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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afety and health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the premis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oing a good job in th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eople’s	life	and	producti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s	
an	important	work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Doing	a	good	job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optimizing	the	eco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valu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investigation, and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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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环境的安全健康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做好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对人们的生活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水土保持是生态
环境工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对改善生态环境，优化生态系统具有重要作用。论文运用文献法、调查法
对水土保持在治理生态环境中的价值进行分析，并就水土保持应用策略展开探究，以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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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工业水平不断提高，

但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等问题也更加严重，土地资源退化

速度加快。在此情况下，必须及时采取水土保持措施有效减

缓土地资源退化速度，恢复土地资源应用价值，维护生态环

境平衡稳定 [1]。

2 水土流失原因分析

2.1 自然原因

调查研究发现，水土流失与多种自然原因有关。例如，

地表重新构造，在地壳内力作用下，地表发生巨大变化，引

起水土流失。又如，中国黄土高原地区地震发生得较为频繁，

地震发生时，地壳受到地震冲击波撞击，地壳出现移动与分

裂变化，地表土层在内部因素的作用下变得疏松，出现大规

模的水土流动。降雨因素也会影响一个地区的水土流失程度

与速度。当某地年降水量波动大，季节降雨不均，雨季暴雨

多发时，那么发生水土流失的概率也就会更大。植被稀少也

是引发水土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众所周知，植被具有重

要的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作用，当一个地区植被稀少时，

一旦遇到强风大雨，土壤就会在大雨冲刷与强风的吹刮下大

面积流失。土壤特质也与水土流失问题有关。再如，中国黄

土高原地区的土壤成分主要为沙土与黄土，土质疏松、粘结

性低，受到大雨的冲刷后，会更加疏散，大量土壤会随水流 

运动 [2]。

2.2 人为因素
水土流失问题的产生与人类某些不合理、不科学、不

环保的行为有很大关系。例如，大量伐木、破坏植被，导致

土壤稳固性降低，为水土流失问题的出现埋下了隐患。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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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地、建房等活动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的稳定，损坏了地表

