's 
livelihood. The infl uence o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the society, among which the infl uence of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the most obvious. The key content of this 
paper is 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to analyze the infl uence of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so as to reasonably avoid various negative problems and reasonably protect the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refl ecting the maximum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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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是保障水安全的重要基础设施，但在建设过程

中难免会出现水生态环境污染现象。因此，在工程建设之

前施工单位要进行综合环境考察，结合地质信息及水生态

环境对施工方案进行优化，降低施工风险，体现施工过程

的环保性并创新施工技艺。

一、水利工程项目的概况

水利工程在保护水资源、开发水资源、利用水资源方面

都承担着重要的作用，是重要的社会工程。加强水利工程

建设，解决水资源界限问题，抵挡洪涝灾害，利用水能发

电等。对于促进社会生产生活进步有重要作用[1]。

二、水利工程项目对水环境的影响

（一）有利影响

1.调节径流量

分析我国地理位置因素，气候条件，由于季风区域降水

量较充足，极易导致该区域发生洪涝灾害[2]。修建水利工程

可以修改河道，通过修坝蓄水提升上游水位，遇到干旱开

闸放水为下游地区引水灌溉，保障居民生产生活。在降水

量过大导致洪涝发生时，可以缩减下游地区的河流径流，

准备开闸泄洪，保障下游地区安全，降低洪涝影响[3]。

2.建设旅游型水利工程带动经济

水利工程建设一般会改变当地地貌气候，产生新的水流

湖泊，因此也是一种旅游资源的打造，通过对水利工程建

设的设计，打造具有文化旅游价值的造型布景，提升经济

价值。

3.改善航运条件，提升通航能力

建设水利工程，清理河道泥沙，并且对河道拓宽提高上

游的水位[4]。建设水库，对大坝蓄水可以有效降低水速，延

长大排量的船舶通航距离，减少运输成本，遇到枯水期，

通过开闸放水提高下游水位，增加航深、运量等对水路运

输能力形成保障。

4.利用水能发电，缓解我国能源压力

社会生产需求逐渐增大，对于能源的需求也越发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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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可再生能源在社会的地位也逐渐提高，而水力发电是

解决资源问题的有利途径。水资源通过涡轮发电组利用水

流的流动将水能转换为电力能源，可以有效降低对于煤以

及燃油资源的使用，同时还可以降低空气污染。

（二）不利影响

1.对水文方面的影响

水文情势在水生态环境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对湖泊、

河流的状态有深远影响。水文情势同城是指各种自然水体

的降水、输沙、水质等要素的变化情况。而建设水利工程

可能会在某种程度对以上因素造成影响，导致水环境状态

被改变[5]。

沙石也是会使河流造成污染的关键，人类建设水利工程

必然会对河流水沙产生影响。在原本状态下，较快的水流

将多余泥沙携带排走，而建设水利工程以后，水流速度减

缓，对于泥沙的携带能力也明显下降，形成泥沙淤积。

2.对水质的影响

建设水利工程会使上游水速降低，水面循环能力差，使

水内的污染物难以扩散。还会导致河流的携沙能力下降，

造成泥沙淤积，部分过剩的有机质在此分解，耗费水内养

分分解出硫化氢影响水质[6]，也会导致水体富营养化、水体

受到重金属污染，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

3.对水生生物的影响

水库的水位增加导致积聚大量营养物质，为藻类提供优

质的生存环境，肆意生长，导致浮游生物泛滥出现水华，

水的含氧量下降使鱼类死亡。水利工程建设使原本的水质

条件发生改变，同时也影响水文规律，栖游的鱼群失去产

卵场所，栖息地遭到破坏。最终导致鱼种类减少，水中鱼

类多样性也受到威胁[7]。

三、优化途径

（一）重点防治水体富营养化，加强水体重金属污染 

控制

由于一些工业企业意识不足，将污染物质排放进入湖

泊河流。在原有的河流变成湖库区之后，水流速度缓慢，

当水中输入过多的氮、磷后，藻类吸收营养大量繁殖，导

致富营养化作用发生，因此要加强对于此类企业的监管力

度，对不合格排放企业严格处罚，保障提升企业环境保护

意识[8]。

（二）设立水环境保护区，保护生态环境

建设水环境保护区，将水库与周边居民的饮用水水源地

进行等价划分，将水利设施以及水源地区纳入环境保护范

围。利用隔离带、防护网等方式对除相关工作人员以外人

员限制入内，降低由于人员活动造成的影响；在该区域设

置水源保护标语，组织人员定期清理该区域生活垃圾，避

免垃圾乱丢使环境污染。

（三）推进生态型水利工程建设，减小对环境的影响

在水利工程建设当中，时常出现建筑垃圾废料流入湖泊

河流对水质造成污染的现象。因此在建筑工作中应用全新

的技术材料，以现代化环保建设理念进行施工，严格把控

施工环节，强化施工管理工作，对不合格现象要及时制止

并制定出解决方案，规避环境影响问题。

（四）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生态影响评估

由政府部门出台或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在已形成污染

问题或易受污染的区域采取必要补救措施，建立植被缓冲

带，可以稳固水土，起到涵养水源作用。也可以利用人工

对污染区域清理，将河道中淤泥、垃圾以及藻类等进行处

理。优化评估机制，提高监测力度，体现生态环境补偿机

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9]。

四、结束语

水利工程建设是保民生、促经济的重要项目工程。开

发过程面临诸多问题，水生态环境问题就是其中重要的一

项，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合理规避问题，实现对水生态环

境的保护，营造可持续发展的水生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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