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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工程建设会对生态系统原始平衡造成一定程度破坏，导致环境问题以及污染问题日益严
重，对我国发展形成了直接束缚，所以需要通过对项目建设进行有效调整和优化的方式，保证工程施
工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可以被控制在最小，利用各种有效防治措施，消除生态环境不良影响，从而达
到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目标，保证持续性发展战略能够得到高质量落实。基于此，本文章对水利水电
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环境保护策略分析进行探讨，以供相关从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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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will cause a certain degree of damage to the original balance of the 
ecosystem，resulting in increasingly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pollution problems，and forming a direct 
constrai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at the impact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an be controlled to a minimum through effectiv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project construction，and use various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to eliminat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and 
ensure tha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can be implemented with high quality.Based on thi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ies，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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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Effect；tactics 
 

引言 
水利工程是为了有效控制水资源，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

重新规划地下水量的合理使用及分配方式，以充分满足目前中

国广大人民在日常生活和社会生产中对水资源的利用。但随着

近几年国内水利工程项目的增加，生态环境受到影响，植被遭

到破坏，水土流失等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水质受到污染，水体

富营养化逐渐突出。 

一、水利水电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对水域生态系统的影响 

水利水电工程改变河流形态，阻断河道致使水流连续性受

损，水坝蓄水使水文情势剧变，影响水生生物栖息地。水库蓄

水还易引发水质富营养化，施工废水排放与泥沙淤积让下游水

质恶化。三峡工程，部分江段水流变缓，一些鱼类洄游受阻，

产卵场遭破坏，同时局部水域藻类繁殖加快，影响水生态平衡，

威胁到众多珍稀水生生物的生存繁衍。 

（二）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 

工程建设中土地被淹没，大量植被遭破坏，森林、草地等

面积锐减。如阿斯旺大坝建成后，尼罗河沿岸大量耕地和植被

被淹。植被破坏引发水土流失，陆地生态失衡，野生动物栖息

地破碎化、丧失，迁徙路径受阻，像大熊猫栖息地因水电工程

建设被分隔，影响其种群交流与基因多样性，许多动物觅食、

繁殖受干扰，生存面临挑战，生物多样性降低。 

（三）对气候与局部小环境的影响 

大型水库蓄水改变周边气候调节功能，影响气温、湿度和

降水分布。纳赛尔湖使周边地区降水模式改变，局部气温波动

减小、湿度增加。水库周边形成特殊小气候，改变植被演替节

奏，利于某些病虫害滋生。局部小环境变化还导致局地风场改

变，对周边生态系统产生连锁反应，影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

物种分布格局，改变原有生态平衡状态，对周边农业、林业等

生产活动也带来间接影响。 

二、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生态系统破坏评估不全面 

在水利水电工程规划前期，对生态系统的评估侧重于部分

关键物种或明显的生态要素，缺乏对整个生态网络的系统性分

析。仅关注大型鱼类洄游通道，而忽略了众多小型水生生物的

生存环境需求以及它们在食物链中的相互关联。许多微生物群

落、底栖生物等对水质和底质变化极为敏感，工程建设引起的

水流减缓、水温分层等导致这些生物大量减少或消失，进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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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整个水域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平衡，影响生态系

统的稳定性和自我修复能力，这种局部性评估易造成对生态系

统整体破坏程度的低估。 

（二）施工期环境污染监管不力 

施工场地的废水处理常常不达标，大量含有泥沙、油污、

化学药剂的废水直接排入附近水体，造成水体浑浊、水质恶化，

影响水生生物生存及下游居民用水安全。扬尘污染严重，物料

堆放、运输以及土石方开挖等作业产生大量扬尘，在缺乏有效

降尘措施的情况下，不仅危害施工人员健康，还会扩散到周边

区域，降低空气质量，对附近农作物生长和生态植被产生不良

影响。施工噪声扰民现象也屡见不鲜，大型机械设备长时间高

强度运行，其噪声干扰周边居民正常生活作息，而相关监管部

门在施工过程中对这些环境污染问题的监督检查有时不够严

格，处罚力度不足，难以有效遏制施工方的违规行为。 

（三）生态修复规划滞后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多注重主体工程的规划与实施，而生态

修复规划常常滞后。许多工程在建设完成后才开始考虑生态修

复问题，此时生态破坏已经形成，修复难度加大。水库蓄水导

致周边大量土地被淹没，原有植被死亡，而在工程设计阶段未

充分规划后续的植被恢复方案，等到需要修复时才发现合适

的植物物种选择困难，因为要考虑到新环境的水位变化、土

壤性质改变等因素。而且，生态修复工作缺乏长期有效的资

金保障和专业技术团队支持，一些临时拼凑的修复项目达不

到预期效果，难以恢复到工程建设前的生态水平，导致生态

系统长期处于受损状态，生物多样性难以有效恢复，生态服

务功能持续下降。 

（四）对社会生态影响重视不足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侧重于自然生态环境的考量，而对社会