健康机制，加剧了水土流失。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数

量也不断上升耕地需求越来越大。在需求的推动下，开始对

原始植被进行开荒，水土流失问题也因此更加严重 [3]。进行

调查就可发现，在采矿区，普遍存在着水土流失严重的问题。

主要原因就是机械深层挖掘，机械设备与人员不断扰动，导

致土壤结构更加疏松，土壤肥力下降，应用价值也不断降低。

改革开放后，一些地区为发展经济大量滥砍滥伐，使大量地

表裸露，土壤缺少了植物根系的稳固后，在强风与吹蚀与水

流的冲刷下出现流动。

3 水土保持在治理生态环境中的价值

3.1 涵养水源
保持水土生态功能，需要加建森林和草原区域，恢

复自然绿洲模样。建设森林与草原，恢复植被，扩大绿化

面积等一系列水土保持措施同样能起到涵养水源的作用，

让水环境得到净化与保护。中国黄土高原地区为了保持水

土建设了水平梯田，据研究统计，梯田的保水效率能达到

83%~93%，此外还修建了地埂与防护防冲林带，这些水土

保持措施加快了地表径流的下渗，减缓了地面径流汇集，减

少了地表径流规模，取得了很好涵养水源的效果。

3.2 防风固沙
加快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有利于稳固土壤，减少或减缓

土地沙漠化，减少沙尘暴等自然灾害的发生。水土保持的两

大重要措施分别是植树造林与发展植被。

森林是地球的肺，植树造林，扩大森林覆盖面对整个

生态系统都有积极影响，如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减少自

然问题。草地与树林都有很好的防风固沙作用，能有效抵挡

大自然产生的风力，减缓风流速度，防治沙尘天气 [4]。

3.3 改良土壤
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有利于保持土壤水分，促进土壤吸

收与释放氧气，让土壤得到改良。

3.4 保护生物物种存续
动物植物的生长与存续都离不开水土。但据有关资料

显示，近些年随着水土流失问题的加重，一些动植物的生存

繁衍也受到严重影响，生物种类正在逐渐减少，许多生物濒

临灭绝。因此，在此时积极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对保护生物多

样性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4 水土保持在治理生态环境中的价值及具体
应用策略

4.1 整体思路
水土流失治理应根据水土流失防治执行标准，基于系

统工程原理，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科学设计治理方案，合理

采用治理措施，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在开展水土

保持工作时，有以下原则需要遵守：安全环保原则，确保所

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不会产生二次污染。保护植被原则，要

对当地现有的植被做充分保护，以实现对水与土壤的有效保

护。在保护原有植被的基础上，科学开展新的造林工程，建

立起天然屏障防止水土流失。综合性原则。要想实现水土保

持目标，就需从何运用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生

物措施等多种措施改善水土状态，提高水土的稳定性，减少

水土流失。

4.2 水土保持具体措施

4.2.1 工程措施
工程措施主要包括挖设排水沟，设置排水暗沟，在有

需要的位置布设急流槽等。在水土污染严重的区域，建设排

水渠，将周边生活生产污水集中、统一排放到该渠内，严禁

个人、企业等直接排污。排水渠与城市各支渠相连接，保证

污水能得到集中、统一且科学专业的处理。在河道污染严重

的地区，可建设橡胶坝工程，通过该工程拦蓄水量，通过水

体自净作用改善河道水质。开展护坡护岸工作，根据当地具

体情况，合理选用混凝土挡墙、草皮护坡、浆砌石挡墙及细

骨料砼砌石挡墙、生态网格石龙等稳固与保持水土。这几种

护坡护岸技术各有优缺点，适用不同种情况，在实践工作中

要做科学选择，合理运用。需注意的是，无论是选用哪一种

护坡护岸型式，都需要在施工前详细检查施工区域，将施工

区域内的杂草、淤泥以及污水清理干净，为后续的施工打好

基础。

建议多采用生态护坡护岸技术。以前，中国各地都是

使用混凝土、钢筋、砌石等材料构筑防护工程。这类护岸工

程的优点是坚固稳定，抗冲刷能力强。但是也具有缺点，如

环保性差，工程施工中会对周边环境产生破坏与污染，并且

这类工程也导致土壤原有的生态功能丧失，不利于植物的生

长。因此，可多使用生态护坡护岸技术，利用生态护坡护岸

技术稳固水土与保持水土。在采用生态护坡护岸技术时，应

根据冲刷深度计算结果确定出护岸底部格宾挡墙的尺寸及

埋深；正式施工前进行抗滑与抗倾稳定验算；根据生态袋中

土壤颗粒级配要求填充进相应量与相应粒径的土，在土中撒

适量草种（草要适合在当地生长）。应用生态护坡护岸技术

时，最关键的点是合理选择植物。植物种类要根据当地土壤

条件、气候条件决定，确保植物适应当地环境。选择植物时

尽可能选择乡土植物，按照“乡土为主，引进为辅”的原则

进行，尽可能避免使用大量外来植物。在环保工程在相关周

边设置标语，提醒人们注意环保，不直接排污。做好环保宣

传与教育工作，增强群众环保意识，让群众认识到水土保持

的重要性，提高群众参与水土流失防治的积极性（见图 1）。

4.2.2 植物措施
植物措施包括造林种草、林地草地管护，增加植被覆

盖率，维护与提高土地生产力等。森林、草地有巩固土壤、

涵养水源、净化水质、防范风沙等重要作用。因此，对水土

流失比较严重，或水土状态恶化的区域，可尽早栽植草皮，

栽植柳树、枫树等根系发达的树木，利用草木的净化、涵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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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巩固水土，改善环境。采用植物措施时，要根据河流所在

地的气候、土壤等客观条件合理选择植物种类，以保证最终

工作效果。另外，还需做好植物管理工作，包括修剪、保暖、

灌溉、病虫害防治等，通过科学全面的管理提高植物成活率，

提高水土保持成效。

图 1 生态护坡效果图

4.2.3 耕地措施
为防止或减少水土流失，可对坡面地形进行细微改造，

减缓坡度，减轻水流对坡面的冲刷与强风对坡面的吹蚀。另

外，还可通过增加植被覆盖、增强土壤有机质抗蚀力等方法，

改良土壤，保土蓄水，保持水土。在耕作过程中，采用等高

耕作、沟垄耕作少耕、等高带状间作等技术方法来保持水土，

减少水土流失 [5]。

5 结语

综上所述，水土保持在治理生态环境中具有涵养水源、

防风固沙、改良土壤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的功能作用。

在当前背景下，应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并能根据各地实

际情况科学运用好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与耕地措施，不断改

良与巩固水土，防止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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