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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has played a very good role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flood, which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flood, but als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harm of the flood.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will produce a large amount of sewage and garbage, and it will seriously harm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hich runs counter to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highly concerned by the count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n detail, and gives the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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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对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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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设施的修建对洪水的防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既能有效地控制洪水，又能有效地降低洪水的危害。但是，水利设施的
建设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污水和垃圾，而且严重危害着生态环境，这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近年来，随着社会
的发展，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受到了国家的高度关注。论文针对水利项目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并
给出了相应的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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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资源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如果没有水资源，我们的

工作和生产就不能继续运转下去，所以我们要珍惜水资源，

充分利用水资源，更要做到保护好水资源。由于天然的水

源并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和生产需求，因此必须进行水利建

设。水利建设是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通

过合理地分配水资源，解决人民的生活和生产的需要 [1]。水

利设施的修建，既能有效地控制和预防洪水，又能有效地防

止洪水的发生，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

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比如在水利、电力等领域。水利水电

工程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施工过程比较烦琐，经常会排放出

许多污水和垃圾，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这与水利项目的

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2 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2.1 陆地环境

2.1.1 陆地生态系统
在水利设施的施工中，常常造成大量的林地、草丛、

农田等植被的毁坏；森林砍伐不仅会导致土壤侵蚀，还会导

致堤坝坍塌，大的水库还会引发地震等；森林砍伐和植被的

破坏，对陆地生物的生存和种群数量的下降有很大的关系，

而水利设施的修建和运营也会增加当地的空气含水量，破坏

鸟类和禽兽的生存空间，迫使它们迁移到其他地方。

2.1.2 地面植物
由于水利项目需要永久占用土地，施工需要临时占用

土地，常常会导致大量的林地和草地等地面植物遭到毁坏 [2]。

2.1.3 土壤
由于施工场地的植被被毁坏，加之搬迁安置的森林砍

伐，导致土壤侵蚀；部分江堤修建后，周边地下水水位升高，

造成土壤盐碱化；一些项目的施工，会导致边坡崩坍、滑坡，

并引发地震，导致地区土壤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61

生态与环境科学·第 04卷·第 01 期·2023 年 03 月

2.1.4 陆地生物
首先，在水利设施施工中砍伐树木，破坏植被，提高

了周边地区的地下水水位，减少了陆地动植物的生存空间。

其次，一些截流项目，特别是水库，在水库的建设中，由于

水库的水位过高，使得当地环境的含水量增加，致使生活在

该范围内的鸟类和动物的生活环境受到损害，从而失去了它

们的生活环境，迫使它们迁徙到其他地方。最后，由于水利

工程中各种污染物质的存在，使得许多动植物不得不迁徙，

造成了地区的生态失衡 [3]。水利工程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见

图 1。

图 1 水利工程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2.2 河流生态环境

2.2.1 饮用水和农田
项目施工期间产生的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建筑垃圾

等未经任何处置，就会被排入河流，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 

染；此外，由于水利设施的存在，会造成区域内的水、气交

换速度降低，水的稀疏、扩散性能降低，从而加剧了地下水

的沉降，加剧了水体中的重金属沉淀，加重了水体中的重金

属含量。在进行水利工程的时候，因为涉及水源，难免会

有污水排放，而污水若没有明确的排放口，最终排放到江河

中，就会对江河造成一定的影响，严重的还会影响到人们的

饮水。例如，建设所用的机械都是由汽油和柴油来驱动的，

而在运行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多余的废水，如果被污染了，

那就会对农田造成巨大的破坏。而且，这种污水若是进入了

