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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一些水利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容易出现一系列破

坏大自然的现象，导致生态平衡无法继续维持，还会出现一

些环境问题，导致人们的正常生活受到影响，更有一些地区

的水土资源受到破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健康。为此，

相关的水利工程施工应考虑整体生物环境，在水土保持生态

建设中，制定出多种生态修复内容以及相关实施方式，为日

后的环境做出更多的积极贡献，避免人们的生活环境受到二

次的破坏。

2 水电水利工程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中生态修
复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中国生态环境保护部门针对水电水利工程进行勘探时发

现，因为工程建设出现的生态问题“不计其数”，并且每项

问题给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都是巨大的，严重的甚至还需要

几十年的时间来恢复。水电水利工程中水土流失的问题一直

都在解决，但解决后的效果与预期有着很大的差异，相关管

理人员对水土流失问题并不是很重视，在整个水土流失问题

的治理中制定的管理条例和管理要求并不科学，甚至有些管

理条例的制定严重脱离真实水电水利工程中的水土流失治

理情况，在拟定治理方案时只单纯注重如何去解决水土流

失，并不会重视和考虑工程的建设问题以及整个工程施工所

带来的问题 [1]。

在进行水电水利工程建设时经常会对某一地区大肆开

挖，整个开挖的过程很容易对植物链造成破坏，并且在进行

土方开挖和填埋的过程中还会对地下土质以及土壤的含水

量造成严重的破坏，从而对植被造成影响。水电水利工程的

建设还会对流域的水量进行控制，水电设备在工作运行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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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改变上下游土壤的含水率。实际调查资料显示，水电水

利工程建设地区上下游植被的生长差异性很大，而且这种水

土流失导致的植被破坏很长时间都无法恢复。不同类型的水

电水利工程在建设中涉及的工程项目种类有很多，大型的水

电水利工程会对方圆几千公里的地区环境进行修整施工，这

种情况很容易对地形造成破坏，在严重的暴雨时期还会引

起泥石流、山洪等自然灾害。很多工程项目在施工前的勘

探工作并不系统，例如，对施工地区的地质水文勘探数据

不够具体，在实际的施工建设中错误的数据引起水土流失

等问题出现 [2]。

水电水利工程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中对生态修复的应用并

不科学，相关治理人员的治理理念过于传统，往往治理后起

到的效果并不明显。并且整个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中对生态的

恢复也是片面的，其中对一些植被的恢复、对动植物的保护、

以及对水土流失问题的解决都只是“治标不治本”。例如，

在生态修复中，如果只是单纯的种植植被很可能出现植被大

量死亡的现象，因为不同类型的植被适应的地区环境也有所

不同。在土壤的保护工作中很多施工管理人员并未控制工程

的挖方量，很容易造成某一地区的开挖深度超限或泥土的大

量淤积。水电水利工程生态建设要想科学地应用生态修复就

必须将其中存在的问题系统地解决和完善，并根据实际需要

和研究情况对其相关技术和内容进行全面创新 [3]。

3 水电水利工程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中生态修
复如何科学应用

首先，国家相关水电水利工程建设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水

土保持问题的重视程度，加强对各地区水电水利工程建设的

检查和监督力度，明确重点检查对象。在检查的过程中如果

出现水土保持修复的各种问题应及时督促其进行修改，并根

据问题的轻重缓急进行相应的管理和处罚。相关管理人员在

监督水电水利工程建设时，一定要严格督促设计部门在设计

前认真对施工地区的各种环境进行检测和勘探，勘探的内容

包括地质水文条件、施工地区各地点高程以及地区土壤的含

水率和地址构造。结合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综合设计，设计人

员还应科学规划各部分的施工，以确保整个水电水利工程能

够按照要求依次施工。

与此同时，相关的技术管理人员以及相关的施工人员，

应当针对当地的气候和水土条件，制定出更加合适的计划，

保证相关的生态建设施工的可行性。水土保持生态建设需要

根据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制定更加专业的施工内

容。一些地区在水利施工过程中，容易忽视绿植发挥的作用，

导致后续的水利施工在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在进行生态建

设施工的过程中，一些地区的绿植种植面积较小，技术人员

可以通过地形勘察以及水土质量检测，在适宜的地点种植绿

植，保证生态建设的顺利进行。

水土资源是生态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以往的工程

施工中，会对于土壤以及水资源造成不同程度上的伤害。生

态建设过程中，需要考虑对水资源以及土壤资源的保护。在

施工过程中，规划出特定的位置挖掘土壤，检测挖掘前后的

土壤质量，并且挖掘时要注意减少垃圾物的产生，避免对于

土壤造成二次伤害。针对水资源的保护，可以先对水资源的

质量以及微生物、含氧量等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制定出

更加详细的水资源建设计划以及相关的措施。

此外，还要注重地区之间的生态环境协调性。水利工程

的实施，容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一些地区的特定生态环境，

这就导致以往的生态协调性遭到破坏。生态建设需要考虑整

体的生态圈，而非特定地区的生态环境，这就需要相关的政

府管理人员对地区的资源开采以及相关土地开采政策进行

更加深刻的思考，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剥削及压榨，从而使生

态建设呈现显著效果。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充分重视生态建

设，与水利工程负责人员进行良好沟通，形成更加积极的生

态建设施工态度。

4 结语
水电水利工程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中生态修复的应用探索

应根据实际水电水利工程水土流失的实际情况和治理要求

进行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在确保水电水利工程水土保持治理

稳定进行的基础上科学应用生态建设中的生态修复。水电水

利工程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中生态修复的应用能够确保整个

水电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稳步增长，从而科学地开展水电水

利工程各部分项目的施工建设，减少对土壤的破坏并加强对

生态修复的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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