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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re	accompanied	by	a	huge	 impac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o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ask.	The	research	first	 introduced	 the	purpose	of	acoustic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then the comm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methods were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Moreover,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echnologies and strategies at the present stage were discussed, including the traditional physical restoration, 
biological	 remediation	and	comprehensive	 restoration	combined	with	various	methods.	 It	 is	 found	 that	 the	use	of	 scientific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prop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caused	by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achieve	the	best	of	both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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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中的环境影响评价与生态修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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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伴随着巨大的生态环境影响，因而在水利工程设计和施工过程中，环境影响评价（EIA）与生态修复成为任务的
重要组成部分。该研究首先引入了水利工程中声环境影响评价的目的，然后对常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
再者，对现阶段的生态修复技术和策略进行了探讨，其中包括传统的物理修复、生物修复和结合多种方法的综合性修复
等。研究发现，采用科学的环境影响评价和得当的生态修复技术，可有效缓解水利工程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实现环境与
发展的两全其美。论文将为水利工程的环保研究和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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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利工程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其

建设与实施无疑对环境和生态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

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环境影响评价

（EIA）与生态修复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在水利工程中显得愈

发重要。水利工程带来的环境问题，如土地使用变化、水文

环境改变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损失等，都需要通过有效的评价

与修复手段来减轻或消除。为此，本研究着重探讨了水利工

程中环境影响评价的目的、常见方法以及生态修复技术与策

略的现状和进展。通过对环境影响评价的目的阐释以及评价

方法的系统梳理，论文旨在提出更为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

同时，对现阶段的生态修复技术和策略进行剖析，旨在为水

利工程中的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提供新的思路与策略。这不

仅对缓解水利工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

为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

2 水利工程环境影响评价（EIA）理论与实践
基础

2.1 水利工程对环境的潜在影响
水利工程在设计与实施过程中，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多

方面的影响 [1]。是水资源的分布与流量变化。水利工程通过

水库、堤坝等结构调节水流，可能改变原有的水循环系统，

导致下游地区水资源短缺，影响地下水位的变化。这种变化

可能引发土壤盐碱化和植被退化，进而影响当地生态系统的

稳定。

栖息地的破坏与生物多样性减少是水利工程带来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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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影响。建设工程时，土地开挖和结构物建造可能导致动植

物栖息地的永久性丧失，破坏生态廊道，使得本地生物多样

性受到严重冲击。一些动植物物种可能面临生存威胁甚或灭

绝风险。

水利工程还可能导致水质恶化。水体的流速与流向的

改变，容易使得有机物质与污染物沉积，形成水体富营养化，

加剧水质变坏。这不仅影响水体生物的生存，还可能危害人

类健康。

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噪声、粉尘等污染，对周

边的环境及居民生活构成了潜在威胁 [2]。环境的声、光污染

可能干扰当地的动植物，而空气中悬浮颗粒物可能对居民的

呼吸系统造成影响。

2.2 环境影响评价的理论框架
环境影响评价（EIA）作为环境管理的重要工具，其理

论框架主要包括法律法规基础、技术方法体系及评价程序等

要素。在法律法规层面，EIA 的实施受到一系列国际公约、

国家法律和地方规章的规制，这为其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执行

依据。技术方法体系则是 EIA 的核心，涵盖了对环境影响

的识别、预测、分析和报告等环节。常用的方法包括定性与

定量分析、模型预测以及公众参与，这些方法能够有效地评

估项目可能对环境产生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评价程序则强调

系统性和规范性，一般包括筛选、界定、评价、决策和监测

等步骤，确保全过程透明、科学和可操作。有效的 EIA 能

够识别水利工程的潜在环境影响，并通过科学方法为决策者

提供可靠的依据，有助于减缓生态破坏，促进水利工程的可

持续发展。EIA 的理论框架不仅为水利工程中的环保措施提

供指导，还在保障生态安全和经济发展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2.3 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应用实例
环境影响评价方法包括定性评价、定量评价和模型评

价等。定性评价多用于初步识别潜在环境影响，通常依赖专

家经验和判断，对项目可能造成的生态风险进行描述。定量

评价通过数据分析和数值计算，评估具体环境影响的程度，

如利用指标体系和数学模型量化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模型

评价则通过计算机模拟和预测工具，分析水利工程对环境系

统的动态影响。以某大型水库工程为例，综合应用了以上三

种方法，通过定性分析确定潜在生态风险点，再利用定量技

术评估水质变化对周边生态的影响，通过模型模拟预测洪水

调节和水资源管理对区域生态系统的长期影响。这样的评价

组合提高了环境影响评价的准确性和系统性，为水利工程的

科学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3 生态修复技术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

3.1 物理修复技术
物理修复技术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是生态修复的重要

组成部分，旨在通过工程措施改善受损生态环境，恢复其自

然功能和结构。该技术主要包括河道重塑、土壤稳定、障碍

物清除和水体增氧等方法。河道重塑通过调整河道结构和水

流路径，恢复自然河道形态，增加生物栖息地多样性，改善

生态系统功能。土壤稳定技术则通过修筑护坡、种植植被等

手段增强堤岸的稳定性，防止水土流失，维持生态平衡。

障碍物清除涉及清理水域中人为或自然的阻碍物，改

善水流，促进河道自净能力的恢复。这些措施能够有效地改

善水体质量，促进水生生物的繁殖和生长。水体增氧技术通

过引入氧气促进有氧微生物的活动，改善水质，减少污染物

的积累，从而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物理修复技术的实施需要考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长

期效果，结合当地环境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修复方案。这

不仅能够显著提高水利工程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还能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工程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提供有力支持。这种技术的有效运用为水利工程生态修复提

