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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

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 

我国面临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国民经济处于高速增长的时期，基础设施建设是支撑未来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电东输、青藏铁路等大型工程建设

是国家实现小康社会的重大基础工程。随着经济建设的增长，这些基础工程的建设、与生态环

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 

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水利水电建设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具有防洪、供水、

灌溉、发电等功能的水利水电工程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重大支撑作用，但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也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工程的制约因素。 

中国的能源结构长期以煤为主。特别在电力中，煤电占 70%以上，由此带来二氧化碳和二氧

化硫的大量排放，不仅使大气污染严重，而且受到国际公约的制约。水能资源是清洁可再生资

源。我国的水能资源总量居世界首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水电装机已列世界首位，水力发电

量居世界第四。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水电的开发程度还很低，也与我国水能资源在能

源资源中的重要地位不相称，水电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中国水能资源非常丰富， 新的勘察资料表明，理论蕴藏量 6.89 亿 kW（1980 年普查成果

为 6.8 亿 kW，下同），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 4.93 亿 kW(3.78 亿 kW)，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为 3.95

亿 kW。为了满足新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应当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 大

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促进“西电东送”，并突出结构调整，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促进电力工

业的健康发展，这都需要进一步加快水电的发展，优先开发可再生的水能资源。 

但用常规的观点和技术开发水能资源遇到了新的约束，这就是生态环境问题。遇到的生态

环境问题主要有：移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移民安置区建设的生态环境影响；与自然保护区的

关系；水库泥沙淤积对河流的影响；库区淤积对土壤盐碱化的影响；滑坡与水库诱发地震；边

坡开挖对植被和景观的影响；泄洪冲刷及雾化对岸坡的影响；开挖弃渣和混凝土废料对环境的

影响等；大坝的淹没、阻隔、径流调节对生物资源、生物多样性、景观多样性等方面的影响，

特别是对珍稀鱼类的影响。协调水利水电建设与河流（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将成为未来水利

水电建设所必须研究的课题。 

现行的建设方针是在考虑安全、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前提下考虑生态环境问题。为了实

现“十六大”提出的战略目标，需要把生态环境问题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建立生态环境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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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工程建设体系，从规划、勘测、设计、施工、运行管理等各个的环节，优先考虑生态环境

问题，实现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2  国际动态与趋势 

 

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欧美发达国家开发水电早，在上世纪 50-60 年代，水

能资源的开发已达 70％左右。现在发达国家基本上不再对未开发的 20-30%的水能资源进行大规

模的开发。但中国情况不同，目前已开发和正开发的水能资源只占经济可开发量的 30%，即使

考虑开发到欧美发达国家上世纪 50—60 年代的水平，还有 1.5-2.0 亿 kW 的水能资源需要开发。 

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由于修建水电工程而带来的一些环境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如

何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已成为水电工程建设者们遇到的新课题。一般认为，水电工程建设

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包括，在水库蓄水后，随着排入水库的工业废水的增多，库区水流缓慢，

水体稀释扩散能力降低，水体中污染物浓度将逐渐增加，造成水库水质下降；修水坝还会对水

生生物特别是洄游性鱼类产生直接的影响，并还将导致一些鱼类产卵场的消失；一些水库蓄水

后，水温结构发生变化，可能对下游农作物产生冷侵害。此外，水库蓄水后因河流情势变化会

对坝下与河口水体生态环境产生潜在影响，同时会引起水库周边地下水位抬高，导致土地盐碱

化等。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对大坝所导致的生态和环境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一些学者

认为的清洁、高效、可靠和可再生的水电能源，其开发价值正因其潜在的对生态平衡长期和广

泛的不利影响而被削弱。 

大坝建设的淹没、阻隔、径流过程的变化导致河流生态系统破碎化，对水生生态系统形成

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1）原有物种所适应的原有天然径流和水文条件的栖息地丧失；（2）

河流作为生物和营养元素交流廊道的功能不复存在；（3）沿岸带连接高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的“过

滤”作用降低。工程规模的大小、位置不同，影响的空间也不同，一些大型的水利水电工程可

能对全流域生态系统形成影响，导致下游河岸的侵蚀和海侵、河口地区营养物质的来源减少等

问题。 

近年来的研究强调将生态环境影响纳入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全过程，以减缓水利工程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美国能源部开发了为保护鱼类的生态型水轮机，设置生物通道等等措施。 

