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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措施对提高水利工程效益的作用分析
张树斌

黄冈市水土保持与农田水利科研所，湖北省黄冈市，438000；

摘要：水利工程是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关系到人民生活和生产生活。随着我国水利设施的不断扩张，土壤侵蚀问

题日益突出，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防治措施，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蓄水对生态环境

的正面作用，提高水土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水平，达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文章对水利工程中水土保持的

运用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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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会引起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多种自然灾

害，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水利工程在建

设过程中，会引起不同的土壤侵蚀，不仅会影响到生态

环境，还会影响到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转，无法充分发挥

水利工程的调水和资源的作用。本文将为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支撑，为我国水利工程建设的

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1 水土保持理念在水利工程中的作用

经过多年的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许多损害，土

壤侵蚀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人民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

响，因此，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越来越重视。水利

工程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但它的缺点也逐渐显

现，水利工程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规模很大，这给人民

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更大的影响，所以在水利工程的设

计中增加水土保持的概念显得尤其重要。其功能主要有：

（1）对滑坡和泥石流进行有效防治，有效地保证了水

利工程的安全；(2)有效地降低了山塘水库的泥沙淤积，

有效地增加了山塘水库的库容，提高了水库的综合效益；

(3)有效地减少了入河的泥沙，保证了河道的畅通，减

轻了洪水的危害。(4)充分发挥水土保持作用，在枯水

季节对地面径流进行有效补给，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

与利用；在汛期，可主动吸纳过量水分，缓解防洪设施

压力。(5)水环境质量可以通过治理措施得到改善。在

水利工程中运用水土保持的思想，可以对生态环境进行

有效的保护，对水土流失进行有效的防治，并能有效地

推动地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2 水土流失的影响

2.1 频繁降雨引发洪涝灾害

在某些区域，由于不确定性的作用，当某些区域的

土壤水分含量下降时，将会使得土壤内部产生颗粒空隙

逐渐减少的不良现象，从而加大了水土流失的几率。与

此同时，由于土壤水分含量的降低以及重要河道的泥沙

淤积，也增加了灾害的发生风险。如在雨季来临时，其

强降水频发，易引发泥石流等典型洪水灾害，对当地居

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威胁。

2.2 降低水利工程效益

频繁的降雨会对地面表层土体造成强烈的冲击，特

别是在大流量的作用下，泥沙承受着更强的强迫力，并

随着径流进入河流、湖泊等区域，在河道中长期淤积，

增加了河道淤积的风险，降低了水利水电工程的运行效

率。另外，大量沉积物的淤积还会造成邻近水库库容减

少，特别是当河床抬高时，一些河流可能被淤堵或改道，

从而影响了水利设施防洪和调水能力，增加了各种灾害

的发生风险。

2.3 增大水文环境恶化程度

在比较严重的水土流失情况下，往往会出现大量的

泥沙入河，水库、河流等都会呈现出一种混浊的状况，

同时，由于沉积物中所含的各种有害物质，如农药残留、

生活垃圾等，一旦进入到水源地，就会对周围地区的水

质和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该地区的水环境受到

的损害也将进一步加剧，使得该地区的总体自净能力下

降，并呈现出周期性变化的特征，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

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3 水利工程中的水土保持措施

3.1 高度重视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水土保持

在水利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对工程的水土保持和水

土资源的利用，特别是对人为因素的控制。项目的所有

者应当按照有关的要求，对项目工程设计、水土保持方

案制定、水土保持监督监督、工程建设等各方面实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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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监控，积极开展各种预防和治理工作。