生态影响关注不够。工程建设导致大量居民搬迁，新的安置点

在基础设施、就业机会、文化传承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一些

原住民被迫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和赖以生存的土地，在安置点

面临就业困难，生活水平下降，传统的社区关系和文化习俗因

人口迁移而被打乱甚至消失。工程建设还影响到周边地区的农

业灌溉、渔业捕捞等生产活动，改变当地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

展模式，如果在规划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这些社会生态因素并

制定相应的措施，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影响工程建设的顺利进

行和当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环境保护的有效性策略 
（一）全面系统的生态评估与规划 

在项目立项伊始，精心挑选涵盖生态学、水文学、生物学、

地理学等多领域的专业人才，组成跨学科团队。运用地理信息

系统（GIS）、生态模型模拟软件等先进技术手段，对工程所

在区域的生态系统进行全方位勘查与深度剖析。除常规的动植

物种类及分布记录外，深入探究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能量

流动等生态过程以及各生态组分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精准定位

生态敏感区与关键生态节点。以此为基石，制定详尽且具长远

眼光的生态保护规划，使工程建设目标与生态保护目标在规划

蓝图中深度融合。在规划大型河道整治工程时，依据河流生态

廊道理论，精确计算并预留适宜宽度的河滩地与浅水区，构建

多样化的水生生物栖息环境，种植本土水生植物，促进水体自

净与生物繁衍，维护河岸带生态系统的结构完整与功能稳定，

从源头上减少工程建设对生态系统的潜在冲击，为后续工程实

施筑牢生态保护根基。 

（二）严格的施工期环境管理与监督 

构建完善的施工期环境管理制度框架，以法律法规为依

托，明确施工单位在环保方面的主体责任与具体义务。施工单

位需依据工程实际情况，制定全面且具操作性的环境管理方

案，针对废水处理，配备高效的污水处理设备，采用物理沉淀、

生物降解等工艺，确保达标排放；废气治理方面，安装扬尘抑

制剂喷洒装置，定时对施工场地及运输道路进行降尘处理，同

时对施工机械进行尾气净化改造；废渣处理遵循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原则，分类回收利用或安全填埋；噪声控制通过设

置隔音屏障、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以及合理安排施工时段等措

施，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噪声污染。环保部门强化监管职能，定

期开展全面巡查，检查各项环保设施运行状况与环保措施落实

情况，同时不定期进行抽查，对违规施工行为依法依规严惩，

责令限期整改并跟踪复查。 

（三）创新生态友好型工程的设计 

积极倡导并大力推广生态友好型工程设计理念，在工程设

计阶段充分融入生态保护元素。新型鱼道设计，参考自然河流

的流速、水深、水温等条件，采用仿生学原理，构建曲折蜿蜒、

水流多变的鱼道结构，设置适宜的休息池与引导设施，提高鱼

类过鱼效率，助力其顺利完成洄游繁殖，维护鱼类种群的生态

平衡。生态护坡技术方面，结合植被根系的固土作用与土工材

料的强度特性，选用适合当地气候与土壤条件的本土植物品

种，如狗牙根、黑麦草等，与土工格栅、生态袋等土工材料搭

配使用，构建多层次、多功能的护坡体系，既增强河岸稳定性，

防止水土流失，又为昆虫、鸟类等生物提供栖息觅食场所与繁

殖空间。 

（四）构建多层次的生态监测体系 

在空间维度上，实施流域尺度宏观监测，掌握工程对整个

流域水资源调配、生态格局演变的影响；区域尺度中观监测，

聚焦工程所在区域生态系统的整体变化态势；工程影响局部区

域微观监测，精准捕捉工程建设与运营对周边生态环境的细微

扰动。在监测指标体系方面，涵盖水文水质参数、气象气候指

标、生物多样性指标、生态系统功能。借助卫星遥感技术获取

大范围、高分辨率的生态环境影像数据，无人机监测用于补充

局部区域细节信息与应急监测，水下机器人探测深入水底了解

水生态环境状况，自动化水质监测站实时采集水质数据并实现

远程传输。 

（五）完善生态修复与补偿机制 

组织生态学专家依据工程建设造成的生态破坏类型，以及

破坏程度进行精准评估与分级分类。针对不同类型与程度的生

态破坏，确定清晰明确的修复目标与具体措施。湿地恢复项目

通过地形重塑、水系连通、植被种植等措施，重建湿地生态系

统结构与功能；植被重建工作选用本地适生的乔灌木与草本植

物品种，按照自然群落结构进行搭配种植，加速植被恢复进程；

栖息地修复则根据不同野生动物的栖息需求，设置人工巢穴、

建立野生动物通道等。多渠道筹集生态补偿基金，由工程建设

单位按照工程投资比例出资，受益地区政府从财政收入中划拨

专项资金，鼓励相关企业通过捐赠、参与生态修复项目投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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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了线缆强大的韧性与抗拉伸能力，确保了长距离传输的安

全与稳定。此外，CPE 还展现出优异的老化抵抗力，无论是热

稳定性、耐候性还是耐臭氧侵蚀，均可胜任各种苛刻环境挑战，

延长了线缆的使用寿命。加之其易于加工的特质，使得生产线

缆时的工艺流程更为简化，降低了制造难度，提升了生产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CPE 的存储性质也非常优越，长时间存放