 

3  中国的研究水平与技术现状 

 

我国对大型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影响，在推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来，围绕三峡工程、南

水北调工程等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研究多限于宏观定性方面的论述，而在微观定量方面开展

的工作相对较少；对水利水电工程对当前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较多，而对生态环境效应分析的

预测工作相对较少。例如：目前我国对大型水利工程的生态环境效应评价局限于单因子评价（生

态毒理、污染物因素等），较少考虑开发工程实施后流域生态系统功能的变化，流域生态系统结

构、功能的退化，以及相应的恢复措施等。而战略和规划环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均处

于起步阶段，对于受损生态系统修复的研究也处于定性研究阶段。面临我国脆弱的生态环境，

经济的高速增长，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从政策

阶段、规划阶段、工程阶段的全过程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是目前的共识；此外，大坝建设对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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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繁殖的影响方面还缺少系统的研究与考虑，作为工程措施考虑就更加不足，多数河流建坝

未考虑设置鱼类过坝设施。目前尤为欠缺的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重视不够，更多的重

视发电效益、防洪灌溉效益等。如何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我们的水利水电开发目标，

如何真正的考虑给予环境生态保护以实际意义上的高度重视和采取积极有效的工程措施，对已

建工程中确实影响到生态环境的问题如何开展拯救性工程研究，都是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开

展实质性的研究工作。 

 

4  技术发展建议 

为了建立生态环境友好的大型水电工程建设体系，需要重点发展以下科学技术研究： 

 

4．1  已建大坝环境影响回顾评价研究 

4．1．1意义 

开展大坝环境影响回顾评价研究，总结已建工程建设及其运行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程度范围，

及工程建设中采取的生态效应舒缓措施的有效性，对于系统认识大坝建设淹没、阻隔、径流变

化对生境、生物多样性、水质、社会等多方面的影响，对于认识大坝建设对生态环境的“真实”

影响，提出针对性的环境影响减缓措施非常重要，对于未来设计建设生态友好型的大坝，提供

系统的基础数据。 

通过研究：（1）客观、公正、科学地评价大坝经多年运行后，在生态环境方面带来的利与

弊；（2）为改善生态环境及大坝的管理、运行等, 减少不利影响,提出建议和措施；（3）对诸

如大坝之类的工程建设，其经济、社会、生态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从中总结以往的经验和

教训，树立面向未来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思路。 

4．1．2 主要研究内容 

从规划、项目建设等阶段分析大坝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三个层次开展研究工作：（1）

开展中国大坝建设与生态环境影响系统调查；（2）通过案例分析大坝建设对生态环境的敏感问

题的分析；（3）提出生态友好的大坝建设与运行的生态准则。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建立中国大坝建设与生态环境影响案例库 

在系统调查的情况下，选择代表性的大坝，综合考虑大坝规模、开发目的、运行方式、河

流生态环境特征等因素，分析不同参数组合对河流的生态功能与结构的影响。建立大坝环境影

响案例库。 

大坝建设对生态环境影响回顾评价研究 

选择典型案例，系统分析大坝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针对目前关心的热点科学问题，从

规划、工程建设层次重点分析回顾流域水电站梯级开发规划、水库（电站）建设对生态环境的

正负面影响，系统研究典型流域大坝建设开发对流域生态环境的累积影响；以及对已采取的生

态减免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对流域开发规划的生态环境合理性进行回顾及分析研究。 

大坝建设水文情势变化对生境的影响回顾评价研究 

通过对大坝建设前后长系列水文资料的对比，概括重要的生态水文学指标的变化，结合指

示性生物的种群变化，分析生境变化对于生物生长史、种群与数量的变化的影响。或者通过系

列遥感数据对比，分析生境的变化。 

生态友好的大坝建设的生态准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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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研究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确立大坝建设与水库运行的基本生态准则，

包括 小下泄生态流量确定的理论与方法、建立河流适应性生态恢复的生态水文调度，以及基

于生态水文与工程调度相结合的新型水库调度准则等。 

 