在工程建设的整个阶段，要按照水土保持方案的要

求，加强工程的管理，严控工作区域，合理地安排各项

工作，科学地安排开挖工程中的临时堆放、运输及回填

的利用，还要注意工程施工对周边的环境和可能产生的

水土侵蚀的影响，采取各类水土保持工程、植物、临时

防护措施，从而达到防止工程中人为水土流失的目的。

水利工程建成后，建设单位要尽快的组织参建各方

对各个工地的原始景观进行修补，清理在项目建设过程

中所形成的各种垃圾、废土等垃圾，对施工过程中出现

的临时建筑物和已硬化的土地，要尽快将其转移到当地

居民使用或拆毁，同时要对原来的地势进行修整和整治。

3.2 加强主体工程建设过程中各分区水土流失防

护

水利工程中所用的料场，要优先安排在项目区内，

并保证以后的建设都符合要求，以减小对土地的干扰。

在此基础上，还应在料场周边设置浆砌石排水沟，并对

已开挖的边坡采取分层切坡措施，减小降雨对边坡的侵

蚀。利用完料场后，应按规划设计，对原有地形进行修

复或复垦。

施工道路区常发生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这一点很

容易被忽略。为确保公路的通畅，工程前期和后期均需

对其进行开挖。在公路建设过程中，公路两旁极易形成

陡峭的斜坡，或存在着大量的临时推土，从而成为滑坡

的潜在目标。所以，在修建公路的建设与使用时，要进

行科学的规划，尽量缩短公路的长度，降低土方开挖的

数量和挖掘的面积，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场地的损害，避

免发生水土流失。同时，还需在公路两旁设置临时挡墙，

以确保路面上的临时渣土不会流失；公路两旁的斜坡上，

应设置截流式排水沟，以避免雨水将坡面土、碎石带入

河道。建筑和生产生活区应尽可能租赁现有的住宅，在

没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建筑和生活用房时，要尽可能地集

中，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地面的损害。项目建成后，要

对建设中的生产、生活场所进行清扫和整顿，彻底清除

建设过程中的临时建筑，尽快进行绿化或复垦处理，并

及时有效地消除人为因素对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确保

土壤生产力得到最大程度的恢复。

3.3 水利工程水土保持过程中的治理手段

3.3.1生态修复

在水利工程的水土保持技术中，生态修复技术是最

重要的，它的应用具有一定的经济性，可以在最小的成

本下，将对周围的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从而

实现水土保持的目的。一般来说，生态恢复技术都是在

经济领域的发展过程中使用，利用这种技术来建立一个

可以减轻水土流失的循环模式，通过系统的循环模式可

以创造出一个好的生态环境，在一定的区域内促进生态

环境的良性发展，最大限度地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同时

也能满足周围居民对居住环境的基本需求。

3.3.2综合治理

在解决水土流失问题方面，综合治理技术起到了很

大的作用，如果在水利工程建设中，没有正确地预测出

它的排涝能力，就会对水利设施的防洪能力产生直接的

影响，造成大坡度区的水土流失，不但会对周围的生态

环境造成破坏，还会对周围的建筑造成破坏，造成建筑

物的损毁。鉴于此，需要采用综合治理措施，充分发挥

水土保持功能，使用坚硬的材料对冲岸进行防护，减小

对植物生长的影响，为修复生态环境提供强大的外部条

件。而且，综合治理技术也要与有关的法律、法规相结

合，如果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生态环境

损害，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利用法律来进行环境保护，

是一种很严肃的方式，它能凸显出综合治理的价值，还

能发挥水土保持的效果。

3.3.3工程防护

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如果没有取得良好的水土保持

效果，就必须按照水利工程建设计划，采取相应的防护

措施，如开渠、护坡等。通过这些防护手段，可以极大

地降低水土流失，同时还能起到保护水土的作用。工程

保护措施的实施和使用，既能在一定的费用下实现良好

的水土保护，又能降低建筑材料的消耗。在工程保护技

术的实际应用中，要根据水利工程的建设需求，优化保

护技术的运用参数，制定出符合规定的开采方式，以减

少水土流失。除此之外，还要做好排水工作，根据已经

修建好的排水通道，控制排水量，及时清除泥沙，为排

涝创造良好的环境，在做好预期的准备工作的前提下，

保证开采方法的合理和科学，切实做到严格开采、严格

执行。

3.4 水利工程水土保持治理思路

3.4.1加大宣传力度

在水利工程建设中，水土保持已经成为一个强制性

的任务，所以，建设单位需要加强对水土保持的重视和

治理的关注，同时也要加强对水利建设单位的水土保持

意识的宣传，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在进行水土保持宣

传工作时，要向水利施工单位的管理者传达《水土保持

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有关规

定，增强管理者的责任心，使其在水利施工中充分发挥

自己的监督职能，保证水土保持工作的顺利进行。此外，

还应通过在线培训、设立标识牌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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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宣传教育实践活动，以实现良好的宣传效果，让水利

