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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even distribu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re also facing 
more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The ecological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project is regarded as a subfield of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with the main goal of ensuring public water supply, while emphasizing that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should 
have long-term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concept of green 
and sustainable growth in society. However, China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 planning ecological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projects, so we need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and solve these problems, and provide valuable suggestions to guide ou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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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解决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匀的问题，则需要修建水利工程。近年来，水利工程随着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也面临
着更多的发展与挑战。生态水资源管理项目被视为水资源管理的子领域，其主要目标是确保公众的水源供应，同时强调对
水资源的管理应具有长期性和环保特性，这与当前社会的绿色和持续增长的发展观念相一致。但是，目前中国在规划生态
水资源管理项目时还面临着许多挑战，因此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并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建议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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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利建设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水利工

程在满足人民生活用水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环境破坏。

河流被水利工程截流后，虽能缓解洪水，但上游河床因蓄水

增加而变宽，造成两岸生态环境及结构破坏。另外，上游的

截流会导致下游的河流中断，这也会破坏水生生物的多样

性。此外，这种情况还会影响水流的自我净化功能，从而引

发水资源的污染。因此，我们必须对生态水利工程进行完善

设计，以减少其对生态环境的损害。

2 生态水利概述

生态水利工程是指水利工程在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尽

量避免对周围生态环境的破坏。只有从社会、经济、环境等

多方面综合考虑生态水利工程建设，才能制定出更加科学、

合理的生态水利工程设计方案，使自然资源得以持续发展。

其具体表现为：第一，生态水利设计者在进行水利设计时，

应明确认识水利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使之能真正从环境

保护的角度出发，才能使生态水利工程设计真正地从环保角

度出发。第二，生态水利工程的设计者应明确，工程本身不

能破坏水资源的自我修复能力；第三，生态水利工程设计者

在进行水利工程设计时，不仅要保护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而且要促进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第四，要确保水利工程施

工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破坏，这也对生态水利工程建设发挥

出重要作用。

3 生态水利工程设计原则

3.1 安全性与经济性
许多实际问题限制了生态水利项目的计划与执行，这

主要是因为项目所涉及的地域非常广泛。因此，为了确保水

利设施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共生，我们必须在制定影响评

估时充分考虑到对环境的保护措施。同时，我们在设计过程

中不仅应遵循水利工程科学的原则，还需兼顾生态学上的安

全性和效益，并确保所有工程活动都严格按照水资源管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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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来操作，以达到使工程长期稳定的预期效果。

3.2 生态系统保障
生态体系可以被视为一种多元化的区域，其中包含了

各种不同的生命形式，并且具备一定程度的空间特殊性和差

别性，这使得其能够创造出有限的生活条件，以支持生命的

多样化生长。如果某一生态体系的多样性不足，则可能影响

到生长的繁育力，进而引发单调的生态环境问题。保护和维

护生态体系的多样性对各类生物的进化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3.3 生态系统可自恢复
自然环境本身具备自我修复的能力并能自主调整其结

构以适应现存物种的选择与组合，从而构建出一整套有秩序

且协调的环境网络体系；同时通过运用创新的设计理念来优

化整体生态环境的管理方式及实施过程。水利项目执行时应

充分了解所造成的自然资源损害情况，采用新的策略去制定

计划、实现目标并且确保人造设施与其周围生境之间的和谐

共处状态。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主导着水的管理活动并在其中

发挥关键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过度开发可能带来的长

远负面影响：虽然短期内未必显露明显恶果，但是从长久角

度来看它会对未来的社会发展和人居生活造成不可逆的影

响——这无疑是一种双输局面！因而工程师们需要高度重

视如何维持人工建造与人文景观之间微妙的关系。

4 生态水利工程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4.1 缺乏明确设计规范
我国的土地面积广阔，这也使得各地的差异性较大。

