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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土流失的危害性分析

结合笔者实践工作经验, 认为水土流失的危害性主要

表现在：首先是枯水季节的水量减少,甚至会使水源枯竭,河

道断流,另外水土流失会使湖泊、水库、河道等产生淤积、堵

塞,蓄水量就会相应的减少,也使汛期水更多,易发生涝灾；

其次在水利工程中,由于水土流失,使表层土壤裸露,随着水

力的冲击,许多泥沙就会顺着地表径流流向江河、塘库,不仅

严重影响行洪能力,抬高河床,造成水位上涨,还会减弱水库

的防洪能力,水库的使用寿命也会大大减少,甚至发生垮坝

等灾害。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植被大部分遭到了破坏,当暴

雨发生时,由于地面坡度大,植被不够,坡面截流能力较差,土

壤表层涵水能力低, 使得降雨强度远远大于土壤入渗速度,

雨水来不及入渗,迅速大量产流,瞬时形成山洪。

2水土保持的重要性及其策略

2.1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主要表现为:(1)减少水土流失,修复水生态系统。水土保

持工程通过对工程学原理治理山区、丘陵、风沙区的水土流

失。可以通过林草拦截以及水源蓄养的方式来修复水资源

的存储空间,降低地表径流对地表泥沙的冲刷,进而起到了

减弱泥沙洗刷入河的问题。(2)调节水文循环,优化水资源合

理配置。科学合理的水土保持工作可以通过建立微地形、扩

大地面绿化面积等方式来改变地表径流的运动形式, 保持

并增加土壤中水分的渗透率,进而调解地表径流,优化水资

源配置。与此同时,水土保持工程可以削减汛期河流的洪峰,

增强抗洪能力；在枯水期可以通过蓄水的方式,为径流补充

水源,降低汛期与枯水期年际静流之间的变化落差。(3)改善

水体质量。种植大量的植被可以回复生态环境,植被不仅可

以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同时还可以保持土壤,防土壤中

的一些物质流入河道,进而改善了水体质量。(4)疏通河道,延

长水利设施使用寿命。水土保持工程有效降低了地表土壤

的裸露面积,林草拦截减弱了地表径流的泥沙流失,削弱了

水对地表表层土壤的侵蚀。水库、河道中泥沙减少之后,水

库的库容量就会增加, 进而提高了水利设施的防洪抗灾能

力,延长了水利设施的使用寿命。

2.2水土保持的策略

具体表现为:(1)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加强对水土的保

持。由于水利工程中水土流失有点状和线状之分,所以在采

取防治策略时要因地制宜。在施工阶段,水利工程项目中的

回填区、开挖区等是需要工程策略与植物策略结合起来的,

这两种策略各有功能,把两者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可以有

效地提高地面植被的覆盖率,能够起到水土保持的作用。在

挖方区,可以通过设置截排水沟的方式来防止水土流失。为

了防止滑坡、泥石流等重力侵蚀的发生可以设置挡土墙、抗

滑桩等。在回填区,要对坡地地形进行整理,增加植被的覆盖

率。在施工阶段要注意对地表植被的保护,对施工产生的弃

渣要集中堆放在弃渣场,对弃渣场和占用的耕地、林地要及

时恢复好植被。(2)合理运用科学技术加强水土保持。国家要

在水土流失的预防、水土规划等方面加大科技投入,引进先

进技术,建立水土保持体系,还要加强对当地居民的教育培

训,提高他们对水土保持重要性的认识,还要与国外进行合

作与交流,引进适合我国水土保持的技术,通过提高技术水

平来提高水土保持的治理水平。(3)加大水土保持的监管力

度。水土流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水土保持工作是一个

长远的任务和目标。对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的区

域,应该采取有效的策略保护植被,禁止当地居民乱砍乱伐

及毁林开荒,防止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再次破坏。对于那些水

土流失较轻的地区,应加大保护力度,建立监测预警体系,加

强对水土流失的监测。

3水土保持工程施工技术应用的分析

3.1水土保持的山坡防护施工技术应用分析

具体表现为:(1)山坡防护工程技术的主要作用。山坡防

护工程技术在水土保持工程中发挥出的主要作用是能快速

有效的改变不良地形条件以达到防止水土流失的积极作

用,大概的流程是快速进行就地拦截地表雨水及雪水,使其

渗入到农地,林草地中,减少形成的坡面径流,增加农作物、

林草的覆盖度,减少地表蒸发量,储存土壤孔隙水分,就地拦

蓄坡地径流并引入到小型蓄水工程当中, 遇到存在重力侵

蚀危险的山坡地段, 能有效的发挥修筑排水工程或支撑建

筑物防止山体滑坡,减少水土流失有着重要的意义。(2)山坡

防护工程技术分析。水土保持工程技术中的山坡的防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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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土保持工程可以减少洪涝灾害的发生频率,并且水土保持工程可以减轻水土流失所带来的各种不良现象,还可