供了坚实保障，促进了工程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3.2 生物修复技术
生物修复技术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因

其利用生物体的天然能力来恢复受损生态环境。这一技术主

要依赖微生物、植物和动物，通过生物降解、植物提取和生

物净化等方式，有效去除污染物和修复生态系统。微生物修

复技术是利用特定微生物降解或转化污染物，将其转化为无

害物质 [3]。通过优化土壤和水体条件，可提高微生物的活性

和修复效率。植物修复技术则通过植物的吸收、降解和固定

等功能，去除土壤和水体中的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此类方

法不仅能降低污染物浓度，还能改善生态环境。动物修复涉

及利用某些特定动物的摄食和代谢活动，减少水体中的污染

物。这些生物修复技术在水利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有助于

减轻工程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在实际操作中，选择

合适的修复对象和优化组合多种生物技术，可显著提高修复

效果，满足水利工程的环保需求。生物修复技术的灵活性和

适应性，使其成为水利工程生态保护的关键手段之一。

3.3 综合性修复策略与技术
综合性修复策略与技术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日益受到

重视。这类方法结合多种修复技术，旨在优化生态系统的整

体功能。物理修复与生物修复的结合，通过机械和生物手

段，改善土壤结构和水质。将生态设计融入工程中的每一个

环节，依据地区生态特征，制定个性化方案，能有效增强生

态恢复力。归纳多学科技术，如水文、生态学和工程学，在

设计和实施中相互协调，形成最佳方案。地形微调、植被重

建和水流管理等手段的综合运用，能够在短期内见效，确保

长期的生态平衡。通过实施适应性管理策略，动态调整修复

方案，增强生态系统在环境变化中的弹性。综合性修复策略

不仅承载了环境的修复任务，也具备推动生态系统自我调节

和增长的潜力。有效地综合策略实施，需全面监测和评估，

以确保修复目标如期实现并持续发挥作用。这不仅推动了生

态恢复，也为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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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影响与生态修复成果评估

4.1 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的建立
在水利工程中的环境影响与生态修复成果评估过程中，

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的建立至关重要。有效的评估方法是综

合考量环境影响和生态修复效果的基础。建立科学的指标体

系有助于准确衡量水利工程的生态效益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评估方法的选择应基于具体的工程特点和生态环境状

况。常用方法包括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通过数据

统计和模型模拟来评估环境影响，典型模型如环境影响模

型、生态模型等；定性分析则通过专家评审和实地考察，评

估生态修复的实际效果及其可持续性。

指标体系的建立需要综合考虑生态、环境和社会三个

维度。生态指标包括生物多样性、植被覆盖率和水体质量等，

以衡量生态修复的具体成效。环境指标主要涉及空气、水、

土壤等自然资源的质量变化。社会指标则关注当地居民的相

关满意度、健康状况及经济发展水平等。

明确评估标准和阈值，对评价结果进行科学分析与判

断，是确保评估体系有效运转的关键。建立一套基于实证数

据和科学模型的综合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有助于更好地指

导水利工程的规划与实施，保障环境与工程的协调发展。

4.2 成果评估的定性与定量分析
定性与定量分析在水利工程环境影响与生态修复成果

评估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定性分析主要关注生态系统的恢复

情况、物种多样性变化以及生态功能的提升，通过对当地生

物群落结构、植物覆盖率和水体质量等指标的观察和记录，

判断生态修复措施的有效性。定量分析则依赖于数据和模型

的支持，采用数学统计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和解释，通

过对比修复前后的环境指标，如水质参数（如 pH 值、溶解

氧含量）、土壤重金属含量以及动植物种群数量等，来客观

评估修复效果。

利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可实现大范围多时次

的环境变化监测，为定量分析提供翔实的数据支持。构建数

学模型则有助于预测修复措施的长效影响和未来环境变化

趋势。通过将定性评估与定量数据分析相结合，可形成对生

态修复有效性更全面的认知，有助于水利工程中环境与生态

之间的科学决策与管理。这种评估方法能够提升对水利工程

的全面理解，从而优化未来的生态修复策略。

4.3 生态修复案例的成效分析与总结
生态修复案例的成效分析与总结可为水利工程的环境

管理提供重要参考。具体案例中，通过评估修复前后的生态

指标，如水质改善、生物多样性变化和植被恢复率，能够直

观反映修复效果。例如，某水库通过实施生物修复技术，使

得水体富营养化程度降低，鱼类种群增加，显示出显著的生

态改善。结合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的技术，为分析生态功能

和服务的恢复提供了有效工具。基于这些指标的对比，得出

生态修复技术在多样化环境条件下的普适性与适应性特点。

在总结中，可得出有效的修复策略需结合当地环境特征，注

重长期监测和适时调整，以确保修复的可持续性和针对性。

这些分析与总结不仅验证了修复技术的有效性，也为未来水

利工程项目在生态保护上的优化提供了实质性的指导。

5 结语

本次研究从水利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与生态修复的角

度出发，系统阐述了环境影响评价在预防环境污染、保护生

态系统和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并剖析了

定性评价、定量评价以及模型评价等常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方

法，同时也对当下的生态修复技术和策略进行了详述，包括

物理修复、生物修复以及综合性修复等。虽然研究取得了一

些成就，但在水利工程的环保研究领域，特别是在环境影响

评价和生态修复领域，仍然需要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未来，中国在水利工程的环保研究方向应当更加深入、系统

和完善，增强技术创新和践行绿色发展，以期在保护生态环

境及生物多样性，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环境与发

展的和谐共生上取得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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