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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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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过去经济建设过于追求速度，甚至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不惜牺牲生态环境。如今，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人们逐
渐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经济建设治理，积极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对此，必须重视生态环境中的现存问题，实施有针对性的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措施。论文主要从生态环境问题分析入手，进一步探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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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森林资源破坏、水环境治理、城市生态环

境质量都是较为常见的生态环境问题，这暴露出中国当前生

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作的紧迫性，相关人员必须要加强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力度，做好生态湿地的保护、修复和重建工作，

协调各部门配合，落实监督管理工作。进行生态环境保护与

建设需要遵循资源保护原则，经济可行原则、多目标兼顾原

则等，按照生态学相关力量制定科学合理的生态综合治理工

程措施。

环境影响因素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知识，在进行评价

因子筛选时如图 1 所示，应该需要坚持整体性、前瞻性、代

表性以及可操作性原则。首先，整体性原则要求对环境的评

价应该贯彻落实环境工程的全过程。前瞻性原则强调了未来

环境治理效果初步判断的重要性，需要不断创新生态环境治

理的理念、技术以及方法 [1]。代表性则要求评价指标体系能

够全面反映环境状态，筛选出来的表征因子能够避免受到

外在人为因素的干扰，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可操作性原则

要求指标选定应该明确且易于量化，指标操作性强，得出

的结果更加具有可靠性。较为常见的环境要素有空气、声音

环境、生态环境、地表水以及地下水，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还

需要遵循环境质量标准以及污染物排放标准，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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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且较为复杂，森林植被的分

布较为不均，极易遭到破坏，且生态环境的恢复难度较大。

中国将近三分之二的土地是山区和丘陵，如今这部分山区和

丘陵存在较大面积的水土流失，虽然已经采取了一定的控制

措施，但似乎水土流失的面积仍然在增加。林业资源受到大

面积砍伐，附近区域的水位异常。人类的不当活动直接造成

森林植被面积的减少，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 [2]。

过度砍伐导致森林资源减少，进而水土流失严重。水

土流失导致江河流于内的含沙量较大，影响到周围植被的生

长，降低了植被的覆盖率，形成了恶性循环。森林植被被破

坏也会导致自然灾害频发，影响周围人的居住安全，制约着

领域内的经济建设质量 [3]。

中国水资源总量较大，但是由于人口众多，所以人均

水资源状况不容乐观。加之水资源规划的不合理，用水和排

水交错点处的水资源污染较为严重，造成不少水资源的污染

浪费。此外水土流失问题也是造成水质恶化的原因之一，同

时，不注重各类污水的处理也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污染情况

的严重性 [4]。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不少具有现代化特色的工业

城市出现，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环境破坏。一些城区的植被

资源遭到破坏，水资源污染严重，周围区域的绿化率较低，

水土保持较差，整个城市的绿化建设也差强人意，不利于居

民的正常生活，也不利于贯彻落实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5]。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根据生态环境

的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工程措施、生物措施等，从而发

挥综合治理的最大效益。首先，在建设地点上要做到山、水、

路、草等的综合治理，实现集中连片 [6]。举例来说，在某县

开展的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中，当地部门组织了农业、林

业、牧业、水产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来到实地考察，充分了

项目 执行标准 标准分级或分

环境空气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395—1996） 二级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 居住区大气中有害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

地表水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Ⅲ类

地下水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 Ⅲ类

噪声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93） 3 类

项目 执行标准 标准分级或分类

河道底泥 《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GB4284—84） 污泥控制标准

废气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二级

废水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一级 B 类

噪声
《河流施工界噪声标准》（GB14368—70）

Ⅲ类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90）

固废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9—2002） 二级

恶臭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5465—92）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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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区域的地形地势以及气候环境等自然条件，在充分勘察的

基础上反复论证，最后制定了封育结合，优先保护地面现有

植物的措施。择优选择了抗旱性较强的紫穗槐等植物种植，

之后完善了护林制度，安排专人进行林区管理保护，从而建

立了保护区域水土资源的绿色屏障。

生态环境建设具有较为宏大的特点，需要充分利用各

项技术措施，实现各项措施的取长补短，进而融为一体，共

同为生态环境建设贡献力量。在进行农田治理时，应该遵循

“就近、就路、就水、就低”的原则。为保障农田灌溉的水

资源供应充足，需要蓄住自然降水，积极开发地下水，充分

利用川、台、坝地、梯田水利化。为解决农民的基本粮田，

不仅做好土壤的改良工作，还需要做好退耕还林还草的准

备。水土流失的治理重点把握坡面治理，根据不同的地形、

坡度采取水平阶、水平沟等工程整地，还要做到土不下山。

沟道治理需要以坝系建设为主，层层设置，实现较为理想的

拦蓄效果。此外，按照不同地形地势设置反坡梯田、水平沟、

灌木带等防护工程 [7]。

生态环境建设的目的在于保护生态环境，合理改善生

态环境，从而为人类提供更加舒适的地球家园，实现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生。工程措施的基础上，还要落实生物措施。在

一些气候条件较为恶劣的地区面临着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

问题，考虑到乔木成林较为困难，所以可以进行灌草的种植，

采取以灌草种植为主，配合乔木种植，实现长短不足。根据

实际土壤条件等来种草种灌，例如，在居民住宅旁、道路两

旁可以栽种乔木 [8]。

生态环境建设工程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项长期的战

略工程，必须投入大量的成本来保障工程的长久推进。各地

各级政府需要建立完善的管理办法和保障制度，投入一定的

资金支持，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打破过去只注重经济

建设而忽略环境建设的壁垒。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的力度，当

地可以将其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帮助人们打破环境建设会拖

慢经济发展的误区。同时，还要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力

度，帮助人们充分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进而调动

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当广大人民群众

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工程中来，那么生态环境建设便会事半

功倍。只是，在赢得群众支持这方面，当地政府还是要下足

功夫，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后顾之忧。

在落实退耕还林还草这一措施之前，要通过创新生产

技术来提高现有土地的单产水利，增加农民的粮食产量收

入，进而满足农民的基本生存需求，真正做到“群众有粮，

心里不慌”。对于部分地区来说，畜牧业是重要的经济来源，

若要加强农民退耕还林还草的决心，可以进行农业结构的调

整，推行舍饲养畜，封山禁牧。此外，“四位一体”的沼气

池建设可以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减少林木砍伐，将沼气池、

庭院种植、舍饲养畜融为一体，在保证农民收入的同时又降

低了劳动难度，实现了生态环境的保护 [9]。

生态监测站、网建设能够帮助相关部门及时获取关于

生态环境的信息，从而为决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生态环境

工程治理由于具有跨学科、跨领域等特征，必须做好技术研

究，通过加大技术含量来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水平。科研建设

是生态环境工程治理的重要管理内容，也是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要科学支持。

生态环境工程治理投入成本大，建设周期长，需要综

合利用工程措施、生物手段等多种办法。加强顶层设计，落

实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将环境建设与产业发展

紧密联系，推动环境项目建设进程，贯彻落实中国的可持续

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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