4．2 水利水电开发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技术研究 

4．2．1 意义 

开展水利水电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既有政府管理部门的需求，也有流域开发利用的客观需

求。而水利水电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在我国基本上属于空白，只在一些流域或区域进行了概念性

的工作，尚无完整的评价理论、技术、方法与标准体系。同时，近年来由于区域生态环境问题

日益突出，区域环评、规划环评、战略环评一直是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热点。 

遵守流域环境可持续发展原则，根据流域环境的自然条件和相互作用性、多目标性、动态

性和不确定性特征，进行水资源开发的环境成本分析和评价。用动态的发展模式分析经济和环

境因素，以环境系统规划与综合管理为主要指标，逐步建立起一套定性，定量因素相结合的流

域规划评价理论方法，改进和创造适应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动态发展模式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

标体系。 

积极开展这方面的前期工作，将为水行政主管部门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法提供可操作性的管

理依据，同时将对新时期水利水电规划的制定，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4．2. 2 主要研究内容 

（1）水利水电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范畴与生态环境重点问题分析研究 

为水利水电规划环评确定评价范围与评价重点，对水利水电规划分类及其对生态环境的直

接与间接影响分析，调查分析不同规划可能引起的环境问题，对在全流域水质水量统一管理条

件下，水利水电专项规划重点生态环境问题分析研究。 

（2）流域（或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 

对生态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价研究是科学制定水利水电规划的前提，对其评价指标体系的建

立开展研究，进而对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研究。 

（3）流域梯级开发的累积效应与累积影响评价技术与方法 

系统研究流域大坝建设开发对流域生态环境、自然环境及社会经济总体的累积影响；探索

流域开发对环境影响的关键因素。从单一规划的角度看，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较小的影响，但

不同的开发活动的迭加，往往会产生加和效应或协同作用。累积影响评价是流域开发规划阶段

必须考虑的问题，对流域开发利用累积效应评价技术方法体系开展研究，提出累积影响评价技

术方法。 

（4）水利水电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标准体系的建立 

建立能够体现水利水电规划特点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标准体系，包括水利水电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标准信息的采集，水利水电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标准的国内外对比研究，水

利水电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标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5）水利水电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集成研究 

开展水利水电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关键技术综合集成研究，设计具有水利水电特色的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方法与技术标准体系相结合的模式，对流域空间信息数据管理技术与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评方法库进行集成，对其关键技术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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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水利水电工程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对策 

4.3.1 意义 

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水利水电建设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防洪、供水、灌溉、

发电等水利水电工程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重大的支撑作用，但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日益受

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工程的限制性因素，如大坝的淹没、阻隔、径流调节对生物资源、生

物多样性、景观多样性等方面的影响，跨流域调水的生物安全、对下游生态的影响等成为水利

水电工程所必须考虑的因素。协调水利水电建设与河流（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将成为未来水

利水电建设所必须研究的课题。工程技术问题基本成型（包括引进国外技术），生态环境问题是

未来工程建设开发主要的限制性因素。 

4.3.2 研究内容 

（1） 水文要素变化对生物资源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宏观上对比长时间和大空间跨度的水文要素变化和生物资源的消长规律，研究水利水电

工程建设所造成的水文情势变化的程度和方式及其对生物资源的影响；微观上则根据不同生物

对水力学条件的趋避特点，研究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所形成的水力学环境（流速、流态、坝下径

流调节等）对重要生物资源的影响，探讨水利水电工程作用与重要生物资源的生态水文学机制。 

（2）对重要生物资源不利影响的主要补偿途径研究 

针对主要受影响的种类和对其产生不利影响的关键因素，重点开展： 

 重点生物资源生境再造技术(人工栖息地) 

 基于生态水力学的径流调节补偿技术（如人造洪峰、下泄水温调节的工程与径流调节

技术） 

 岸坡生态工法（或生态水工学）技术开发 

（3）生态友好的水利水电工程运行的生态准则研究（包括生态水文学、生态水力学等） 

深入研究并确立大坝建设与水库（电站）运行的基本生态准则，包括 小下泄生态流量确

定的理论与方法、建立河流适应性生态恢复的生态水文调度，以及基于生态水文与工程调度相

结合的新型水库调度准则等。 

（4）生态型投资移民方式的探索与研究 

利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时机，深入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移民政策，以改善生态环境, 减

