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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道生态护坡施工对保障水利工程安全具有的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阐述了水利工程中的河道生态护坡要求及其施工要点,对水利工

程中的河道生态护坡施工技术进行了探讨分析,旨在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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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生态护坡主要就是将土木工程与生态环境保护进行结合,通过植

物的自然生长特征来实现岸坡稳定、岸坡绿化。其不仅要求满足防洪排涝,

同时要求处理好水利工程安全、水环境等之间的联系,从而保障水利工程

安全运行。 

1 水利工程中的河道生态护坡要求分析 

1.1可行性要求。河道工程地质一般较为复杂,并且堤基坡体的土质岩

体抗冲刷性能落差较大。而河道生态护坡目的主要是恢复河流的天然属性,

因此需要合理选择天然石材、草皮等材料进行作业,而且需要对地质勘测

资料进行合理分析,有效编制施工方案,充分注重生态护坡施工的可行性

分析。 

1.2因地制宜要求。河道生态护坡施工应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在熟悉了

解当地自然环境的基础上,编制与当地自然环境相协调的施工方案。包括

尊重传统文化和乡土知识；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尽量使用当地材料、植物

和建材,使河道生态护坡与当地自然条件相和谐；适应场所自然过程,设计

时要将这些带有场所特征的自然因素考虑进去,从而维护场所的健康。 

1.3实效性要求。生态护坡是实现生态水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河道生态

护坡施工首先应注重其防御洪水安全稳固主导功能的体现,生态恢复性能

应立足于防洪功能基础之上,发展生态护坡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切

实注重生态护坡施工技术应切实适应当地自然气候条件以及经济发展的

实际需求,避免将生态护坡建设成没有实际效能的形象工程,充分发挥生

态护坡施工技术在水利工程中的实效性。 

1.4保护与节约自然资源要求。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流以及能流,

生态建设需要保障以下几方面：保护不可再生资源,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开

发使用；利用原有材料,包括植被、土壤、砖石等服务于新的功能,可以大

大节约资源和能源的耗费；尽可能减少能源、土地、水、生物资源的使用,

提高使用效率；保证让护坡处于良性循环中,使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1.5创新性要求。河道生态护坡技术含量较高,护坡工程材料的抗形

变,抗风化、抗侵蚀等物化性能影响着坡体稳固性防护效果,工程建设过

程中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理念,重视河道防洪生态护坡工程防护

技术创新,科学优化工程施工设计,注重施工材料的性能开发和创新研

究,增强和优化生态工程主体的抗侵蚀性和抗冲刷性能,保障河道生态

护坡的有效性。 

2 水利工程中的河道生态护坡施工要点分析 

2.1河道生态护坡施工需要充分发挥护坡防洪以及抗洪功能。在水利

工程河道生态护坡施工技术的应用中需要结合水利工程实际,以工程的自

身建设特点以及工程所在的环境特点来选择合适的河道生态护坡施工技

术。同时所选择的护坡施工技术不仅需要具备牢固护坡的作用,同时也应

该与工程周边的环境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河道生态护坡功能及作

用最大程度的发挥。 

2.2河道河道生态护坡设计前需要对工程施工地进行较为详尽的地址

勘测,在勘测时应该着重注意土质坡体的抗腐蚀性以及工程的地质条件。只

有通过最全面的调查、分析及总结,合理的石材以及植被的选择,才能够实

现防洪护坡建设水平的全面提高,从而实现水利工程防洪护坡施工技术的

发展以及其作用的有效发挥。 

 

图  四 

4 总结信息 

上位机软件接收到传来的数据后,进行分析处理,分析处理完成后在

软件界面中显示出车辆的数据信息决定车辆是否可以通行。 

5 结语 

本文对车辆轮廓综合检测系统的系统结构、使用技术及业务流程

做了详细的叙述,主要运用激光测距、多元回归算法、粗糙集检测等技

术,实现了对车辆宽高、重量等重要信息的准确采集,提高了车辆的通

行效率与通行安全,为高速公路上的车辆管理与公路养护提供了有力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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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河道生态护坡施工环境较为复杂,因此在进行河道生态护坡材料

