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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目前，土壤侵蚀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

题，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能够从根本上提高水土保持的效益和质量。在这

一背景下，本文着重从生态恢复的内涵和功能入手，探讨其优化价值，掌握其关键技术，从而为今后

的工作顺利进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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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t present, the soil erosion problem is a more prominent problem, using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ethods for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can fundamental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water and soil conservation.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notation and func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discusses its optimization value, and grasps its key technology, 

so a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work smoo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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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自身也有某种循环再生的功能。生态修复技术是在

这种能力的基础上，通过人工干预的方式，将区域内的各类自

然资源整合利用，达到恢复生态环境的目的。它能保持人与自

然的和谐相处，有效地遏制土壤侵蚀。将先进的生态恢复技术

运用到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中，可以提高生态建设质量，优化环

境问题，稳定生物多样性，对促进区域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 

1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的概念及意义 
1.1 生态修复概念 

生态修复是指利用相关生物、生态或工程技术来改变或阻

止生态环境中的障碍因素和发展进程，通过合理的配置与优化

生态环境，实现生态迅速恢复。生态修复的实施主体是自我恢

复，它通常是在一定的区域内，尽可能地不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以其自身的调控作用来恢复生态环境。 

1.2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概念 

在控制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方面，采取管护和人工相

结合的方法，利用自然的自我修复作用，改善水土流失，保护

生态环境，这就是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这种模式可以充分利用

生态环境的自我调控功能，使其在良性循环中具有积极的作

用。水土保持生态恢复是目前我国水土保持工作的一项新理念

和新措施，其目标是通过缓解生态压力，发挥生态系统的自愈

作用，从而达到治理土壤侵蚀的目的，从而使土壤保持的健康、

稳定。 

2 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中应用生态修复的优化作用 
2.1 提高大众的生态环境意识 

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过程中，要将生态恢复的功能最大

化，从而增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认识，丰富和培养良好的习惯，

从而从根本上降低人们的不良行为，从而提高水土保持工作的

质量。 

2.2 提升环境修复管理质量 

由于植被的保护水平不高，会造成土壤侵蚀。因此，在水

土保持生态建设中，必须加大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提高植

被覆盖率。采用生态恢复技术，能显著地保护土壤和减少土壤

流失。通过对不同时期水土保持措施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采

用生态恢复技术可以有效地减少水土流失面积，提高总体工作

效率，从而有效地控制水土流失。 

2.3 增强蓄水保水能力 

应用科学的生态恢复技术，可以有效地改善库区的储水和

保水能力，增强其抵御洪水的能力。通过土壤和植物的交互作

用，可以提高土壤对水源的涵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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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有效缓解水土流失 

采用生态恢复技术，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土壤侵蚀问题，

还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土壤侵蚀程度高，土壤侵蚀

程度高，生态环境相对较差，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为了有

效的治理和治理土壤侵蚀，必须通过合理的生态修复技术，合

理地利用周边的自然资源，从而促进区域的经济发展。 

3 生态修复在水土保持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3.1 相关制度还不够完善 

目前，我国的土壤侵蚀非常严重，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了相

应的法律、法规，并制定了相应的配套措施。然而，在治理土

壤侵蚀问题上，相关的制度还不完善，具体措施不到位，所提

出的措施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无法有效地开展水土保持工

作，影响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建设，相关部门还需进一步完善和

细化。 

3.2 生态修复意识不够 

我国在推进生态工程中，普遍采取的是传统的方法，对土

壤侵蚀与环境保护的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方法、力

度不足、技术支撑不到位、民众对生态修复的认识不足。为此，

应在持续创新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实际，加强对生态恢复的

认识，不断地提升生态恢复的效果。 

3.3 生态修复技术相对落后 

在水土保持工作中，生态恢复技术已被国家有关部门所承

认和支持，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生态恢

复是一个巨大的工程。生态恢复技术的发展依赖于环境的发

展，必须持续地改善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利用，以降低自然能量

的消耗。虽然我们国家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不同，但我们的共

同目的都是要把好的环境恢复到最好的状态。只有把先进的生

态恢复技术推广到全国，才能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的保护。首

先，应根据区域的特点，使居民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减

少对环境的损害。在今后的生态恢复工作中，应不断地总结经

验，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并将其应用于具体的工程实践中，

以寻求最优的方法，以进一步加强环保工作的重要性，促进我

国的生态建设。 

3.4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技术体系和标准有待完善 

目前，各个领域的生态修复技术都是零散的，技术标准也

不统一，甚至互相矛盾。国土空间的生态修复技术是一项涉及

多个领域的技术，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国土空间的生

态恢复工作，但是在制度、标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目前

尚不能完全适应实际需要。 

4 生态修复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技术 
根据实测数据，我国的耕地土壤侵蚀问题比较突出，尤其

