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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水利工程设计问题分析

杨军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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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一些水利工程的设计中，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需要从方案设计出发，采取科学的施工方法，打造

出一个生态水利工程，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生态水利为基础，深入探讨了生态水利工程的相关概念，并对当

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终提出了一系列有效的优化方案，以期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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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some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designs, the importanc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not given enough attention.

Therefore, we need to start from the design stage and adopt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methods to create an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that promotes sustainabl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evant concepts of ecological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in depth and conduct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Finally,

a series of effective optimization schemes are proposed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mo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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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日益增加，环

境污染问题也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水资源的保护对国家的发

展至关重要，因此，在生态水利工程的规划和设计过程中，

应将生态理念置于首位，努力减少施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在水利工程项目建设中，应该不断追随时代的发展，满足当

前社会的需求，同时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如果发现存在

问题及时纠正，促进水利工程的健康发展。

一、生态水利工程

1河道治理

河道管理旨在维持和提升河流状况，优化其生态环境、

水流特征和边界条件。为此，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比如采

用爆破、疏浚等方式清除旧河道，建设新河道；采取护岸工

程，加固河岸，抵御洪水侵袭；采取堤坝建设，加固河道两

侧，以阻止洪水泛滥。

2传统护坡型式

通过采用混合砂浆和石灰水泥砂浆来改善岩质边坡的抗

风化性，将具有一定耐风化作用的表层加设于坡表，以阻止

坡面与外界空气的接触，进而降低外界因素对坡面的破坏程

度。通过在当地采集材料，坡面抹灰的成本相对较低，但其

护坡的强度和耐久性却不够理想，这也导致了它的局限性。

为了改善坡面的状况，可以使用喷射混凝土、喷浆护坡等技

术，这些技术能够增加坡面的浅层稳定性，从而减轻坡面的

损伤。通过使用混凝土砂浆和其他材料，可以在坡面上修复

那些容易受到风化的岩质坡体表面，这种方法还能够堵塞岩

质边坡裂缝，防止水渗入，使岩石结构更加紧凑。使用挂网

、人造膜、钢纤维和普通喷射技术可以获得良好的防护效果

，并且施工速度快。传统的硬性护坡虽然具有良好的防洪、

排水和加固作用，有助于维持河流的稳定，但却会损害生态

和环境景观，例如，材料固化后可能会产生温差和应力差，

导致坡面强度下降，视觉效果不佳，缺乏美观。

3生态护坡概念、型式

通过采用生态护坡技术，可以有效利用植物、混凝土、

石料、木材等材料制成固坡措施。在护坡植物生长和繁殖的

过程中，可以通过浅根加筋、木本植物根系的支撑作用，有

效抑制孔隙水压力，从而减少径流冲刷对土粒的影响，拦截

降水，抑制溅蚀，而达到加固边坡的目的，进而改善边坡的

地质状况，增强其稳定性，并有效防止水土流失。通过采用

生态护坡技术，可以获得优秀的生态和景观效益。除此之外

，生态护坡的型式：第一，固土植物护坡。利用具有良好根

系的植物来加强堤坝，有助于抑制水流的冲刷，从而减缓水

土的流失。同时，它们也有助于改善周围的空气质量，符合

环境保护的标准。此外，利用植物作为景观元素，也有助于

增强河岸的美感。这种防滑措施特别适合在水流较慢的港湾

、湖泊和小溪流中使用。第二，自然型护坡。一种具有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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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冲击性能的护坡技术，它将植被、木材和石料结合在一

起，以增强堤坝的稳定性，并在木材和石料上方种植各种植

物，使其外形更加美观，同时也可以保证河流的安全。

二、生态水利工程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科技的进步，传统的治水理念已经被更加关注的生

态水利工程所取代，它强调以环境保护为核心，以及更加注

重恢复和维持生态平衡，从而解决了许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比如河流断面的几何化、河床河岸的硬质化、河道的直线

化、湿地浅滩的减少或消失等。但是，目前生态水利工程发

展较晚，在设计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以下就关于这些问题

做了相关的阐述：

1设计内容不规范、不合理

目前，我国的水利工程项目存在着设计与施工不一致的

问题，项目缺乏合理性和规范性，这是由于我国生态水利工

程建设起步较晚，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对生态水利工程

的管理和监督不严。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国在水利工程项目

设计上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工作标准，如果依然采用之前

已有的工作标准进行建设，会限制生态水利工程的科学性和

合理性。

2水利工程师自身的生态意识与专业工作水平较低

设计生态水利工程是一项具有极高专业性的工作，需要

由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来完成。因此，水利工程项目的设计质

量取决于工程师的专业知识和设计水平的高低。除此之外，

在水利工程设计中，水利工程师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

识，还应当具备良好的生态意识，但是一些工程师未能充分

考虑如何利用环境友好的材料来实现其设计目标。

3生态水利工程设计的审核工作不到位

当前，我国生态水利工程项目建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审核是保障设计内容具有科学合理性的关键环节。然而，由

