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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ociety and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human society.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regul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ill inevitably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e impac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nvolves	water	body,	soil,	vegetation,	wildlife	and	so	on.	For	example,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servoir	may	reduce	the	flow	of	
rivers downstream,In turn, it will aff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downstream are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am may change 
the	flow	of	the	river,	which	will	have	an	impact	on	farmland	irrigation,	fishery	and	breeding	in	the	downstream	area.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impact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on environment and its prevention meas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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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及防治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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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口的增长，水利工程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水利工程的建设和运营对于水资源的调控和
利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然而，水利工程的建设和运营也不可避免地会对周围环境
产生一定的影响。水利工程的影响涉及水体、土壤、植被、野生动植物等方面。例如，水库的建设可能会导致下游河道的
流量减少，进而影响到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大坝的建设可能会改变河流的流向，从而对下游地区的农田灌溉、渔业养殖
等产生影响。论文旨在探讨水利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及防治措施，以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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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水资源成为

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用水需

求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发展变得愈发

重要。然而，水利工程的建设与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对环境带

来了一系列的影响。

2 水利工程概述

水利工程是指通过对水资源进行开发、调节和利用，

以满足人类生活、农业生产、工业发展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

需要的一种综合性工程。水利工程包括水库工程、河流调节

工程、堤防工程、灌溉工程、排涝工程、水电站工程等各类

工程。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水资源的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

改变水文条件，达到调节径流、防洪减灾、供水灌溉、发电

等功能，在保障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的同时，对环境、经

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3 水利工程对环境的影响

3.1 水质影响
水利工程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可能会释放废水和污

染物，导致水质污染。例如，水库养殖、灌溉排水和污水处

理厂的废水排放可能对周边水质产生负面影响。水库养殖是

一种常见的水利工程，但其中的废水排放可能会导致水体富

营养化和水质恶化 [1]。养殖过程中使用的饲料、抗生素以及

鱼类的排泄物含有大量的氮、磷等营养物质，这些物质进入

水体后，容易引起蓝藻等有毒有害藻类的大量繁殖，并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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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中的氧气，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和缺氧现象，对水生态系