以加强水土资源的可利用率,基于此,本文简述了水土流失的危害性以及水土保持的重要性及其策略,对水土保持工程施工

技术的应用进行了探讨分析,旨在防止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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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有效技术主要包括整治水平梯田、隔坡反坡梯田、水平

沟、鱼鳞坑、山坡截流沟、沟头拦水沟埂、水窖、在稳定斜坡

下部的挡土墙方面有较强的稳定性。

3.2水土保持坝库工程施工技术应用的分析

水土保持工程技术中的骨干坝、淤地坝、小型水库工程

技术主要意义是在沟道里起到上游拦截淤泥、下游蓄水灌

溉的作用,在沟道上建设的坝体,加上坝内所淤成的土地通

常叫做坝地, 建设淤地坝发挥的作用在于有效的拦截泥淤

地, 因为淤地坝一般情况下是不具备长时间贮蓄功能的,加

上坝体本身对下游的灌溉要求就比较弱, 这样一来随着坝

体内的淤积的面积每年都在大面积的增加,久而久之,坝体

与坝地便能很快的形成整体,形象的说来,这个整体可以看

做是重力式的阻挡淤泥的墙壁, 减少反滤体排水设备的目

的是为了有效的排出坝内的地下水, 有效的防止坝地的盐

碱化程度,提高坝坡的稳定性。建设沟道坝系体系有效的拦

截淤泥,在有水源沟道可建小型水库,以实现拦、排、蓄、灌立

体化治理模式。

3.3水土保持山洪排导施工技术应用的分析

山洪排导工程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发生洪水或泥石流后

减少对周边房屋建筑、周边的矿工企业、行人道路周围和农

田发生危害等不利情况。淤地坝及小型的水库通常是由坝

体、泄水洞和溢洪道三部分组成的,其防御洪水设计标准决

定于工程的等级。山洪及泥石流排导槽的设计标准,要保证

排导槽在多年运行中, 不出现因淤积和冲刷危害建筑物安

全的现象。在布置排导工程阶段时,要使导流堤和过流建筑

物上游端与稳定的流通区出口相接,顺应沟口流势,呈直线

或大半径曲线布置。紧接导流堤的急流槽或束流堤作成直

线或大半径曲线, 与排洪建筑物相交处不要突然放宽或缩

窄。一般来说,在过流建筑的下游段,如果急流槽不直通河

道,泥石流将在导流堤尾部形成新的堆积,因此要慎重选择

泥沙堆积的位置,防止对附近的农田或居民区、道路带来危

害。假如修建的急流槽将泥沙直接输入河道,应力求使堤尾

方向与河道流向以锐角相交,以利泄洪排沙,为避免河道经

常顶托形成溯源淤积,急流槽尾部应高于下游河道,在排导

工程的纵坡与断面设计中,对于束流堤,只要求约束流路,防

止出现漫流的情况,其纵坡一般就采用堆积面的纵坡。

3.4水土保持斜坡固定工程技术的应用分析

采取斜坡固定工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斜坡岩土体

尽量的不发生自由运动以保证斜坡的稳定性, 常用的技术

包括挡墙、削坡、排水工程、反压填土、护坡工程等。梯田的

水土保持工程技术对改变周边地形,减少含沙量、能有效的

改善土壤的情况, 对于提高生产能力和保护生态环境有重

要的积极作用。

3.5水土保持沟道治理工程施工技术的应用分析

沟道治理工程技术有沟头防护工程和谷坊工程两种,

这两种技术是拦截调节输沙量 ---拦沙坝, 达到拦截淤泥

的效果,总的目标是全力建设良好农田防治工程、骨干坝、

淤地坝、中小型水库等沟道防治工程、护岸工程。实现层层

设防、沟坡兼治、泥沙不出沟的目标。沟道治理工程技术发

挥的主要作用是加固沟道河床,有效的拦截贮蓄泥沙,最大

程度的防止和减轻山坡洪水的减少及泥石流灾害的不利影

响,这一技术的主要意义是为了预防沟头的前进、沟道河床

的下切、减缓沟道上游河床的下切速度、科学合理的调节山

洪洪峰流量,减少山洪或泥石流中固体物质的含量,在对沟

口的冲积锥不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综上所述, 水土保持工程施工技术对于防止水利流失

非常重要, 并且水土保持可以在汛期时对径流进行拦截,使

水库没有决堤的危险,同时还可以增加土壤的吸水量。因此

为了充分发挥其作用, 因此对水土保持工程施工技术的应

用及其策略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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