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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我国在水利建设上加大了投入力度,随着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开始实施,水利工程中的问题也暴露出来。河道治理是我国实现

水资源、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因此,对于水利工程来说,生态水利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重点探讨河流治理管理过程中的关键

问题,并同时探究生态水利建设在水利工程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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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工程河道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1河道防洪排涝能力还需提升,河道淤积情况未有改善 

近年来,河道受水土流失及自然灾害影响,防洪排涝功能越来越差。部

分河岸因受建设能力影响,并没有加设护岸或堤身比较单薄,导致河道无

法达到防洪设计标准,尤其是对有通航功能的河道来说,在常年运行情况

下,受自然灾害影响,河道难免出现坍塌、凹陷等情况。此外,由于河道护

岸建设力度不足,河道绿化能力较差,更加重了水土流失情况。一旦河道长

期超负荷运行,就可使河道淤泥越积越多,进而严重影响河道整体的防洪

排涝功能。 

1.2河道形态发生变化 

造成河道形态发生变化的因素有多个,如违规开发建设项目占据河

道、人为改造河道为考虑到生态环境的协调,这些行为或因素会对河道是

水资源平衡造成不利影响,而且人为改造渠道或建设直立式户岸会破坏河

道原有的天然断面形态,打破河流水域的生态系统平衡,河道形态一旦发

生改变,随之影响到河道功能的正常发挥。 

1.3河道功能降低 

在河道治理中,一些地区只重视经济利益的发展,不重视河道的其他

的功能作用,造成在河流治理中会忽视河流流域的生态功能的开发利用以

及保护。并且会因为在河道治理中会因为管理的不科学性道岔一些施工侵

入河道水面,造成河流的原始形态被破坏,并且失去生态调节能力的河流

会使得流域的恢复能力以及生态抵抗力都大大的下降。所以在河道治理过

程中要进行科学的施工,减少因为过度的改造导致河道生态功能下降的情

况,使河道的生态功能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为了提高河流水速,提升流速,

政府采取对大多弯曲的河道强行取直措施,但这种做法严重影响了生态物

种,导致物种种类不断受损。 

2 生态水利在河道治理工程中的应用方法 

2.1恢复退化河岸带 

河道高水位和低水位之间的河岸带,能够为河道周围的生物构建显著

的边缘效应,这个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生态模式,通常含有非常丰富的动植

物,并且可以储藏地下水资源。因此在河道治理工程中一定要恢复河岸带

功能。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恢复河岸带的物种群体,包括培育、引入以及

物种的保护,协调物种群体在河岸带的存活空间,对物种群体进行 优化

的配置；另一方面能够恢复河岸带的生态环境,在陆地和河道的交接处,

栽种一定宽度的草皮和树木,并提升生态物种的异质水平。经常所使用的

技术有控制土壤污染技术、土壤肥力修复技术等,以便杜绝河岸线出现水

土流失的现象。 

2.2强化环保意识,加强生态水利技术运用 

河道治理管理过程中,应不断强化管理人员的环保意识,注重流域的

生态建设,优化河道布局。建设生态河堤过程中,充分发挥河道在水资源与

空气方面的调节作用,提高河道水域的过流能力,扩大河道的浅水区,为水

生动植物提供良好的生态栖居环境,遵循生物多样性原则优化河道生态治

理。同时加大对生态水利技术的运用,强调流域生态环境再造,引进先进的

流域生态修复技术,加强对河流淤泥疏通和垃圾打捞,切实改善流域水体

环境,提高河道生态自愈能力,解决河道水域的环境污染问题。 

2.3整治河道水质 

水利工程河道治理时,主要为了解决河道中存在的污染物以及如何改

善合体水质的问题,促使河道拥有之前的自净能力。施工单位在对河道水

质进行勘测以后,从专业的角度出发,首先清理河道底层的淤泥,利用人工

湿地方式改善水质。之后在水体底部设置一定距离的隔水层,在其中种植

根系较大的水生植物,利用水生植物的自然净化效果,对河水进行净化。通

过之前的人工水质调节和后续的自然调节,使水体达到了明显的净化,整

体费用较低,但效果显著。还有,在河岸两侧种植绿色植物,通过植物的固

土作用,提升河道的抗洪效果,从而改善河水的流速,提升水质。 

2.4强化社会宣传工作,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在水利工程河道治理过程中,相关部门需要强化社会宣传保护工作,

使人民群众树立环境保护、河流保护意识,如通过电视、网络等多媒体方

式宣传河道保护的目的,通过社区、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宣传,提高人们的河

道保护意识,还可以组织与河道保护相关的宣传活动,利用宣传栏、宣传车

等方式,使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水利工程河道治理工作。 

3 结语 

综上所述,优化水资源利用是城市发展的需要、工业发展的需要以及

民众生活用水的需要,因此我国的水利工程建设一直都很活跃。河道治理

要以生态水利工程理念为核心,实现功能化和生态化,推进生态水利设计

理念在河道治理中的应用,有利于提高工程的合理性、优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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