因此，在进行生态水利工程建设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水利

工程建设区域之间的地理差异，并将其与当地的实际状况相

结合。气候条件对生态水利工程设计也起着一定的影响，因

此在设计生态水利工程时，必须充分考虑气候条件，此外，

在进行生态水利工程设计时，还应充分考虑地形、地理区域

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当前我国各种生态水利工程设计体系尚

不完善，很多生态水利工程的设计并不符合生态要求，还停

留在以往的水利工程设计中，缺乏明确的设计规范。因此，

生态水利工程的设计要在保证经济运行的同时，还要满足生

态环境的要求。要使生态水利工程设计达到标准，必须建立

一套完善的规章制度。

4.2 缺乏生态环境保护内容
我国的生态水利工程意识起步较晚，水利设计者和生

态学人员在以往的水利设计中难以配合。而以往的水利工

程，更多的是注重生态水利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建设水利

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者的安全问题。因此，在过去的水利工

程设计中，大部分都是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考虑，所以对生态

环境保护的关注相对较少，建设过程中也缺乏生态保护的重

视。当前，我国环境评价管理体系较为缺乏，在生态水利工

程设计方面经验较少。而工程的建设中，工程设计者和环保

技术人员之间的合作也不多，这使得生态水利工程设计开发

相对滞后。因此，生态水利工程设计应以生态学为设计准则，

而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规范。

4.3 缺乏与传统水利工程的协调
系统地分析生态问题是生态水利工程设计的重点之一。

这样，才能在以往的水利工程设计的基础上更好地加入生态

水利工程设计。生态水利工程可以在保证现有建设的基础

上，实现各项标准的节能减排。和以往的水利工程相比，生

态水利工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在设计时必须充分

考虑如何有效地结合二者，在保证工程正常运行的同时，把

生态理念融入工程建设之中。但目前有许多设计者在进行水

利工程建设时，缺乏生态意识，很少做到将以往的水利工程

与生态水利工程相结合。因此，生态水利工程要想提高层次，

就必须培养设计者的生态意识。

5 对于生态水利工程设计中遇到的问题，我
们采取如下策略

5.1 加大人才队伍的建设与培养力度
保证生态水利工程设计符合要求，人才是最重要的环

节。所以，我们必须强化对生态水利设计人才的培养，建立

一支高质量的人才团队。开展相关设计人员的理论基础培训

工作，使其在设计中提升创新意识。并可借鉴国内外先进技

术经验，结合水利工程实际，设计出符合要求的设计。水利

设计也要与高校建立合作关系，水利工程设计为高校提供就

业岗位，高校为水利设计输送人才。

5.2 进行整体性的规划
整体规划的实施对于整个生态水利工程的建设至关重

要，直接影响到生态水利工程的实施。以生态为重点，实现

生态与生态水利工程项目的有机结合。对于这种生态修复工

程的建设，不能只从水文系统方面来考虑，而必须从整体、

综合的角度来分析和考虑生态修复工程的建设 [2]。此外，

还应考虑到河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大环境的整体性，如果

仅仅考虑到河流生态系统修复的问题，就无法构建比较完善

的生态环境工程。

5.3 制定健全的技术规范和规章
为了使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得到提高，符合生态保护标

准，应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使各项行为都具有规范性。在

遇到问题的时候，也能够尽可能地落实责任，这也可以体现

我国生态水利工程朝着现代化、科学化方向发展。但目前我

国的生态水利工程设计并没有一套完善的规章制度，现有的

设计制度都是旧的。目前生态水利工程设计中存在着许多不

适用现在的地方，因此，改革水利工程设计中的规章制度势

在必行。

5.4 遵循经济性与安全性原则
把水利工程管理置于生态水利工程建设的基础地位，

才能在整个工程建设过程中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在生态水

利工程施工阶段，必须遵循工程力学和水文学，才能保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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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工程的顺利开展和后续工程的顺利实施。除此之外，还应

综合考虑河流的泥沙冲刷、侵蚀等问题。通过这种方法，可

以对河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保证河流生态恢复的安全

和稳定。在生态水利工程建设中，经济与生态效益是需要最

大化的，在项目中始终要遵循生态水利工程建设的安全管理

原则，把安全管理摆在重要的地位，提高整治管理的水平，

使生态水利工程建设的管理水平得到提高。

5.5 加强设计基础资料真实性
确保基本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对于维护生态环境水