少单位装机或库容的移民人数和淹没耕地面积为指标和原则，对生态型投资移民方式开展研究。 

 

4.4. 基于 3S 技术和物探技术的工程勘测新技术研究 

4.4.1 意义 

在水利水电工程勘测工作中，目前普遍大量采用洞探、坑、槽探等地质勘探手段，由于爆

破开挖、乱置弃渣、不回填封堵，对工程区的生态环境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鉴于此，应大力发

展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工程勘测技术，如“3S”技术（RS、GPS、GIS），以及以综合测井技术、

微地震技术、浅层反射、浅层折射技术、层析成像技术（CT 法）、反射成像技术、电磁波地质

雷达技术、甚低频电磁波测试技术等为代表的物探勘测新技术。 

4.4.2  重点研究内容 

（1） “3S”系统在水利水电工程勘测应用中的一体化技术研究；  

（2）工程勘测区地质信息 GIS 可视化三维空间数据模型的建立途径与方法研究； 

（3）二维地质信息与三维地质信息的相互转化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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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程勘测区特定地质体三维地质信息模型的工程解析技术研究； 

（5）“3S”勘测成果的综合利用技术研究（如岩体质量评价、边坡稳定性分析、开发工程

勘测自动成图系统等）； 

（6）各类物探技术的适用范围及可靠性、准确性研究。 

 

4.5 精细设计、开挖及加固新技术研究 

4.5.1 意义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一大批大中型水电站的兴建，大量的洞挖、坑挖、槽挖、边坡

开挖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自然地形、地貌，使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和影响，与建设生态环境友好

的大型电站工程的要求不相适应。为尽量减少工程建设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开展工程精细

设计、施工及加固新技术研究是尤为必要的。 

4.5.2 重点研究内容 

（1）大型地下厂房关键技术研究：施工期洞室开挖地质超前预报技术研究；复杂地质条件

下大型地下洞室施工开挖新技术研究；复杂地质条件下大型地下洞室衬砌支护成洞技术研究；

大型地下洞室衬砌支护施工质量无损检测新技术研究；大型地下洞室围岩稳定监测反馈信息决

策新技术研究；复杂地质条件下大型地下洞室围岩稳定性分析方法和综合评价方法研究。 

（2）精细边坡开挖技术：高边坡综合治理技术研究；工程高边坡生态修复技术研究；高边

坡开挖料的全利用技术研究；边坡勘测、监测新技术研究；工程边坡稳定综合分析方法研究。 

（3）复杂环境条件下爆破开挖技术：复杂环境条件下的轮廓开挖控制爆破技术研究；地下

工程开挖爆破设计的仿真系统的开发；精细开挖爆破成洞和锁口技术研究；结合开挖爆破研究

开挖料符合坝体填料要求的全利用控制爆破技术；爆破安全影响的评价和控制标准研究；爆破

对高边坡稳定影响的控制爆破技术及动态稳定分析。 

 

4.6 水库诱发地质灾害防治的关键技术研究 

4.6.1 意义 

水库蓄水对岸坡稳态构成一定破坏性，主要表现在水库水位的涨落和波浪冲刷对岸坡的影

响。同时使库岸地下水位抬高，使岸坡岩体及坡积层内的应力及物理力学性质发生变化，岩土

软化，强度降低，从而诱发一系列岸坡地质灾害，如岸坡坡积层塌滑、古滑坡复活、岸坡崩塌

等。此类地质灾害在已建成的水利水电工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对水库库区的生态环境造

成一定的影响。我国针对崩塌滑坡的预报研究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至今已提出了包括确定性预

