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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影响及生态水利工程的建设

盛君锋

河南水建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  450008

摘  要：近年来，我国开始重视水利工程建设，并将生态水利工程建设视为构建生态文明城市的基础所在，同时提出明确要

求，必须发挥出水利工程的积极影响，为生态城市水系建设带来极大程度促进，不仅可以将水环境做到全面改善，也将防洪

抗旱能力有效提升，增强生态水利工程对生态城市水系建设的支撑能力。为此，水利工程建设必须集生态景观与调蓄功能为

一体，实现全域水生态水系建设。基于此，本文对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积极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提出生态水利工程建设的

科学策略，旨在将水利工程放在生态城市水系建设中最突出的位置，实现水利先行，才能做好河道治理，有助于生态城市水

系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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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可以依托水

中设施的科学建设对河流进行针对性的改造或者全面控制，

从而达到防洪防涝目标，也能保证不同阶段生产与生活的实

际用水需求[1]。在生态城市水系建设脚步加快的前提下，水

利工程必须生态环境保护需要有效结合，才能在传统水利基

础建设工作开展的同时，保证与城市水系统深度融合，改善

城市内部环境[2]，同时增强河流自身所具有的修复能力，构

建出具有不同特色的现代城市水系建设体系。

1  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积极影响

1.1  生物圈与社会圈的和谐发展

正常来讲，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必定会对周围环境

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当地水体分布情况将发生

一些改变，但却能够实现生物圈与社会圈的和谐发展。一

方面，水利工程建设会给当地地下水补给方式带来有利优

化，使得河流水自身稳定性增强，那么将提升洪涝灾害防

治的最终效果[3]。地下水和河水存在的补给关系得到优化之

后，当地洪涝灾害发生几率随之下降，对河流周边位置的农

牧业发展也会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1.2  改善生物生存环境

水利工程建设可能会从不同程度上改变当地原有河流的

流向，使得河流流向更加稳定，从而改善水生生物生存的环

境，同时也可能因为流向变化而出现一些新物种，实现当地

水生生物的种类具有多样。那么，在水生生物成长环境不断

改善的前提下，水生生物可以更快更好地适应新生存环境而

出现大量繁衍，进一步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除此之外，水

利工程建设为生态城市建设带来推动，生态农业得到持续性

发展，带动地区经济的稳步发展。在此基础上，水利工程的

建设发挥出了生态调节与环境美化作用（如图1所示），鸟

类与植物的多样性不断增加。因为气候得到有效调节，地表

水存量也得以增加。当地食物链在生态水利工程的建设下更

加稳定，鸟类、鱼类和植物的具有多样性，使得水域生态系

统更加完善。

图1  水利工程的环境美化效果

1.3  保证气候稳定性

水库的修建可以改善当地水体，也会在相应程度上增加

湿地面积，那么空气湿度将不断增加，当地的降水与气温变

化趋势趋于稳定，微气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在水利工程建

设中，降水变化量最为明显，一方面是当地降水量开始越来

越稳定，另一方面是降水时间更加规律，而且降水分布情况

也较为均衡，给气候稳定性带来积极影响。

1.4  保持产业链关系和比例合理

由于水利工程的建设可以对水资源进行科学存储，同时

能够在非汛期截住基流，保证满足农业发展用水需求，同时

也有效减少河流断流情况。那么，水利工程建设可以实现资

源合理利用，改善城市周边环境，使得生态城市建设脚步加

快。生态水利工程的建设能够为退耕还林和植树造林带来支

持，调节大面积的气候，农作业生长环境得以改善，畜牧业

走入持续发展，各产业之间存在的关系更加密切，促进当地

农业的稳步发展。在水利工程的不断修建下，泄洪量逐渐增

大，航运与灌溉需求也得到满足。

2  生态水利工程建设策略

2.1  谨遵生态发展原则，提高生态工程质量

在生态水利工程建设中，为了将河流形态空间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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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极大程度提高，相关部门必须从生物群落所具有的多样

性进行深入分析，结合非生物环境空间异质性的特点，掌握

生群群落与非生物环境之间存在关系，从而保证生态水利工

程建设不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而是促进生态环境恢

复能力的提升。具体而言，一是对生态水利工程建设原则做

到谨遵，坚持经济性原则和安全性原则，做好生态系统长期

监测与全方位评估工作的开展，将生态学与工程学原理进行

有效结合，谨遵工程力学并分析水文规律，从而将生态水利

工程建设质量提高，保证后续各阶段运营具有持久性。二是

明确生态水利工程建设目标，力求打造出具有可持续发展特

点的水利体系，使之走入良性循环状态，有利于社会发展与

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那么，建设单位必须从水资源利

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出发，分析生态水利工程建设与河

流生态系统存在的演变关系，重视水资源节约与利用，制定

生态系统保护措施，对河流水下生物进行科学保护，保证湿

地生物具有多样性。三是结合生态水利工程未来发展需要，

分析资源利用情况，结合环境、资源、经济和人口等协调发

展情况明确生态水利工程建设目标，运用先进技术对各项细

节工作做到全面落实，从而围绕节约用水来缓解水资源紧缺

这一重要问题。

2.2  结合生态工程特点，实现城市水系联通

图2  水库建设的相关设施

在生态水利工程建设中，施工单位需要将生态水利工

程建设与城市水系进行有效结合，打造出生态水城，从而发

挥出生态水利工程建设的应有作用。首先，施工单位必须分

析城市水系特点，完成生态水系连通工程设计。例如，河南

省驻马店市新蔡县水系连通项目便是结合新蔡县位置特点，

根据三河交汇情况完成水利工程建设，运用“一环一库五湖

四带”的连通工程成功保留湖泊自然形态将汝河水引入新蔡

县城，从而将水害转换为水利。其次，考虑生态水利工程需

要以防洪和灌溉为主，做好堤型选择，特别是重视堤线布

置。例如，河南省驻马店的东湖水库位于新蔡县城区东部东

大湖境内，湖面面积3200亩，水库总库为960万m3，水库工

程以防洪和灌溉为主，兼顾未来远期供水需要。最后，结合

社会全面发展需要，提高河流侧向连通性。施工单位需要考

虑水体、鱼类洄游、水位消涨与水温变化等多种情况构建河

湖水系生态连通性模型，对堤线建设方案做到完善。例如，

东湖水库内建有水上舞台、亲水栈道和市民广场（如图2所

示），同时开展赛龙舟和帆船赛等不同的水上娱乐活动。在

东湖水库完成修建之后，不仅可以实现防洪减灾，也能够完

成农田灌溉需要，更是满足不同时期的城市供水。可见，水

利工程建设应与城市水系进行联通，从根本上保护珍贵的湿

地资源，减少水利工程建设对气候造成的各类影响，让生物

始终具有多样性。

结束语：

生态水利工程的建设具有一定系统性和长期性，而且投

入资金较多，更是对生物科学技术的应用有较高要求，所以

必须从水利工程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影响分析入手，借助多元

探索与反复思考，结合先进理论，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建

立与我国未来发展相契合的生态水利工程建设模式，从而对

水质进行有效改善，为水中生物持续发展带来有力推动，保

证生物发展具有稳定性与和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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