普通水源地，势必会对民众的饮水造成极大的威胁，再加上

水源的污染，将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巨大损失。

2.2.2 河流水体与水生动物
此外，在水利水电施工中，主要采用的是水泥作为加

固材料，同时由于在生产中产生了大量的水泥废料，而水泥

废料进入水源地，也会对水源造成一定的影响 [4]。由于水利

设施的改造，河流原有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导致了河流的水

流速度下降，造成了河道上下水文泥沙环境的变化，从而对

河流的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河流水质、水温、地质环

境以及局部的天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①河流水体环境影

响：由于自然河道的演变，形成了一种形态均匀、持续的自

然生态系统，而水利设施的大量修建则主要集中在自然河床

上，造成了河床的形态均匀性、连续性、植被的多样化降低。

②水生动物影响：其一，水利设施的修建将使自然河流的温

度和水质发生变化，特别是对蓄水池的影响。由于水库水面

宽、水流缓慢，加之水体受到阳光照射等因素影响，水面的

热辐射量增加，从而增加了大坝前期的温度，这种变化会影

响到鱼类的生长，特别是对下游的鱼类生长，从而延缓了鱼

卵的产卵时间。其二，由于建造拦水结构，隔离区会对水体

中的鱼类，尤其是洄游的鱼类造成直接的冲击。其三，在施

工期间，各类废水未经任何处置，径流入江，使河流水质发

生变化，水体生态系统退化。

2.3 居住环境
一方面，在工程中使用的大多都是大型机械，在建设

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一些污染，比如建筑工地上的各种交通

工具都是从工地上运送过来的，都会在经过工地的时候对环

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工地的建设过程中，肯定会

有大量的废料被扔掉，这样的话，就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一

定的影响，施工时会出现大量的废物，如果不及时处理就会

导致环境的恶化。水利设施的兴建会对地区的天气造成一定

的影响，特别是在水库修建后，会产生大型的湖泊，使整个

地区的蒸发能力显著增加，从而使本地区的气候发生变化。

因为水利项目是一项大规模的项目，在建设的时候，

肯定会引起一些噪音，而在建筑工地附近，则会给附近的居

民带来很大的不便。例如，一些建筑工人，为了赶工期，在

清晨就开工，这样的话，会给附近的居民带来很大的不便，

而且，就算在白天，也会引起很大的声响，住在这里的人，

都要承受巨大的噪音 [5]。

由于水利项目是一项很大的项目，从开工到完工都是

一件非常耗费精力的事情，因此很多工人都是住在一栋简易

的棚屋里，因为建筑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也没有办法将工

人们的垃圾进行归类，最终导致这些建筑的工人们将自己的

食物和生活必需品扔到了一边，造成环境的恶化。基于生态

环境下的水利工程建设见图 2。

图 2 基于生态环境下的水利工程建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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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对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对策

水利水电工程的实施，会给地区原有的生态环境带来

一定的冲击，必须正确理解其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并积

极寻求相应的措施，以减轻生态损害，保持河流健康，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3.1 建立环境影响评价体系
在进行水利设施的前期，进行环境调查，了解区域的

气候、水文、水质、土壤、水生生物、人口等；在调研的基

础上，对该项目的施工对当地的生态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初

步的分析；同时，对在建的水利项目进行全面的评估，从总

体上评估项目的各个因素和过程对生态的影响，从而为项目

的选址提供科学的参考，避免因项目不合理而造成的无法弥

补的损失。

3.2 建立生态环保强制性、规范性的标准
在建设方案设计阶段，应当对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

评估，并对其进行环保治理，将其列为项目批准的重要基础；

在项目的可行性分析中，对不同的工程方案进行生态环境

的对比，从中选出技术、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合理方案；

在工程初期，应当采取相应的对策，减少对生态的冲击，为

动植物的生存、繁殖，提供保护；在工程施工中，必须以良

好的生态和良好的技术条件为重点，尤其要重视使用本地的

自然物质；在建设后评估中，要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行 

评估 [6]。

3.3 大力探索多途径、多形式的生态补偿方式
根据“以人为本”的基本思路，确定以“以人为本”

的方式进行的生态补偿。关于补偿的资金，一是在进行水利

项目的时候，要从项目的资金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生态补

偿金；另外，还可以根据“谁受益、由谁来负责”的原则，

将工程建设中的收益分成专项基金，对该区域的生态环境进

行补偿。实现责任主体明确，补偿范围清晰，补偿方式多种

多样。

3.4 积极落实专业培训，强化人员素质水平
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应该重视人员素质水平的提升，

要通过适宜措施开展培训活动，确保人员技能水平稳步提

高，同时也能进一步推进水利工程的建设。生态环境问题是

值得关注的焦点，在全面分析生态环境和水利工程建设关系

时，要寻找科学路径优化水利工程建设模式，在积极宣传生

态环保优势的基础上，提高人员自我认知，使他们明确水利

工程建设的标准，确保经济效益目标顺利实现，同时也能实

现既定的生态效益目标。专业化的培训活动应该坚持以人为

本的原则，让相关工作人员扎实落实建设活动，通过全身心

融入特定氛围，给水利工程的建设助力，创造更加稳固的条

件，拥有相对理想的基础，促使水利工程建设的效益水平进

一步提高，维护生态环境的稳定性。

4 结语

水利建设中的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一种在工程中反映

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问题。在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必须

遵循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原则，对水利工程产生的负面效应

进行合理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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