于工期紧迫、任务重大，许多设计项目忽视了对自然环境的

考虑，导致审核工作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设计方

案的合理性。同时，这也暴露出项目负责人在设计过程中缺

乏责任感，导致生态水利工程的设计质量受到影响。

4生态水利工程设计过程中缺乏与传统水利工程的协调

在设计生态水利工程时，应当对当前生态系统的状况进

行全面而细致的分析，确保其能够有效地结合传统水利工程

的优势。在设计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水利工程的基础要求

，包括防洪、泄水、供电等，以保障工程的可持续发展。建

设生态水利工程项目与传统水利工程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

，在设计过程中，应当充分利用两者的优势，结合生态理念

，以达到最佳效果。然而，当前我国生态水利工程的现状是

，设计人员未能充分认识到生态调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

了全面提升水利工程的设计质量，必须正确理解生态理念，

并严格遵守相关规划。

三、生态水利工程设计工作的实施对策

建设水利工程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收益，它

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需求，还能够为人类创

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但是，在某些地区，水利工程的建

设却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问题，例如，由于下游蓄水量的增加

，上游的陆地被侵占，周围的环境受到影响，植被数量减少

，下游的水体自净化能力也受到了影响。因此，为了解决这

些问题，必须认真负责地进行设计，以下是针对这些问题提

出了相关的解决对策：

1及时开展生态水利工程设计的规范工作

首先，必须仔细审查生态水利工程的方案，以确保它们

具备科学合理的特点，并且符合专业标准；其次，在审查设

计图纸时，必须保障它们符合相关的规范和制度；最后，应

该重视设计内容中的施工说明，并全面了解工程项目的实际

情况，对于设计方案中的所有内容，包括参考资料的选择、

施工成本的控制以及项目的实际需求，都应该进行清晰的界

定，才能更好地规范生态水利工程设计工作。

2提高水利工程师的综合工作素养

在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过程中，设计水平的高低对整体

项目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负责设计工作的工程

师应该加强自身的专业技能，提升自身的综合素养，以保障

项目的顺利完成。只有通过全面考虑设计工程师的贡献，才

能充分展现出他们对整个项目的积极影响。水利工程师的综

合素养提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他们需要改变自己的

设计理念，将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上。在设计过程中，他们

应该积极发挥自主能动性，并且在每一步设计工作中都要思

考生态理念的含义。在设计过程中，他们还应该考虑到影响

生态的客观因素，并将工程区域所处的生态环境纳入考虑范

围。采取全面、科学、合理的设计方案，尽可能减少水利工

程对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以保护的生态系统；第二，为保

障水利工程师的专业能力和素养，相关负责单位应当对他们

进行全面的考核，包括但不限于专业知识、生态意识、技术

能力、经验、职业道德等。此外，负责单位还应当制定科学

合理的聘用标准，并加强对水利工程师的专业技能培训，以

确保他们能够完成高质量的设计方案。

3加强生态水利工程设计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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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生态水利工程设计方案的顺利实施，审核工作必须

严格执行，以确保工程项目质量。审核工作的成功与否取决

于审核部门和单位的责任心，因此，审核部门和单位应当加

强自身的管理，使审核过程公正性和透明度，以免受到外界

因素的影响。此外，应该加强审核人员的责任感和抗压能力

，并提高他们对生态理念的认识。最后，在审核过程中，必

须从长远的角度出发，考虑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时间。此外

为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必须对审核内容进行及时更新，无论

是软件操作还是硬件培训都应积极推进。这样，才能在审核

工作中取得成功。

4生态水利工程与自然生态环境相结合

建设生态水利工程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它不仅

是一项基础性的任务，更是一种创新性的改变。随着经济的

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生活环境和水利工程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因此，采取科学合理的策略，以及加强管理，是

促进生态水利工程发展的关键所在。要使生态水利工程能够

与当地的生态系统实现最佳结合，对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为未来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奠定坚实基础。当工程完工后

，生态水利工程不仅能够推动当地生态系统的发展，还与周

边环境形成完美的融合，给人们带来更好地视觉体验。只有

将全面发展作为设计的核心目标，才能够为水利工程的进步

和发展做出实质性的贡献。此外，通过采取合理的生态水利

工程措施，可以有效防止水土流失和滑坡等危害，抵抗来自

河床的冲击，减少水土的损耗；还能够拦截一些降雨，减小

雨滴的动能，阻止飞溅的土颗粒被地表径流带走。

四、结束语

综上而言，目前我国的生态水利工程项目在设计和建设

实施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不仅影响了水资源的

有效利用，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因此，在项目

实施之前，相关部门和水利工程应当仔细分析自然生态环境

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从根本上改革和创新水利

工程建设模式，以期达到更好的效果。要充分利用先进技术

，采取科学合理的设计方案，构建环境友好、社会友好的模

式，以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还要从生态发展的

角度出发，将生态学与水利工程学相结合，来改善工农业、

人民的生活质量，推动当地的生态平衡，从而达到经济、社

会和环境的双重目标，努力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为促进我国水利工程建设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力

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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