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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水利工程周边区域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并导致

不合理的经济损失及人员伤亡。仅仅依靠这些领域的自

我修复生态系统不仅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会使短期收益

更加困难。因此，在这些人工领地开展水土保持和生态

系统恢复工作非常重要。

一、水利工程水土保持生态修复重要性

一旦水力工程造成土壤侵蚀，应尽快采取有效措施，

打击人们的破坏行为。否则，滑坡情况将继续恶化，水

工建筑物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将显着提高。因此，当侵蚀

发生时，土壤及其生态完整性很重要，它在两个具体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1）通过有效恢复受影响的生态系统来

减少这些灾害的发生频率。同时，土壤侵蚀可能导致四

个地区的土地和水资源破坏和污染，应及时采取和制定

具体措施，消除和防止包括环境恢复在内的四个方面对

水土资源的破坏。2）在水力工程方面，无论水工水的实

际使用如何，水土资源的保护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施工效率，而不考虑到水力工程的实际应用，通过科学

合理的环境恢复措施可以维持水力工程附近地区的生态

平衡。在随后的水利工程建设中，正在建设的组织将再

次耕种各种各样的植被，如先进的种植方法，这将大大

提高新的植被的耐久性，从而提高水利工程环境的质量。

二、引起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

1. 破坏植被

水利工程开展过程中，施工人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

使用相应的机械设备挖掘地面表层。进行水利施工会影

响环境和施工现场周围道路、路面的可持续性。在表层

土壤的挖掘工作中，应采取适当措施加固原基础的基础，

以免对表土造成严重破坏。否则，在大雨等恶劣天气下，

雨水冲刷工地，倾倒大量泥土，造成严重的滑坡，不仅

会阻碍水利工程的开展，还会对周边的水体造成影响。

2. 临时占地

水利工程是一项复杂烦琐、内容较多、工期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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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通常需要较多的设备、施工人

