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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在水利工程中的技术要点与应用研究

陈荣娟

江西省丰城市水政监察大队　江西丰城　331100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江西某地的水土流失情况，分析了江西水土保持需求，以水利工程为视角，探索水土保持的实践情况：

制定水土保持的防治方案、明确各项水土保持技术的应用要点。从路基、桥涵、隧道各个方面，逐一给出水土保持方案，

以此展现水土保持技术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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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地处于红壤区内，参照全国水利普查反馈的数据

结果，江西受到各类因素的干扰，出现较大范围的水土流失

问题。江西进行了多年的水土保持工作，获取了一定的技术

成效。水土保持的整体情况较好，部分位置会间断发生恶化

情况。江西水土保持存在较多困难。本文以江西某地某水利

项目为例，进行水土防治分析。

1. 江西水土流失情况

江西某地内含有较多的坡耕地，是出现严重水蚀问题

的重点区域。江西某地含有较大面积的沙地。参看全国水利

普查情况，江西某地的水土问题，如表 1 所示。

表 1 江西某地的水土问题

区域 水蚀区域 /km2 风力侵蚀区域 /km2 水蚀严重性 /%

A 区 16.30 26.27 40.20

B 区 20.13 21.60 30.16

C 区 18.00 24.12 35.18

结合水利普查结果发现：江西某地内的水蚀、风蚀范

围较大，均较为严重，需要制定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积极

控制各类水土流失问题。

2. 水土保持需求分析

（1）水保组织、技术人才的资源需求。水土保持具有

长期性，依赖于专业人员有序践行各项水土保持技术。在进

行水土保持工作规划时，可参照水保单位的级别，妥善规划

人员，以此有序推动各项水保工作 [1]。

（2）多样性治理措施、必要的治理经费需求。在水土

治理中，江西某地需制定多样性措施，发挥多项措施的联合

治理效果。设定专项资金账户，给予资金支持，保证前期治

理、后期养护的综合效果。针对连片、小区域的水土问题，

加强治理力度，改变治理思想，给出多样性的治理方案。

3. 水利工程融合水土保持的具体措施

3.1 防治思路

（1）参照江西某地内水土保持能力，依照江西省整体

的水土保持规划内容，给出水土保持的预防措施。其一，增

强水土监管单位的自主运行能力，从组织、人员、办公区域、

取证设施、技术学习各个方面，有序进行各项水土保持工作。

其二，创建全面的监管制度，建立上下级之间的督察机制、

年度检查、重大问题反馈机制、技术文档制度等。其三，积

极展现生态区域的自主修复能力。

（2）创建工程类监管机制，有序落实水土保持的各项

活动，保证水利项目的施工质量，全面防治水土流失问题。

其一，制定可行的水土保持方案。编写水土保持的各项制度，

设定审批权限机制，保证各项水土保持方案的可用性。其二，

侧重推进水土保持各项工作，依照已经通过的水土保持方

案，完善设计方案，规范施工行为。施工完成，评价水土保

持的效果。其三，有序落实监管、监测各项工作，密切关注

水土保持的动态情况 [2]。

3.2 水土保持技术要点

3.2.1 系统修复技术

水利工程进行时，可能会危害周边环境，主要危害植物、

土石两类资源。

（1）在施工期间，工人会砍伐部分植被。在砍伐操作后，

并未给出有效的修复处理，增加了植被流失量，打破了生态

平整性。修复植被的技术要点，共有两个。其一，尽量保存

已有植被，使植物处于完好状态，保持水土平衡性。水利项

目进行时，需有效控制施工区域，尽量远离植被充足的地段，

以此降低水利项目带来的工程影响。其二，当施工区内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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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需要砍伐时，需做出伐后修复处理。可在砍伐完成时，选