建设单位认识到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性，并以此来降低

对周围的生态环境的影响。另外，通过强有力的宣传工

作，可以提高周围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树立起水

保的法律理念，从自己做起，把治理土壤侵蚀问题放在

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上，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

础。

3.4.2制定完善的管理机制

实施水利工程水土保持工作，既要依靠全民的参与，

又要靠健全的管理机制来制约和引导水土保持工作的

开展。需要各个部门共同努力，在对整个社会进行有效

的协调和引导的基础上，在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基础

上，持续改进水土保持管理体制，在政策优惠、资金引

进、示范工程等多个层面上，保证水利设施的科学和合

理，将对周围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体现出工

程建设的绿色化和生态化。另外，在制度建设方面，也

要增强工程建设单位的责任心，如果发生了严重的水土

流失问题，要对相关人员进行问责，并对其进行处罚，

以保证水土保持工作的效果，实现预期的效果。

4 水土保持工程效益实例分析

4.1 项目概况

这个项目实施地区是某县，目前这个地区有居民

11653人，其中有 10300名是专门从事农业的，这个地

区的乡村劳动力总量是 3215 人/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

度 38人/平方公里，2019年，人均耕地面积 2.63hm2，

但是人均耕地仅 0.61hm2，由于土壤侵蚀导致的土地地

力退化，导致人均粮食产量仅 2704kg，严重影响到了当

地农户的生存水平。通过对三个村庄的统计，得出了三

个村庄的总产业产出总额为 819.72 万元，占到了

50.61%，达到了 414.86 万美元。在这些农产品中，粮

食总产量为 265.20 万吨，为 63.93%，说明了以食品为

主要产业的地区。除以粮食为主外，其他各类作物共完

成 149.66万元，占全区总收入的 36.07%。对三个村进

行了调研，结果表明：三个行政村的总用地面积为

8261.00hm2，而耕地仅为 1393.42hm2，仅为 16.87%，

而在中部地区，仅为 83.95%，为 1169.71hm2，是导致

水土流失的重要因素。

4.2 经济效益

该水土保持在减少水土流失的同时，还可以利用新

开的梯田发展经济作物，同时利用坡度较小的地梯地，

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发展设施农业，提高单位面积的

土地经济价值。根据该省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特

点的种植方式，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农户增收。就农户收

入的变动而言，该项目的实施对当地农户的人均纯收入

增加了 1025 元。本项目的预期使用寿命是 20年，预期

的各种经济增加值为 27658.52 万元，内部回报率为

19.59%。预期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0 年，动态回收期

是 9.0 年，收益与成本比率是 1.77。

4.3 生态效益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实现了对该区土壤侵蚀的有效

治理，在雨季可实现年截污 3.06 万 t，减少降水损失

74,500m³，降低暴雨后滑坡垮塌的概率，提高区域防灾

减灾水平。部分耕地实行退耕还林，使当地的生态环境

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4.4 社会效益

该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过程中，共有劳动人口 48.43

万人参加了项目建设，吸纳了 2010名农村剩余劳动力，

为当地的富余劳动力提供了很好的解决。在新建梯田

502.39亩的基础上，按增加粮食产量 2109.00公斤/亩

的标准，一年可增加粮食 0.11万 t，使地方农民的收入

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同时也有利于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

新的16.57 公里公路的建成，将大大改善地方的交通条

件，方便新农村的建设，还能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

结论

在水利工程建设和以后的运行中，都要采取相应的

防范控制措施，保证工程的质量和措施的实施，将水利

工程建设和运行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而要做到这一点，

其核心是对自然灾害的有效调控和对水资源的调配。在

水利建设过程中，有关部门要对当地的自然环境进行深

度剖析，同时也要加强对水土保持工作的关注，全方位

提升各种整治手段的运用效果，为实现区域的水土保护

目标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李芳.水土保持技术在水利工程建设中的运用[J].

山西水土保持科技,2024(1):19-21.

[2]谭正超.水利工程中水土保持技术的研究[J].模型

世界,2024(11):107-110.

[3]陈娟.水利工程施工中的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措施

分析[J].水上安全,2024(9):97-99.

[4]李菊林.水土保持理念在水利工程设计中的应用

[J].当代农机,2024(6):42,45.

[5]王小雪.水土保持监测及水利工程对土壤侵蚀的影

响[J].水上安全,2024(2):55-57.


	水土保持措施对提高水利工程效益的作用分析张树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