利设施的长久稳健进步至关重要，这对中国未来的环境水利

设施规划有着深远的影响。为实现有效的环保水利设施的设

计任务，我们需要强化对其建设过程中的监管和评估 [3]。

虽然我国已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并设定了一定程度的基

础数据审核标准和约束条件。但是，工程初期，由于受诸多

因素的影响，基础资料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导致基础资料

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真实性。要提高设计基础资料的真

实性，就必须提高审评的重要性，加大对资料的检查力度，

并确保所有生态水利工程勘探出的资料具有真实性。

5.6 保证景观尺度及整体性
在实施与计划水利设施建设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必须

坚持可持续性的理念，确保项目能持续运行并保持其长期

性。根据理论推导，大规模的环境修复需要高效的执行力，

但实际情况是，这种执行力的效能大大减弱，实际成效未达

到预期目标。生态环境强调的是系统的统一性，即需从系统

角度出发，考虑其中的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互动方式，

从而确定环境修复的最优策略及方法，同时也应关注到物种

多样性的问题以及沿岸植物情况，以最大程度地保障完整的

规划方案。

5.7 完善基础模块设计
建筑物不能从地面升起，如果一期工程项目的基建部

分未得到充分优化，则其运作将会失败。以确保生态工程能

适应流域特性，工程师们必须根据基本的设计步骤和各个组

件间的关联来执行设计的计划。只有基础设施完备无缺才能

保障水利工程的顺畅运行，所以我们要确保大坝具有良好的

抗洪能力。在考虑防洪问题上，需通过对经济和社会环境的

影响评估，选择最合适的环保协调策略，然后依据此策略计

算生态工程的经济价值，最后建立一套公正的生态评级系

统。我们可以把过去的生态评分作为一个参考点，包括河流、

湖泊、海岸线和人文因素都应该被包含到这个评分系统里，

这样就能实现全面且合理的环境评价，这将成为水利工程建

设的核心要素之一。此外，由于水体是有生命的，静态的

水池不可能满足工程的需求，因此我们必须遵照水的流动原

则，并且按照水的流动规则去构建堤坝，从而保护水体的完

整性。

5.8 统筹兼顾水生态水文化
一地的自然条件塑造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因此，在执行水利建设项目时，我们必须同时维护河流及其

周边生态环境的健康，并尽量保持其文化的完好无损。基于

此，我们将采用生态原则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全面考虑节

约能源、减少污染、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历史

遗迹和人文精神、区域内传统的传承、法律常识的教育等各

个方面，把水利工程同生态建设紧密联系起来，让它从单纯

的水利设施转变成为融合生态、经济、持续发展的文化和人

类文明于一体的项目，赢得人们的广泛支持。

在建设过程中，以安全为首要前提，将水利工程建设

的风险降到最小，同时兼顾生态文明，当地居民以及经济条

件选择相应的建设方案。如在河流堤防部分的建设中，因为

一部分居民的房屋与河流流域毗邻，为此需要保障堤防的防

洪功能，如果居民居住地与河流流域过于接近妨碍了堤防的

建造，则可以与试着居民沟通迁居。基于水利设施的安全优

先考虑，我们应该尽力保护河流区域周围的环境生态，例如

在建造的过程中，需要确保流域内的生物多样性得以维持，

避免对流域生态系统造成严重损害，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流

域边缘的环境，只要不会阻碍水利项目的发展，就不必完全

移除沿岸生长的植被，适度留存也有助于改善岸边的美化

程度。

6 总结

从以上的讨论来看，生态水利工程建设必须充分关注

生态保护问题，这不仅与我国所提倡的环保理念相吻合，也

为水资源的持续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只有这样，才能推动

我国生态水利建设的快速发展。在水利工程建设中注重环境

保护，既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又能满足人民对水的需求，从

而促进经济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所以

说，在水利工程设计中，加入生态保护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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