是坡耕地。在我国现阶段，国家采取了以退耕还林为主的措施

来解决土壤侵蚀问题。在这一政策的支撑下，利用生态恢复技

术进行水土保持，能够有效地解决土壤侵蚀和其他问题。 

4.1 生态修复类型 

生态恢复技术对土壤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利用生态恢

复技术可以提高植物根系的生长能力，从而实现土壤的固结。

通过加固土壤，可以提高土壤的储水量，从而达到治理水土流

失的目的，并加强对土壤侵蚀的控制和管理。生态恢复的效果

需要具体的技术和手段来实现，具体的实施方式有如下。 

第一，实行封山育林，放牧，营造良好的生态建设环境；

第二，减少人为干扰和影响。第三，绿化，根据地形和土壤情

况，修建防护林。第四，要对基本农田建设的标准进行规范化。

第五是全面的管理，提高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第六，

通过生态移民等途径，实现能源结构和工业结构的优化和治

理。 

4.2 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中生态修复的主要技术 

4.2.1 自然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技术 

在生态退化过程中，由于各种自然因子的影响，必须坚持

“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可以采取整枝工程、实施禁牧等相

关措施，形成有利于植被恢复的综合生态，并采取多个分区进

行合理的修复。 

4.2.2 过度垦殖生态系统修复技术 

针对坡地生态脆弱的退耕还林、梯田等可实施的技术措

施，按照国家的要求和政策，按照国家的要求和政策，做好水

土保持耕作，提高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减少化学控制，采取生

物控制措施，对退化土地进行治理。针对不同的区域，分析不

同的资源水平和技术水平，开发沼气、太阳能、风能、地热等

技术，并合理利用新技术。 

4.2.3 沿河生态修复技术 

在生态修复中，最重要的是要解决河道的退化问题，使河

道的形态多样化，并使河道的纵向连续性和横向连通，从而维

持河道的曲线。采用季节性河道设施，采用生态水泥等方法，

采用自然物质和植被构成护坡。防止河岸坡面的硬化，使河川

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得以恢复，从而促进水生植物群落的多样性

和多样性。 

4.2.4 经济林过度开发生态修复技术 

在实施生态恢复的同时，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坡地退耕还林

技术和梯田技术，并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实施退耕还林。在

这段时间内，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搞好土壤保育工作，加

强化学控制，减少化肥的使用，尽量采用生物控制。针对不同

地区的经济发展，要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本地的自然资源、技

术水平，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地热等清洁能源，不断创新

和发展新型技术。 

4.2.5 开发建设生态退化修复技术 

在生态恢复中，运用经济过度开采技术，必须采用立体发

展的方式，实现经济的循环。采用立体种植方式，根据山区本

身的特性，利用其天然坡度进行发展。另外，运用土地轮作方

式，可以极大地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模拟生态系统的食物链，

建立循环经济模型，使得整个产业链之间的结合效果更好，最

后形成一个保持水土保持的生态模型，促进生态系统的物质循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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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态修复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中的应用策略 
5.1 加强项目管控，创新投资渠道 

在水土保持工程方案编制、工程监理、验收等各个方面，

都要把生态修复的思想和技术结合起来，强化各个环节的管

理，真正把生态修复理念转化为经济建设，让水土保持生态修

复工程与经济建设齐头并进、相辅相成。在此基础上，要加大

对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加强与政府、社会各界的合作与交流、

创新融资渠道、拓展融资渠道、探索新的生态补偿方式。另外，

在建设工程概预算环节，要按照现行的国家水土保持法规，实

行专款管理。 

5.2 应用过度垦殖生态修复技术 

在实施生态恢复的同时，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坡地退耕还林

技术和梯田技术，并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实施退耕还林。在

这段时间内，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搞好土壤保育工作，加

强化学控制，减少化肥的使用，尽量采用生物控制。针对不同

地区的经济发展，要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本地的自然资源、技

术水平，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地热等清洁能源，不断创新

和发展新型技术。此外，要根据山区本身的特性，采用立体种

植方式，充分利用其天然坡度进行发展。另外，利用土地轮作

方式，可以极大地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模拟生态系统的食物

链，建立循环经济模型，使得整个产业链之间的结合效果更好，

最后形成一个保持水土保持的生态模型，促进生态系统的物质

循环。 

5.3 创建科学体系，开展专题研究 

目前，我国生态修复技术尚处在摸索阶段，为适应不同地

区的生态修复技术需求，必须开拓技术思路，优化技术方法，

提高科技含量，加强生态修复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比如，进行

生态修复的专题研究，包括区域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成因、

生态修复程度及修复机理等。只有建立科学的生态恢复制度，

进行专门的研究，并与“3S”等新技术相结合，将其理论依据

转变为实际，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 

5.4 整合自然资源，综合治理小流域 

流域是循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不同流域的地

貌特征，采用生态修复的方法，将水、土、生物等自然资源有

机地统一起来，并将其与水资源的配置相结合，形成一个以小

流域为基础的小流域，并对其进行治理。通过对小流域的控制，

可以实现对地面径流、降水的调节，提高土壤品质，提高耕地

产量，对区域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

必须重视小流域的治理，加大对其的综合开发力度，确保水资

源的合理分配与再利用，促进生态环境的发展。 

5.5 强化监督管护机制 

加强监督管理，加强监督管理，充分发挥地方有关部门在

水土保持方面的执法监督职能：①建立县、乡、村分级监督执

法监督职能：①建立县、乡、村分级监督执法与管护体系，实

施健全合理的管护制度；②对造成水土流失的案件的责任人予

以严肃处理；③全面整顿矿区秩序，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加强

相关法律法规和知识的宣传；④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进行审批，

跟踪落实项目中的水土保持措施，并督促公司和公司及时编制

和完善水土保持计划；⑤充分开展《水土保持法》的宣传活动，

每年在《水土保持法》宣传月、宣传周等重要的日子里，利用

各种媒介的合理利用，提高宣传的实效。 

6 结语 
循环生态系统中，流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根据不同

地区的地形特点，采取了生态恢复措施，将水、土、生物等自

然资源整合在一起，将水资源和水资源的调配结合在一起，形

成一个小型的流域，并加以管理。通过对小流域的调控，可以

调节地表径流和降水，改善土壤质量，增加农田生产，促进区

域农业和畜牧业发展。为此，应加强对小流域的综合治理，以

保证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循环利用，以推动生态环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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