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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水电工程水土保持实践与思考

罗彩霞 

固原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　宁夏固原　756000

摘　要：水电工程是中国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一，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新形势

的出现，尤其是在水土保持方面的问题不断凸显，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和实践，以保护水资源、保持土壤稳定，为可持续发

展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本文旨在探讨新形势下水电工程水土保持的实践经验与思考，期望为未来工程建设提供有益的参

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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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我们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等的理念，通过一系列水土保持措施，实现了工程

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在生态建设中，该市积极实施小流

域整治项目，强化水土流失防治。具体做法是通过建设淤地

坝，建设小型水保工程和建设生产道路等多种手段，不但有

效地降低了水土流失，而且对改善我市生态环境起到积极作

用。到目前为止，我市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从“十三五”初期

的 4207 平方公里上升至 2022 年末的 6837 平方公里，新增

2630 平方公里，水土流失治理程度从 2015 年末的 52.5% 上

升至 2022 年末的 85.38%，上升 33.07 个百分点。先后治理

小流域 476 处，累计建成淤地坝 760 座，其中大淤地坝 230

座、中淤地坝 259 座、小淤地坝 271 座、小水保工程 9.5 万座，

总库容 27466 万立方米、生产道路 987 公里。

1. 水电工程水土保持的作用

水电工程水土保持是指在水电工程建设过程中采取必

要的措施，以保护和改善水土资源的健康和稳定，减少水土

流失和环境破坏，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首先，水电工程水土保持能够减少水土流失。水电工

程建设过程中，大量的土地被开垦和水库的建设造成地形改

变，如果没有采取水土保持措施，会导致水土流失的加剧。

合理的水土保持技术包括坡面覆盖、水库淤积物的回填和平

整以及水域植被的保护等，可以有效地减少水土流失，保护

水库周边环境。

其次，水电工程水土保持能够改善水质和减少污染。

水电工程建设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土、渣滓、废水等污

染物，如果不加以处理和管理，会对水质和生态环境造成严

重的污染。通过合理的处理和管理措施，如建立生态护坡带、

设置沉淀池等，可以有效地净化水体和降低污染物的排放，

保护水库周边的生态环境和水生生物。

此外，水电工程水土保持还能够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

多样性。水电工程建设过程中，需要进行土地开垦和植被破

坏，如果不加以保护和恢复，会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通过

采取适当的措施，如进行生态恢复和植被保护，可以促进生

态系统的稳定发展，维护和增加生物多样性。

2. 水电工程水土流失问题及成因

水电工程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往往会对周边环境产

生一定影响，其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水土流失。这一问题主

要是由于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原有的地表植被和土壤结构遭

到了破坏，导致土壤侵蚀加剧。同时，工程开挖和填筑等活

动也会改变原有的地形地貌，进而引发水土流失。

具体成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是植被破坏，工程建

设过程中往往会大量砍伐树木、铲除草皮，使得地表植被覆盖

率降低，失去了原有的水土保持功能；其次是地形改变，开挖

和填筑等活动会改变原有的地形地貌，形成裸露边坡和弃土弃

渣，增加了水土流失的风险；最后是缺乏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往往只注重主体工程的建设而忽略了水

土保持措施的落实，导致水土流失问题得不到有效控制。

3. 水电工程水土保持实践措施

3.1 规划设计阶段的措施

在水电工程规划与设计阶段，要充分考虑水土保持，

必须先合理地确定项目布局与规模。它不仅关系到项目经济

效益，而且还直接影响水土流失程度。布局与尺度的选择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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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地形，地貌，水文，植被等自然条件的影响，最大

限度地减少对原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

二是规划设计要注重水土保持措施应用。如排水系统

的合理布置能有效地预防水土流失，尤其适用于易水土流失

地区。另外，利用挡土墙和拦沙坝这类拦挡措施可有效地延

缓水土流失。对已被侵蚀地区而言，植被恢复则是重要举措，

可通过培育适应性较强的本地植物来促进土壤稳定与生态

恢复。

三是规划设计阶段施工方案需要进行详细分析评价。

在建设过程中可能对地表产生干扰和损害，所以要将此影响

降到最低限度，并且要事先制定出相应的对策。如合理安排

施工进度、避免雨季大土方开挖等；采取苫盖，临时排水及

其他必要措施进行临时防护；强化施工现场管理、规范施工

行为、避免人为因素造成水土流失等。

总之，水电工程规划设计阶段要充分考虑水土保持，

多措并举全面控制水土流失。这样既能确保项目安全稳定地

运行，又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3.2 施工阶段的措施

一是合理地安排施工进度。尽量避开雨季大范围土方

开挖施工活动，减少雨水冲刷地表。同时要尽可能减少对地

表的干扰与损害，并采用合理的施工方法与施工顺序，切忌

反复挖掘与填埋。

二是采用临时拦挡，排水和苫盖措施。施工区域四周

有土袋和挡板等临时拦挡设施延缓水流冲刷地表。同时排水

系统的合理布置，使施工废水和雨水能够得到及时的排放，

以免地表产生积水。对易受侵蚀地区，可采用苫盖材料，减

少水土流失。

三是对施工场地道路进行及时打扫。施工期间，对产生

的弃土，弃石及其他废弃物要及时清除干净，并保持施工场

地及道路整洁。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废弃物覆盖并阻塞地表，

减少了水土流失危险。

最后还必须强化施工现场管理和规范施工行为。施工单

位要建立健全水土保持管理制度、加强施工人员培训教育、

增强施工人员水土保持意识。同时要加强对施工现场的检查

与监管，以保证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有效实施。

总之，水电工程建设阶段通过合理安排施工进度，临

时拦挡，排水，苫盖，及时清场筑路，加强施工现场的管理，

可有效地防治水土流失及保护生态环境。

3.3 运行阶段的措施

水电工程运营阶段为保持水土及生态环境稳定要采取

如下措施。一是强化水库调度管理的重要性。合理分配泄洪

时间，保证下游河道流量、水位处于安全区间，降低下游河

道冲刷、侵蚀。同时要重视水库周围地区植被的恢复与绿化，

并通过栽植适应性较强的当地植物来提高植被覆盖率以及

提高土壤稳定性。

二是对水电工程设施进行定期检验与保养。水电工程

设施能否正常工作，直接影响水土保持工作成效。所以，要

定期检查水库大坝，溢洪道及水电站，考察设施运行情况，

发现并恢复可能出现的问题。与此同时，要加强对设施进行

维护保养，保证设施正常运转，以免因为设施出现故障而造

成水土流失。

三是建立水土保持监测评估体系，实时监测水电工程水

土流失状况并定期评价。通过对监测数据进行采集与分析，

可及时掌握水土流失情况及发展趋势，从而为制定相应防治

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该评价结果可供后续水电工程设计

与建设借鉴，推动水土保持工作不断完善。

总之，水电工程运营阶段加强水库调度管理，植被恢

复与绿化，定期检验与养护及监测与评价的实施有利于保持

水土稳定与生态环境安全。这些举措的落实，对水电工程可

持续发展，生态环境长期保护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4. 结束语

总之，水电工程的水土保持实践措施应该以生态环境

保护为出发点，注重生态需求和生态恢复，加强设施建设和

监测管理，确保工程的可持续发展和对环境的最小影响。同

时，政府、企业和社会应该加强沟通合作，形成共识，共同

推动水电工程的水土保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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