报模型、非确定性预报模型和类比分析方法等三类方法在内的多种滑坡预报方法，但时至今日

对于运用什么样的理论，建立何种理论模型进行预报并没有完全解决，甚至对是否存在能有效

解决崩塌、滑坡预报理论模型的问题仍处在探索研究中。 

4.6.2 重点研究内容 

（1）库区崩塌、滑坡灾害预测预报基础理论研究。 

（2）基于 GPS 的滑坡安全预警立体监测自动化系统（包括常规监测、激光定位三维监测，

摄影图像分析监测，地震层析成像三维监测等方法）。重点开发：①实用的 GPS 定位遥感测量技

术；②研制开发监测数据实时接收、处理及分析预报软件和监测资料数据库。 

（3）崩塌、滑坡稳定分析方法研究。 

（4）库区崩塌、滑坡灾害的综合治理措施优化研究。 



Hydropower 2004 

 

4.7  遗弃开挖料的利用及填筑标准、施工场地复恳技术 

4.7.1  意义 

在传统的水电开发建设中，大量的土石方工程不可避免地要开山炸石，取土填筑，由此对

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而目前，这样的粗放式做法势必受到环境保护方面的

约束。如何改变传统的设计施工思路，建设生态友好的水电工程是摆在新一代水电工程师面前

亟待解决的问题。 

就以往的研究成果而言，我国的水电建设中对于施工土石料的合理利用研究问题也进行过

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但其出发点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或因为料源的缺乏，并未有意识地

考虑环境方面的因素，因此其研究成果尚不全面。不过，相关的研究成果却也为进一步的深入

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水电施工场地面积巨大，如何在完工时进行复恳利用值得重视。 

4.7.2  重点研究内容 

（1）不良土石料的工程力学特性和利用不良土石料填筑坝体的可行性及筑坝技术研究； 

（2）不同坝料分区对坝体应力变形特性的影响、利用建筑物开挖料或其它不良土石料填筑

坝体时坝体结构的合理体型研究；  

（3）利用不良土料代替粘土材料填筑土石坝心墙的设计方案和施工控制技术标准； 

（4）料场的生态修复和施工场地复恳利用技术研究。 

 

4.8  减轻泄洪雨雾冲刷的消能新技术研究 

4.8.1 意义 

高坝工程的泄洪普遍采用表孔、中（深）孔、溢洪道和泄洪洞泄洪，为提高消能效率，还

采用表孔、中（深）孔水舌碰撞消能，但泄洪雨雾的冲刷问题比较严重，为保护岸坡和达到某

种特定的环境要求，需要研究消能效率高且雾化影响小、经济适用的新型消能技术。 

4.8.2 主要研究内容 

（1）泄洪雨雾的机理研究； 

（2）泄洪洞内消能技术； 

（3）施工导流洞与永久泄洪洞结合的新型消能技术。 

 

4.9  高坝鱼道或鱼梯技术研究 

4.9.1 意义 

修建大坝对环境生态影响的方面之一是对鱼类的生长与繁殖，这类问题我们在过去的大坝

建设中考虑的不多。葛洲坝水利枢纽修建时在考虑对中华鲟的保护方式上做过大量的研究，目

前采取的方式是人工繁殖，取得了一定效果。从整体上讲，我国在坝工建设中对鱼类的保护是

不够重视的，开展相应研究的工作更是初浅，应该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 

4.9.2 主要研究内容 

（1）针对典型河流（梯级开发建坝及基本未开发的河流），开展鱼类生存现状调查，包括

未开发前鱼类分布情况的调查分析，重点调查修建水库对上下游水体环境的改变，影响鱼类生

存与繁殖的因素及影响程度，调查不同地域、不同鱼种的生存与繁殖所需的水力条件。 

（2）对国内外鱼类过坝建筑物（特别是针对高坝建设）设计、运用、管理、技术规范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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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查研究，重点为国外河流梯级开发工程。针对国外研究应用的经验与教训，提出我国在大

坝建设中鱼类过坝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研究发展方向。 

（3）开展适应鱼类过坝（过水轮机）的建筑物水力条件的研究，包括物理模型试验与数值

仿真研究，从简化结构体型、方便施工与管理的角度研究。 

（4）开展解决库区鱼类生存条件及泄水建筑物下游河道水流溶解氧对鱼类的影响及有效的

工程措施。 

（5）选择典型的已建工程（目前宜以中小型工程为主），开展试点工程的应用研究，并进

行跟踪观测，包括鱼苗的投放、鱼类的生长、迁徙、繁殖，考虑的因素包括水温、流速、含沙

量、物理化学参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