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发展 
第 3 卷◆第 9 期◆版本 1.0◆2019 年 9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94 

Building Developments 

水利工程中的生态问题与生态水利工程 
 

白秀梅 
新疆额敏县喀拉也木勒河水管所 
DOI:10.32629/bd.v3i9.2737 

 

[摘  要] 水不仅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文化载体,是人与自然沟通的载体,体现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以及和谐程度,可以说,水生

态文明建设最终也必须达到这样的高度。水利工程建设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能够提供大量的电能,方

便了农业的灌溉,还能够起到一定防治水患的作用。基于此,笔者在文中分析了水利工程规划中的生态设计问题,并总结了水利

工程规划中生态设计需注意的事项和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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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水利工程的不断发展,生态问题日渐成为水利工程

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如何实现水利工程与周边环境

和谐,进而有效地保护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水利

工程设计与建设首先考虑的。要想促进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就必须要解决农业灌溉问题。而农业灌溉问题的解决就要求

我们大力兴修水利,进行相关水利工程的建设。 

1 生态化水利工程建设的意义 

1.1建设生态化水利工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 

当前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可以划分为五个层次分别为：饮

水保障、防洪安全、粮食供给、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这五

个层次最终都体现以人为本。水利工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已经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需求,即生态环境阶段。所以

水利工程建设,在功能定位上必须突出生态功能。 

1.2建设生态化水利工程是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需要 

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得我们赖以生存

的自然环境正在一步一步的恶化,这对人类自身的发展与生

存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就水利工程建设来说,其和生态环境

密不可分,水利工程建设带来的环境影响也非常的广泛,主

要包括土地淹没、生物多样性受影响、小气候的形成、库区

移民等等。水利工程建设面对如此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水

利部门必须转变传统的治水思路,走生态水利的道路。 

1.3建设生态化水利工程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需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了追求高质量的生活,

人们对城市的环境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态城市建设已

经成为众多城市的发展目标。而水利工程建设作为国民基础

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发展过程当中起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态化水利工程建设应

该从传统水利向生态水利转变。 

2 建设生态水利工程的原则 

2.1保护和恢复多样化河流的原则 

每条河流的形状、流水状态、土壤状态都不一,每条河

流都具有多样性,因此,在生态水利工程建设时不要只是盲

目的效仿成功案例,要根据每条河流的特征进行生态水利工

程建设,这样能够使河流的独特性和多样性被保留下来。 

2.2保持和维护河流自我恢复能力的原则 

水利工程对河流环境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由河流的自

我恢复能力进行恢复,河流的自我恢复能力不仅可以减少水

利工程对河流环境的破坏而且还能够减少人们对这种破坏

后的人为修复,总而言之,对河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起

到了很好的作用。 

2.3以修复整个水域生态系统为目标的原则 

河流创造的不仅仅是河流生态系统,它与周边的森林、田

地、乡村、城市等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所以在生

态环境建设中,要考虑到河流与森林、田地、乡村等要素之

间的关系。 

3 开发水利对生态的各种影响 

3.1人为改变河流河道自然分布打破水源分布 

在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匀,因此水利工程建设就是为了

解决人们生活的水需求,然而在这些已建设的水利工程中大

多是以囤积河水、改变河道走向、人工开凿蓄水池等一系列

不和谐工程进行的,只单一的满足了人们日常的生活淡水资

源需求,却并没有考虑到周围环境的生态问题,导致环境恶

化、物种灭绝。人类水利工程建设本身是为了调用水资源,

使水资源分布平均,然而不考虑实际情况的建设就是水资源

枯竭的罪魁祸首。人为的改变自然河道是对生态的破坏,是

对人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不负责任。 

3.2单一化的生态不利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基本上修建于天然河道上的水利工程自然会直接影响

到河流长期演化成的生态系统和环境,表现为河流局部形态

的非连续化和静态化,最终造成了河流生态环境的多样性被

瓦解和消除。水利工程建设要影响水质。自然水系的流速会

因为水利工程建设而减慢,从而使得水、气界面交换的速率

降低,继而弱化了污染物的迁移扩散能力,降低了水质的自

我净化能力,使得水质重金属污染现象频发且愈演愈烈。蓄

水堤坝的内部水是随着阳光的辐射而大量蒸发的,河流的流

速变缓直接导致该地区雨水量直线上升,温度会产生相应的

变化,局部温度会过低,直接导致了这一地区生物的生存,植

物会因为大量降水而死去,生物会因大量降水而导致环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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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病,缺乏食物动物就会灭亡,而水中的鱼类也会因此发

