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利工程水土保持防治及治理对策研究

高平华

岐山县水土保持工作站, 陕西 宝鸡 722400

【摘要】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在我国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当中尤为重要,其不仅可以起到较强的预防水土流失

的作用,还能够产生一定的民生效益。现代水利工程建设施工注重水土保持防治及治理,旨在为生态环境

保护提供较大的作用。文章主要通过分析水利工程水土保持防治要点及主要的治理技术,对水土保持防

治与治理对策进行简要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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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项目建设规模不断增大,给社会经济

的发展及生态发展产生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其

中的内容繁多,在实际工作当中还是存在较多难以

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环境破坏,影响了水利工程

项目建设综合效用。水土流失在我国普遍存在,导
致自然灾害的产生愈加频繁,因此就需要通过水利

工程建设加强水土养护,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保
证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有序开展。

1 水利工程水土保持防治要点
在实施水利工程水土保持防治工作时,需要将

重点放在施工选材上。主要是由于在实施工程建设

施工时往往工程主体已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环境污

染,如果施工单位从施工主体选择施工材料则难以

做到环境保护。技术人员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护坡

工程建设,在产生水土流失问题时,需要对容易发生

水土流失一侧的岸坡进行强化建设,减少工作当中

产生的问题。施工单位需要针对水土保持防治中的

防护林建设加大工作力度,在实施有关工作是不能

滥砍滥伐,而同时需要结合当地实际建设施工情况

选择防护林的种植类型。在实际工作当中,还是需

要因地制宜,预防为主,全面规划以提高水土保持

效用。

2 水利工程水土保持工作治理技术
2.1 综合治理技术

综合治理技术的实施主要可以解决水土流失问

题,提高水利工程排洪抗涝效用。在实施这项技术

时,技术人员需要对排洪水量进行分析,防止在施工

中产生影响泄洪的因素,还需要避免产生废气阻挡

物。综合治理技术可以在抗洪建筑物的修建当中体

现出根本作用,在开展冲段保护施工时,技术人员能

够将闲置的地区作为植被种植区,使其能够对水利

区域进行保护,降低水土流失的可能性。水利工程

建设施工经常可以给农业生产发展带来较大的推动

力,技术人员在利用综合治理技术时,就可以加大水

土保持的力度,在保护冲岸段时能够利用过硬的材

质作为主要的施工材料,促使当地的植被能够得到

保护,还能够在闲置的地区种植树木花草,提高水土

流失保护率,同时还能够体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

2.2 工程保护技术
技术人员在开展水利工程水土保持防治工作

时,需要将工程保护技术作为核心,在整体的施工环

节当中控制各项工作的开展。在实施工程保护技术

时,可以开展开渠、护坡及导流沟设置,促使水土保

护力度得以提升。部分水利工程建设区域难以抵抗

水力侵蚀,因此技术人员可以在弃土区背面设置临

时排水沟,对其进行弥补,加强工程效用体现。在实

施水利工程建设施工时经常需要花费较多的成本资

金,在施工的过程中就需要利用保护技术控制采料

区的开采深度,否则会浪费施工成本还会产生环境

破坏,最终导致水土流失。工程保护技术能够让对

开采控制标准进行合理控制,对开采程度进行规范,
在施工当中还能够集中处理表土,促使后续绿化施

工更加完善。在完成土方开挖施工之后就需要进行

回填施工,防止地表植被受到影响。

2.3 经济林生态恢复技术
经济林是我国在发展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保护

的过程中常见的一种发展形式,对于促进两者的协

调发展有较大的作用。在实施水利工程水土保持防

治工作时,就需要注重经济林生态恢复技术的应用。
很多水利工程建设施工单位在实施工程项目建设时

过于注重经济效益的产生,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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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水利工程建设施工产生了环境污染并且难以在

短时间内得到修复。在利用经济林生态恢复技术

时,可以建立可循环经济利用模式,促使经济林的立

体发展得到推进。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施工单位需要

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模拟,促进森林生产经营的开

展。在实施水土保持工作时,需要优化植被的种植

方式,对土地轮换利用,还鞥狗建立开发区对自然生

态环境进行保护。这种形式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率,
还可以建设生态村,对于加快水利工程项目综合效

益的产生有实质性作用。

3 水利工程水土保持防治及治理对策
3.1 完善制度落实

任何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有关制度的建立与完

善,在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水利工程建设施工

传统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基本的工作要求,因此需要

实施制度创新,并且将其落到实处。施工单位需要

加大水利工程水土保持防治的宣传力度,让人们具

备较强的生态意识,让工作人员在开展有关工作时

可以约束自身的行为,加强施工规范性。水土保持

要秉承“三同制度”,建设项目需要与主体工程同时

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在竣工验收的过程

中,要同时由水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水土保持设施。
技术人员需要对现有的植被树木进行保护,在确定

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周期之后需要对其中的问题进行

排查。为了促使各个部门能够通力协作,施工单位

需要对道路、交通、水电等部门工作的开展进行监

督,保证其可以按照管理体系内容完成部门工作任

务。施工单位要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对人为产生的

水土资源浪费现象进行调查,提高周围居民的保护

意识,防止水土流失恶化。

3.2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保护是水利工程水土保持防治与治理的要

点,施工单位在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工程建设施工时,
需要对土壤侵蚀原因进行调查,然后改善河流、土壤

及地表植被。在发展生态环境时,需要多种植绿色

植被,营造绿化环境。为了提高植被的存活率,施工

单位可以引进现金的耕作方式提高土壤结构的稳定

性,对农产品结构进行调整,使其能够得到优化。在

发展林业的过程中,需要以植被覆盖率的增加为主。
特别是对于农村地区的发展经营来说,地方政府需

要让农民减少烧柴,防止产生环境污染,因此可以推

广使用新能源。建设防护林也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

要举措,水利工程建设施工单位需要适当种植树木

快速成林,加强防护林建设效用。

3.3 注重因地制宜
不同的区域在环境、条件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

异,在实施水利工程水土保持防治与治理工作时,需
要满足因地制宜的原则,保证工作的开展符合地区

发展要求。建设施工单位需要研究建筑施工区域的

土层构造,确保土地可以适应水利工程建设施工需

求,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水土保持规划,将各项工作

内容落到实处。技术人员要对施工场地存在的问题

进行分析,落实施工方案提高的区域土地的抗侵蚀

性,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还能够促进地表生态

的可持续发展。

3.4 强化监督作用
监督工作的实施主要是对技术人员的操作进行

规范,防止其在工作当中产生不符合要求的行为,影
响施工效用。施工单位需要与监理单位协同合作,
对基层施工人员的工作能力进行检验及考核。施工

人员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的水利工程水土保持治理施

工技能,还需要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防止产生水

土流失问题。政府部门需要让专人监督水利工程建

设施工中的技术、材料及成本应用等,提高资源利用

率,避免造成人为影响。管理人员要对施工团队进

行综合性指导,一旦发现工作人员存在不符合规范

的行为,政府部门及监理单位需要协商给予相应的

处罚,保证水土安全。

4 结语
水利工程水土保持防治与治理对于技术人员的

施工能力有较高的要求,施工单位在实施有关工作

时,需要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的产生的协同

分析。管理人员要加大监管力度,完善施工制度,控
制水土流失现象,促进我国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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