统产生负面影响。灌溉排水也是水利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环

节，但灌溉排水的废水含有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残留物

和土壤中的颗粒物等污染物。当这些废水进入水体后，可

能会对水体的水质产生不利影响。农药残留物可能对水生态

系统中的水生生物造成毒害，而土壤颗粒物等污染物的排入

则会导致水体浑浊，影响水体的透明度和光照条件，进而对

水下植被和浮游生物的生长造成不利影响。污水处理厂的废

水排放也是一个有潜在影响，虽然污水处理厂通过一系列的

处理工艺可以去除大部分有害物质，但还是会有一部分有机

物、重金属等污染物未能完全去除，这些物质进入水体后仍

然会对水质产生一定的影响 [2]。尤其是一些老旧的污水处理

设施，由于工艺落后或设备损坏，可能无法达到排放标准，

导致废水中污染物含量较高，对周边水环境产生潜在风险。

3.2 生态系统影响
水利工程的建设会改变河流和湿地的自然状态，对生

态系统造成深远影响。大坝的建设会导致河道的截断，从而

阻碍鱼类的迁徙。许多鱼类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需要迁徙

到不同的水域，如产卵、觅食等。然而，大坝的修建会形成

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物，阻止鱼类的通行。这将严重影响鱼

类栖息地的连通性，使得鱼类无法完成迁徙过程，进而导致

鱼类数量减少。大坝和水库的建设还会导致河流水量和水位

的变化，影响鱼类的生活环境。水库的蓄水和排水操作会导

致水流速度、水温、水位等水文要素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对

鱼类的生长、繁殖和觅食等生活活动产生直接影响。例如，

鱼类在不同水温条件下有不同的生理需求，而水库的调水操

作可能导致水温快速变化，使鱼类难以适应 [3]。此外，水库

的蓄水过程也会淹没河岸带和湿地等重要的生态环境，破坏

鱼类栖息地的连续性和多样性。此外，大坝和水库的建设还

可能改变河流和湿地的水质特征。水库的存在会导致局部水

体滞留、水流减缓，从而使得水体中富含的营养物质更易在

水体中积聚，进一步引发水体富营养化现象。这将导致水生

态系统中藻类过度繁殖，消耗水中氧气，影响其他生物的存

活和生长。

3.3 土地利用影响
水库建设需要占用大片土地用于水库的蓄水，这涉及

农田或者居民区的淹没。农田被淹没后，农民的耕作活动将

受到严重干扰，他们失去了可利用的土地，无法继续种植粮

食或经济作物。这对农民的生计和农业产量都会造成不可忽

视的影响。同样地，如果居民区被淹没，相关居民将不得不

迁移，重新安置，他们的居住环境和社会关系也会发生变化。

还对土壤质量和农业生产方式也可能产生影响，由于水库建

设通常需要大规模土地开挖和覆盖，导致一部分土壤被破坏

或掩埋，土壤质量下降。这对附近的农业生产而言，可能意

味着需要进行土地改良或转型，以应对土壤质量下降的问

题，水库建设还可能改变周边地区的水源供给状况，影响农

业灌溉和水资源利用方式 [4]。

3.4 自然灾害风险
水利工程的不当设计和施工会增加自然灾害的风险，

大坝设计不合理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如果大坝的设计高度、

排洪能力等方面存在缺陷，无法有效地抵御洪水的冲击，导

致大坝溃坝，引发洪水灾害。如果水库容量过度蓄水，也可

能增加洪水的危险性。在降雨量突然增加时，过度蓄水会导

致水位急剧上升，超出大坝的承载能力，从而引发洪水，也

可能导致地质灾害的风险增加 [5]。例如，在坡地建设水利工

程时，如果未采取合适的防护措施，如挡土墙的建设、松散

土壤的固结等，就容易引发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在河道

疏浚和修复过程中，如果操作不当或没有充分考虑河床的稳

定性，可能会导致河岸崩塌、河道丧失稳定性等问题，进而

加剧洪水的风险。

4 水利工程环境防治措施

4.1 水资源保护与管理
通过改进灌溉方式、降低灌溉水量、提高灌溉效率等

手段，可以减少农业、工业和城市用水的总量，实现节约水

资源的目标。此外，还可以推广应用具有节水特点的农作物

品种，如耐旱型、节水型作物，以降低农田用水的需求。推

行水资源定额管理制度也是一种措施，该制度通过确定各行

业和地区的水资源利用定额，并建立监测和核查机制，对超

额使用水资源进行限制和惩罚，这可以促使企业、农田和居

民单位合理使用水资源，有效控制过度开发和浪费。另外，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于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功能至关

重要，该机制通过向生态系统提供足够的水量，维持湿地、

河流和水生物生境的正常运行，并采取适当的生态环境恢复

措施，以修复已受损的生态系统。这可以有效保护水生态系

统的多样性，维护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4.2 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营管理
在水利工程的建设规划和设计阶段，应注重保护生态

环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并考虑生

态系统的连通性和完整性。

在选择建设地点时，应充分考虑地质条件、水文条件

和生态条件等因素，在非敏感区域和生态脆弱地区避免建

设，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要充分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评估项目对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并在设计阶段提出相

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在建设过程中，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

减少不良环境因素的产生，并合理规划施工时间和施工方

法。例如，采用低噪音设备和施工工艺，减少施工过程中的

噪声和震动；采用环保措施，减少尘埃和废弃物的排放；合

理安排施工时间，减少对周边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干扰。

此外，需要进行严格的环境监测和监管工作，及时发现和纠

正环境问题，建设单位应配备专业的环境保护监测团队，定

期对施工过程中的环境因素进行监测，确保水利工程建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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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环境问题能够及时被发现和处理。同时，政府部门也

要加强对水利工程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工程的安全运行，并

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4.3 水质治理与保护
为了加强水利工程建设中的污染控制和环境保护，需

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护水体的水质和减少人为污染物的

排放。应定期检测和监测水体的水质，及时发现水污染问题。

对于已建成的水利工程，应建立完善的水质监测网络，定期

对水体的水质进行监测和评估。一旦发现水质异常或超出标

准，应及时采取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如建设污水处理厂、

采用生态修复技术等，以恢复水体的健康状态。还需要强化

农业面源污染管理，减少农业产生的污染物进入水体。农业

是重要的面源污染来源，特别是农业排水中的农药、化肥等

污染物对水体造成较大影响。因此，应采取农业排水管理措

施，如合理调整农田排水布局、建设稻田、湿地等农田生态

系统，以截留和净化农业废水中的污染物。同时，通过科学

合理的施肥和农药使用管理，减少农业产生的污染物输入水

体。此外，为了减少水体受到人为污染，需要制定严格的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并对企业和个人进行监管和执法。通过强

化对企业废水、工业排放等的监督和检查，确保其排放符合

相应的环境标准。对于个人行为，也需加强相关宣传教育和

监督管理，引导大众减少对水体的不良影响，如限制乱倒垃

圾、废弃物等。

4.4 生态修复与保护
湿地保护和恢复是保护水环境的重要措施之一，为了

保护湿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应实施湿地保护和恢复

计划。保护已有的湿地面积，同时增加湿地面积以提供更多

的栖息地，可以通过制定湿地保护政策、建立湿地自然保护

区、修复退化湿地等方式来实现。湿地的保护不仅可以维护

生物多样性，还可以提供水源涵养、水质净化等生态功能，

对于水体的净化和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具有重要作用。河湖生

态补水工程是改善水体流量和水质的一种有效手段，该工程

通过向河湖补充水量，增加水体流量，可以改善湖泊和河道

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补水工程可以采取引水、调度水源等措

施，增加水体的流动性，减少污染物滞留时间，提高水体的

自净能力。此外，定期排除有害水生生物，如水藻、水草等，

也是保护水体生态的一项重要工作。植被恢复和生态修复工

程是提高土地质量和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重要途径，通过种植

适宜的植物，尤其是湿地植物，可以促进土地的恢复和植被

的生长。同时，采用生态修复技术，如土壤改良、湿地滤池

等手段，可以修复受损土地的功能，增加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和恢复能力。植被恢复和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可以提高土地

的水持力和保护性，减少水土流失和水体污染，维护水环境

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水利工程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是复杂而多方面的，包括

水文环境、土壤环境、气候环境和社会经济等方面。为了防

治水利工程对环境的影响，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政策

措施、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等。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地

减少水利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实现水利工程与环境的协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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