的选择时应该注重材料的抗腐蚀性以及抗变形性等特点,同时为了能够实

现河道生态护坡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对所选择植被的生命力以及环境适

应力等情况进行综合的分析。除此之外,还需要对河道生态护坡施工技术

进行不断的改革与创新,通过不断加强防洪护坡材料性质及功能的创新,

来实现防洪护坡施工技艺的提高。 

3 水利工程中的河道生态护坡施工技术分析 

3.1土工材料生态护坡施工技术。河道生态护坡施工运用土工材料生

态护坡,主要是把喷塑金属网与碎石型种植土壤相结合,其有效运用了喷

塑金属的材料优势,增强了护坡结构的抗腐蚀性,而且这种护坡结构能够

为水生环境中的植物群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生态效能强。此外,这种护坡

实用性极强,适用于水土流失速度快的河道,对于施工条件无明显要求,适

用范围广。 

3.2植物固土法的植被生态护坡施工技术。植物固土法是河道生态

护坡施工技术中作为常用的一种,借助于根系发达的植物,能够固定土

壤,防止水土流失,同时改善土壤营养成分,增加生态多样性,维持当地

生态平衡,凈化污水,改善自然环境。这一施工技术最主要的环节,就是

植物的配置,施工单位应该根据工程建设要求、资金投入,结合当地生

态环境,选择根系发达、成活率高、抗病虫害能力强、易于管理的植物,

最好是价格较低的当地植物。而且,尽量丰富植物种类,做好景观搭配,

兼顾生态护坡的生态功能与景观功能,增强护坡生态系统中的植物多

样性,让其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有效连接陆地系统与水域系统的工

程。 

3.3植被型生态混凝土护坡施工技术。植被型生态混凝土护坡施工技

术必须合理运用比例适当的水泥、混合料、粗骨料、保水剂等进行搅拌混

合,然后再浇筑于河道护坡上。由于多孔生态混凝土具有较强的吸水性能,

再加上结构内骨料创造的孔隙,能够为植被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植物成

活率较高,借助于护坡植被,就能够很好地发挥抗旱排涝能力,进行水土养

护。而且,多孔生态型混凝土能够加强土壤与岩石间的连接例,从而增强土

壤的抗冲击能力,结合护坡中的植被,还能够有效防止水土流失,避免土壤

被侵蚀。随着这项技术的发展,目前人们常采用生态砖嵌固的施工方式,

具体施工技术有以下两种：①联锁式砌块技术。这项技术可增强生态砖之

间的镶嵌封锁能力,让砖块更为稳固,避免移动；②铰接式砌块技术。在这

项技术中,人们应用绳索进行连锁型矩阵铺设,能够提升生态砖与地面、坡

面的契合度,从而提升生态护坡的适应性、整体性与抗冲击性,强化其水土

保持能力。 

3.4网格生态护坡施工技术。河道网格生态护坡施工材料加工,必须

结合聚丙烯、聚乙烯等材料与碎石,其通过高分子材料使网垫与种植型

土壤相匹配,然后在撒上合适植物的草籽,即获得新型复合型种植基。网

垫结构由多层网结构经热熔焊连接构建,能够增强基土稳固性,同时为

植被生长提供充足的发育空间,且网垫、网格中的草皮生长起来后,能够

与之形成一体化结构,极为稳定,建设所成的护坡在网格内填入土壤、砂

砾碎石,待草皮生长发育后可与网垫层相互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土层巩

固效能强,能够提升土壤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并且该技术难度较低以及

可以有效控制成本,通常适用于农村大型排水罐区域,如若资金充足,也

可用于河岸周围环境保护中,用以增强植被的稳定性,从而有效保障当

地生态平衡。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河道生态护坡施工对于提升水利工程防洪及其安全运行

具有重要影响,其可以对周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为了保障水利工程的

安全可靠运行,对水利工程中的河道生态护坡施工技术进行分析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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