择新的绿植，进行植被覆盖修复，以此防控水土流失问题。

（2）水利施工会挖出一定量的土石，采取抛弃处理形

式，会形成水土流失问题，打破生态平稳性。在使用生态修

复技术时，应把握两个技术要点。其一，土石修复时，应保

持土壤类型、土壤性能、土壤质量的修复效果。工人需清理

废渣，补充肥料，改善土层质量。具体技术流程，见图 1。

图 1 生态修复流程图

工人可参照土壤质量特点，合理甄选绿植类型。在种

植期间，需有效控制加水量，适当补充植物养分，以此保证

修复质量。

3.2.2 沿河修复技术

在水利项目进行时，河流沿线的水文、地貌、水力各

类特点，均会受到不同程度地干扰。施工带来的干扰性，会

降低河流生态性。在修筑年夜坝时，会改变河流连续性，致

使上游、下游两个阶段的河流，处于中断状态。在河流持续

性受阻的情况下，河流生物种类会有所减少。可采取河道硬

化治理技术，借助截弯取直的形式，使河流地貌出现破坏，

间接降低了河流水力，破坏河流自有景观 [3]。

江西某地采取人工浮岛的形式，在河面中心建立一个

浮岛，种植少量植物，如图 2 所示。

图 2 人工浮岛

在人工浮岛的作用下，植被根系会自主向下生长，经

过吸收、吸附等处理，有效去除污染类成分。人工浮岛的植

物会自主吸收，河流营养成分，比如氮、磷等元素，以此提

高河流净化效果。

3.2.3 自然修复技术

在水利项目中，引起水土流失的因素较多，需进行自

然修复处理。参照江西某地水土问题实况，逐一制定治理措

施。其一，水土流失区域具有“盐碱性”时，可借助区域围栏、

小范围封育的形式，以此有效应对水土流失问题，显著改善

植被损失问题。其二，针对水源充足的区域，可联合水利项

目，进行共同治理。其三，针对局部水土流失程度较大的区

域，可借助自然力进行治理。江西某地在修复水利项目边坡

时，给出了三种方案，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自然修复治理方案

边坡修复方案 方案 A 方案 B 方案 C

边坡修复技术 自然草灌 后基质喷播 液压喷播

种子配方 自然草灌 9 种植物混搭 5 种植物混搭

植被盖度 /% 99% 97% 96%

方案 B 中的植物类型，可选择白三叶、刺槐等。方案 C

中的植物，选择波斯菊、夏常石竹等类型。

土壤微生物群落内，含有的生物量碳 SMBC 的计算方

法如式（1）：

                         （1）

生物量氮 SMBN 的计算方法如式（2）：

                   （2）

（1）、（2）两个算式中，EC= 治理区域内土壤内的

有机碳量 - 未熏蒸治理的有机碳量。EN 算法与 EC 相同，

将有机碳量替换成有机氮量即可。keC=knN=0.45，是一种转

换系数。

三种治理方案下，B、C 两个人工治理方案，明显低于

方案 A 的自然修复法。三种治理方案中，SMBC 与 SMBN 的

含量测得结果，方案 A ＞方案 B ＞方案 C，详见表 3。

表 3 三个治理方案的微生物含量

项目 方案 A 方案 B 方案 C

SMBC（mg/kg） 1005.25 624.65 501.54

SMBN（mg/kg） 92.15 62.54 55.15

为此，江西某地后续进行水利治理时，主要采取自然

草灌措施，保证水土保持效果。

3.2.4 垦殖修复技术

（1）退耕还林。当坡地高于 25°时，此区域的全面耕地，

均需进行退耕处理，在坡度表面种植一定数量的生态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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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改善坡地整体的生态性。当坡度处于 15°至 25°以内