员，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开展，在施工阶段、实际运营过

程中，通常在施工场所周围搭建临时的生活区，作为施

工阶段临时居住的宿舍，一定阶段的施工工作完成后，

要及时拆除临时房屋，以免对环境生态系统产生一定的

影响。临时房屋施工过程中，经常进行逆向工作，影响

了当地土层的稳定性。为使恶劣天气不影响和破坏我国

自然生态环境，应采取适当措施加强该地区土壤的稳定

性。在开展水土保持工程的过程中，为了解决水土流失

的问题，施工人员需要及时拆除临时搭建的生活场所再

进行加固 [1]。

3. 堆放的弃石、弃土及弃渣

在平整施工场地或清理地基时，主要废弃物是弃石、

弃土及弃渣。我们必须提高对环境的认识，避免因堆积

如山的废弃物冲雨水而造成土壤侵蚀等问题。不仅难以

确保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且对我国建设可持续社会也产

生了严重影响。

4. 采石及取土

水利工程通常比其他基础设施更为重要，建筑所需

的配套材料与土方工程和建筑材料密不可分。但是，在

采石及取土中，表层植物受到某些影响，导致土壤侵蚀，

影响到原本地貌的水土保持功能。在这方面，很难确保

人民的生活条件不受影响。

三、水利工程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技术的应用

1.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控制

在农田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生产过程中经常使用

化肥和农药，增加了农业污染，或者生活、生产产生的

大量废弃物也会对农田造成严重的污染。在此基础上，

有关部门要推广农业技术，优化作物生产，消除农业扩

散污染。在公共部门的引导和支持下，在企业的资金支

持下，按照科学的原则，运用种植、测土、施肥、秸秆

还田等方式，将财富合理转化为财富。农药控制农药的

使用应尽可能低，如浓度，以减少罐内农药化学元素的

有害影响。城市周围是广阔的农田、荒山和荒坡，可能

导致严重的点污染和面污染。为了保护水库周围水源的

水质，该地区经常被改造为废弃的耕地和充足的经济作

物。但是，在种植的果树处于萌发阶段的初期，经济效

益可能无法充分发挥。为了增加经济效益，农民一般选

择在经济林地进行玉米的套种，很容易造成严重的农业

面源污染，水库保护区生态环境非常敏感，滑坡情况非

常严重，政府要管控。申请国家生态修复补助金，实施

系统的生态修复和管理。

“田 - 沟 - 塘联合调控技术”应对农业面源的污染，

实现空间的有效联合，全程管控水利工程的灌溉、利用

等过程，实现源头控制、过程削减、末端治理等环节，

也尽量减少污染物排放。这项技术代表了低成本、管理、

系统、科学和有组织的农业，而不是控制来源。广泛用

于江苏宜兴、安徽巢湖等水利工程的水土保持和修复工

程。这有效地减少了农业碳和磷污染的扩散源，并增加

了当地的环境和社会效益。

2. 做好表层种植土的保护工作

在当前土壤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中，土壤资源的

恢复和生态系统保护的管理也非常重要。因为土壤资源

作为植物的重要工具，是直接影响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

质量的重要因素。它们影响在一家普通维修公司的施工

现场，地面植被的大规模常规施工方法造成了严重破坏。

在生态土壤补给和修复工程中，原本属于草面的有机土

壤植物被完全破坏，因此修复土壤的生态土壤植物一般

无法成功处理。因此，如何对土壤表层植物进行生态修

复和保护，是修复工程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既要在

水利技术层面，也要在管理层面做到这一点。评估影响

的严重程度和规模，制定和制定土壤生态保护和恢复措

施。维护和施工过程中的土壤废物可以减少陆生植物对

其生存的影响。因此，保护生态系统和管理好地球坚硬

表面的恢复，以避免施工后的副作用，如土地资源的大

规模流失，仍然非常重要 [2]。

3. 优化水土保持监管体系

通过优化和完善现有的水土保持管理体系，为今后

有效利用生态系统恢复技术奠定基础。该区域水土保护

以可持续方式进行，环境修复效果更加全面。我们观察

植物的生长以及水和土壤的状况。为了保证管理工作的

质量，增加目标体系的应用价值，利益相关者应从上述

角度优化和改进管理体系。利益相关者必须在工作时不

断建立控制网络。同时，监控业务的规模必须适当，以

覆盖更大的流量，并确保将重要的监控数据传递给相应

的部门。今天，各方面都可以求助于相关政策，全面适

应和落实与完善水利工程有关的规章制度。监测平台已

成功建立并被相关工作部门广泛使用，监测效率和质量

得到了很大提高。为了进一步提高监督和治理的质量，

利益相关者需要制定和实施激励和制裁措施，以帮助他

们按照实际需求运作。在多部门和利益相关方的积极配

合下，上述工作全面完成，水土保持管理体系的原始价

值得到充分发挥。下一步，要充分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生态文明建设黄河生

态保护与治理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没有看到对方。

访问流域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主要议题是环境优先、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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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发展、水源识别、水量计量、因地制宜实施措施、政

策分步实施、规模化、规模化保护。“十四五”规划以

区域更新战略和生态城市战略为重点的城市环境中实现

良好土地利用规划和水源保护，实施 107 条经济型小流

域、40 条清洁型小流域、24 项坡改梯、80 座新建淤地坝、

208 座淤地坝除险加固项目，规划总投资 20 亿。切实改

善我市水利短板。以严格监督问责为抓手，充分依托先

进科技资源，全面履行水土资源保护责任，着力提高技

能和管理水平，夯实基础，严格监督，有效管理。为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加快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图1　水土保持监管应用体系

4. 合理制定修复计划

在我国生态环境修复工程技术的广泛应用发展过

程中，有必要对形势进行透彻的分析，将生物科技作

为一种实际应用和保护手段与在环境状况下的实际应用

相结合。应充分考虑树木、灌木与当地自然环境恢复的

相关性，使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管理和保护措施能

够充分体现应用保护的显着和实际效果。自然环境的密

切综合保护与管理，对区域生态环境的恢复具有重要作

用，形成了重要的地方自然生态保护体系。固原市水

土保持生态建设成效显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3.14”“9.18”重要讲话和来宁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牢固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守好生态环境生命

线，建设美丽新宁夏，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以

重点支流为骨架，以小流域为单元，坚持人工治理与生

态修复相结合”，积极开展水利工程和土坝建设。截至

2021 年底，在 6403 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共建成 760 个卡

口、230 个大型航道治理设施、259 个中型卡口、271 个

小型卡口、9.5 万个小型水土保持工程。防治道路下水

土流失，治理小流域 476 个，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80%。

流域管理面积 2942 平方公里，地表水土流失面积 3461 平

方公里。随着一般水土流失措施的加快推进，当时的生

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大大改善，土地利用结构和产业

结构得到了调整，粮食生产基本摆脱了靠天吃饭的被动

局面，粮食生产普遍处于不活跃状态。这带来了巨大的

社会效益。全市水土流失治理程度由 1999 年的 33.7% 增

加到 2021 年的 80%，森林覆盖率达 22.2%，林草覆盖度

达 74%，年减少土壤流蚀量 2000 多万吨 [3]。

5. 水资源保护利用技术

在水利工程建设中，河道的整治工作是一项非常重

要的工作，其需要对护岸的工程进行合理地设置。护岸

工程在物理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有效控制洪水。因此，

在实际开采过程中，有关人员必须采取合理措施，更好

地保障河流流域的安全，适当控制河流的生态环境，并

为河流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奠定基础。为了使河流顺

利流动，必须通过科学和合理的方法提高现有的防洪能

力、土壤和水的质量以及大型河流流域的管理。在实际

发展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河床下沉困难的原则，并按

照有关规定妥善设计河道的排水和截流。此外，中国的

地理环境比较特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首先，需要提供社会和技术咨询，以全面提高对水土保

持的监测水平。在这方面，有关机构可作为其实际工作

的一部分，制定相关的监测法规，对水土保持监测技术

进行法律监督，制定相关标准，并对水土保持监测的各

个方面进行合理的分析和研究。其次，在物理发展过程

中，还需要监测和管理，以确保水土保持检查结果的准

确性。

四、结语

也就是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水利工程的数量

也在增加。优化水利设施建设，开展水土生态修复。确

保水利工程周围的生态系统结构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我们尽量减少施工过程中的人为失误，土体塌陷问题必

须靠人力来解决。综合整治方法保护了土壤和植物栖息

地，大大提高了用水率，增加了水利工程对自然生态系

统的影响，保障了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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