生不能繁殖的问题,或者繁殖发育不良的问题。 

4 建设生态水利工程的策略 

4.1在生态理念上加强重视 

“绿色”理念核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不仅要考

虑人类自身的需求,同时兼顾整个生存环境与生态系统的其

他利益,尽量降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最终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水利工程建设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根

本就是要立足人水和谐的思路,把握好自然内在的生命运动

规律,协调好人类治水与环境的关系,从根源上解决人类面

临的水安全困境,同时实现人水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在建设

理念上,要统筹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治水,是人类认识

自然、利用自然的一项重要实践活动。在农业经济社会,洪

涝灾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水利工程建设主要突出

防洪排涝的考虑；到工业经济社会,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

加快推进,水资源环境方面的矛盾越来越凸现,水利工程建

设不仅要保证防洪安全,而且要保障水资源和水生态的安

全。这就需要我们的治水思路和实践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推动水利工程建设从单纯的防洪排涝、供水灌溉向水安全、

水资源、水生态统筹发展转变。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

度,严守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

“三条红线”方面持续发力,制定出台一系列实行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的规章制度、实施方案和考核办法,建立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 

4.2加强岸坡防护 

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系统冲击最大的是岸坡防护结构。

水陆交错带是水域中植物繁茂发育地,为动物的觅食、栖息、

产卵、避难所,也是陆生、水生动植物的生活迁移区,至关重

要。因此,岸坡防护工程的设计应从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生

态建设要求出发,采用与周围自然景观协调的结构形式,在

满足工程安全的前提下,确保生态和景观的护岸形式多种多

样。在典型的岸坡防护结构中,可尽量使用具有良好反滤和

垫层结构的堆石,多孔混凝土构件和自然材质制成的柔性结

构,尽可能避免使用硬质不透水材料,如混凝土、浆砌块石等,

为植物生长,及鱼类、两栖类动物和昆虫的栖息与繁殖创造

条件。 

4.3强化水利工程建设中的污水弃渣进行妥善处理 

基于生态化水利工程建设的特殊性,可以采取自然沉淀

的方法来处理污水弃渣。与此同时,可以通过建立化粪池与

简易的厕所来接纳工程施工区域的污水,从而达到防止污水

对河流下游的居民造成影响。在工程施工过程中还应该考虑

弃渣的堆放,必须确保施工区域原有景观在施工完成后能够

恢复；首先开挖耕地的表土耕作层,并将开挖出来的表土耕

作层做妥善的保管,以便在工程完工后用于覆土使用。 

4.4水利工程不干涉自然生态物种多样性 

我们在建设适合人类使用的水利工程,其实就是在改造

河流周围的环境,不论是植被分布问题还是河道高度角度问

题,我们对这些因素加以改动就破坏了原本适应这里生态环

境生物的生存,直接影响到了物种多样性,破坏了生态食物

链,就会导致当地物种单一、生态种类灭绝的恶性问题。因

此,我国环境专家认为水利建设不应该去影响自然生态物种

多样性,就是在不大量改造环境的情况下进行施工,在不干涉

自然的情况下进行建设,在不破坏自然的情况下去使用。水利

工程的建设是为了解决人们的民生问题,但是如果破坏了自

然生态就成了舍本逐末杀鸡取卵的行为,是不利于我们人类

可持续发展的。因此,我们在今后的一系列水利工程建设的

计划上就要结合自然环境进行考虑,不破坏自然的情况下结

合自然进行水利建设。 

5 结语 

总之,为避免水利工程规划中生态设计带来的不利影响,

其有效方法主要是结合生态学和水利工程等原理,对生态水

利工程项目进行规划设计,以避免一些造成环境退化的情

况。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可有效减少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

坏,以促进生态系统稳定和繁荣的发展,实现自然环境和人

类社会发展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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