时，需加强垦地控制，应保证农耕质量，防止坡地受到损伤。

如果坡度不足 15°，可适当补充水分，进行少量农耕活动。

（2）封山育林。针对水利工程的周边环境，进行封山

育林时，培育时间介于 3 至 8 年时，采取全部封闭的处理方

式。培育时间为 2 至 5 年时，采取轮换封闭方法。多数情况

下，如果治理区域内以草地为主，应封闭 3 年。如果治理区

域内含有较多的灌木林，需封闭 5 年。

3.2.5 开发修复技术

水利施工，可能会形成过度开发问题，降低了生态系

统自主循环的能力，破坏着生态平衡性。具有水土保持功能

的修复技术为：套间种植、轮换种植、模拟生态体系。其一，

采取相同区域、多种作物的种植方法。比如：粮果、林果相

互搭配进行种植。此种套间种植方法，能够显著增强土壤恢

复能力，有效提高土地利用层次，具有较好的水土流失防控

效果。其二，轮番种植，具体指轮作形式。比如，第一年治

理区域内，种植灌木丛；次年改种小型树木；第三年与第一

年植物类型相同；第四年与第二年植物类型一致，以此循环。

此种修复技术，能够显著提高植物的生长能力，有效补充土

壤养分，促使水土保持处于良性循环状态。其三，模拟生态

体系。选择几种植被、若干种植物，进行循环种植，以此改

善区域的修复效果 [4]。

3.3 水土保持效果

江西某地的某水利项目，分别从路基、桥涵各个方面，

逐一进行剥离、整治土地、绿化种植等技术处理，以此保证

水土保持的整体质量。结合工程各处的实际情况，准确设计

水土保持的技术方案。加强边坡防护，增加绿化覆盖面积，

以此尽可能地减少水利施工活动带来的水土问题。

3.3.1 路基工程区

在水利项目完工时，以路基沿线为植物栽培的主体，

添加一定覆土。在此期间，路基边坡需进行拦挡处理。在路

堤两边添加浆砌片石梯、设立截水沟。坡面防护时，使用拱

形骨架。当边坡高度＞ 5m 时，选用人字形骨架，进行有效

防护。路基边坡不足 5m 时，利用植草灌进行防护处理。边

坡高度不足 3m 时，可选择植草灌木防护形式。

3.3.2 桥涵工程区

（1）桥头位置设立的排水装置，整体长度约为 2.10 万

m。整治土地的范围约为 10.60hm2。

（2）桥下进行 9.20hm2 绿化种植。

（3）设立 510 个沉淀池。添加 80.74 万 m2 的土工布。

添加 90.20 万 m2 的防尘网。

3.3.3 隧道工程区

（1）在隧道口位置，设立临时使用的井盖。在隧道内

添加锚杆，进行支撑防护。在洞顶位置，布设截水沟。施工

完成，在隧道仰坡位置，进行自然播草处理。

（2）洞口四周设立排水渠，排水线总长约为 10020m。

设立坡面防护区域约为 13.60 万 m2。

（3）绿化种植 3.49 万 m2。

（4）添加 20.60 万 m2 的土工布。

3.3.4 附属设施区

（1）透水材料施工区约为 1.984 万 m2，设立排水管线

5026m，设立截水沟约为 706m。

（2）采取自然灌草绿化措施，绿化区域达到 9.16 万

m2。在空闲区域进行绿化处理，绿化范围约为 8.74 万 m2。

（3）添加 70.00 万 m2 的土工布，设立 56.30 万 m2 的防

尘网。

3.3.5 弃渣场区

（1）处理表土工程量达到 10.14 万 m3，表土回填工程

量与剥离量一致。土地整治区域达到 81.56hm2。

（2）设立 3647m 的挡土墙，添加 27485m 长的排水线，

布设 14662m 长的截水沟。

（3）植草灌面积约为 795 万 m2。

（4）设立防尘网约为 184 万 m2。

4. 结论

综上所述，结合江西某地的水土情况，以水利修复技术

为出发点，对某个水利项目进行水土保护。在实践中，水利

项目周边水土问题的治理效率高达 96.30%，成功超出预期

治理目标 12%。土壤流失控制效果达到 1.00，符合水利防

治要求。渣土防护比例约为 95.21%，超出预期治理设计值

的 32%。有效保护工程四周表土，保护比例达到 98.59%，

高于前期设计的 18%。林草植被的增加量，达到 99.01%，

高于前期目标的 32%。此水利项目的水土防治方案较为完整，

能够有效应对水土流失带来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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