不会出现焦烧现象，这意味着库存管理变得简单，无需担心材

料变质带来的浪费。基于此，CPE 作为优质线缆材料的地位日

益凸显，成为众多制造商眼中的香饽饽。 

（二）替代传统材料，引领产业升级 

随着 CPE 生产工艺的不断成熟与成本的稳步下降，该材料

开始逐步渗透进高压电线电缆产业，并展现出超越传统材料的

巨大潜力。相比于以往使用的氯丁橡胶、乙丙橡胶等，CPE 不

仅提供相似乃至更优的电气绝缘与防护性能，还大大降低了生

产过程中的能耗和环境污染。这不仅意味着成本节约，更体现

了对绿色发展的积极回应，契合了当前倡导的循环经济理念。

在确保电力传输安全的前提下，CPE 护套材料的应用无疑是对

线缆行业的一次革命，推动了产品质量的全面提升，树立了新

的行业标杆。 

（三）多元化应用领域的开拓 

CPE 的优秀特性远不止于电线电缆，其实用价值已经延伸

到了更广泛的范畴。在汽车工业中，CPE 作为胶管原料，展现

了非凡的耐用性和适应性，无论是极端温度还是复杂路况，都

能保持良好的柔韧性和密封性，为车辆的安全行驶保驾护航。

在建筑行业，防水材料的角色中 CPE 同样抢眼，其防渗漏性能

出色，能有效抵御雨水侵蚀，确保建筑物经久耐用。此外，CPE

在模压制品方面的潜力也不容小觑，制作的各种零件不仅外观

精美，功能性也很强，广泛应用于日常用品、体育器材等多个

领域。总而言之，氯化聚乙烯的广泛应用彰显了其作为多领域

“全能选手”的身份，它的出现打破了原有材料格局，推动了

相关产业链的迭代更新。无论是从环保角度，还是经济效益考

量，CPE 都是值得推崇的优选材料，预示着无限的市场机遇和发

展前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社会需求的多样化，CPE必将在

线缆及其他领域绽放更多光彩，书写新材料时代的辉煌篇章。 

结语 
氯化聚乙烯作为一种高性能橡胶材料，在高压电线电缆中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然而，在实际应用中，氯化聚乙烯混炼

橡胶仍面临诸多挑战。通过优化配方、改进生产工艺和加强设

备维护等措施，可以有效解决这些挑战，提高氯化聚乙烯在高

压电线电缆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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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贡献力量。对因工程建设遭受直接损失的土地所有者、渔

民等利益相关者给予合理经济补偿，帮助其转型就业或开展替

代产业；对受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通过生态修复项目实施、

增殖放流、生态廊道建设等方式进行补偿，确保生态系统逐步

恢复生机与活力。 

（六）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 

在水利水电工程的整个生命周期中，积极拓宽公众参与渠

道并强化信息公开力度。项目规划阶段，举办听证会，邀请当

地居民、环保志愿者、专家学者等各方代表，详细阐述工程规

划内容与潜在环境影响，认真倾听并记录他们的意见与建议，

对合理诉求予以充分重视并融入规划调整中。建设期间，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问卷调查，广泛收集社会各界对施工环保措

施落实情况的反馈，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社区公示则定期更

新工程进度、环保工作动态等信息，保障居民知情权。打造专

业的信息公开平台，除了常规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等文件公

示，还利用数据可视化技术展示施工期环境监测数据变化趋

势，以直观易懂的方式让公众了解工程对环境的实时影响。 

（七）跨区域与跨部门协同合作 

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应搭建常态化的沟通交流平台，如定期

召开流域生态保护联席会议，共同研讨工程建设对整个流域生

态环境的影响，统一思想认识，协调区域间的利益诉求，联合

制定涵盖全流域的生态保护规划，明确各区域在生态保护中的

责任与任务，避免出现上游污染下游买单等矛盾局面。各部门

之间需建立紧密的协作关系，通过联合发文、成立专项工作小

组等形式，明确水利部门在工程规划建设中保障水资源合理调

配与水工程安全运行的兼顾生态用水需求；环保部门强化环境

监测与执法力度，对工程建设中的各类污染行为严格监管；林

业部门加大水源涵养林的培育与保护力度，提升森林生态系统

对水源的涵养功能；农业部门推广生态农业技术，减少农业面

源污染对工程周边水体的影响。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水利水电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复杂且多面

的，既带来了诸如能源供应、防洪减灾等显著效益，也给水域、

陆地生态系统以及气候与局部小环境造成了诸多不可忽视的

负面影响。通过全面系统的生态评估与规划、严格施工期管理

监督、生态友好型设计创新等一系列环境保护策略的实施，可

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这些负面影响，促进工程与生态环境的协

调共生。在未来的水利水电工程发展中，应始终秉持可持续发

展理念，将生态环境保护贯穿于工程的全生命周期，不断优化

工程设计与运营管理，加强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提高全社会

的环保意识与参与度，以实现水利水电工程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与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平衡，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态家园

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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