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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河水库水生态环境保护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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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柴河水库从流域污染控制、生物修复措施、工程措施和渔业管理等方面进行流域综合治理。通过控制工业、

农业和生活污染源头，利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和生态果园建设等生物修复技术，堵截污染源、移山造坡、恢复植

被、客土固化、生态挡土墙、格栅内种植草坪和改造家属区等工程措施与生物修复技术相结合，并加强渔业管理，

探索并实践了水生态环境保护的系列措施，取得明显效果，水环境状况向好的趋势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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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河水库位于辽宁省铁岭县柴河中下游，东经
１２４°２４′，北纬２４°２４′，距铁岭市区１２ｋｍ，是一座以
防洪、灌溉、工业和城市生活供水为主，兼顾发电和

养鱼的大（二）型水利枢纽工程，控制流域面积

１３５５ｋｍ２，总库容６．３６亿 ｍ３，实际灌溉面积７万余
ｈｍ２，设计年工业和城市生活供水８１５０万 ｍ３。流
域内冬季寒冷干旱，夏季温热多雨，雨热同季，日照

丰富，干湿季节分明；多年平均气温８．１～９．３℃，多
年平均降雨７３７ｍｍ。流域内多低山丘陵，属长白山
余脉，以松、柞、桦、杨等天然次生林为主。由于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片面注重粮食生产，森林遭到破坏，森
林涵养水功能下降，水土流失加剧。

本文总结了改善柴河水库库区水生态环境的各

项措施，以期为水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理论和实践参

考。

１　柴河水库保护前水生态环境状况

人类活动使柴河水库水环境遭受严重破坏，渔

业资源也遭受了重大损失，过分的开垦，使回水带沼

泽水域锐减，常驻水鸟和候鸟明显减少。

建库时为开采石材，在坝址区右侧留下巨大采

石矿坑，山体陡峻、岩石裸露、寸草不生；由于大坝施

工，坝两端山体留下陡峻的切痕，山岩凸显，时有风

化岩块脱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因施工需要建起的简
易家属区的棚户房严重破损；引?济柴跨流域引水

工程近２．１ｋｍ长的梯形明渠横过村庄，长期被当作
垃圾排放场；水库上游采金问题屡禁不止；石灰场露

天摆放……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水库工程的自然环

境和安全管理。

铁岭市水库管理局配合环保局和水文局对柴河

水库水质进行了长期的监测，根据各年度监测结果，

对柴河水库地表水环境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

表明，“八五”～“九五”期间，主要超标项目为 ｐＨ。
１９９４和 １９９５年丰水期 ｐＨ最大值分别超过标准
０８１和１．１０（铁岭市环境保护局，１９９２；１９９４；１９９６；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主要原因是柴河水库上游的地质以石
炭为主，这２年汛期水大，雨水冲积石灰岩矿进入库
区，造成径流水ｐＨ偏高（宋建忠等，２００７）。

“十五”期间，５年均值超标项目有总磷，５年中
ｐＨ一次值超标率５４％，溶解氧一次值超标率１３％，
高锰酸盐指数一次值超标率３１％，总磷一次值超标
率５６％，生化需氧量一次值超标率１５％，２０００年石
油类监测一次值超标率１００％（铁岭市环境保护局，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其主要原因是持续低水位运行，
水体自净能力降低。

“八五”期间共检出藻类２８属，隶属于６门（铁
岭市环境保护局，１９９６）；“十五”期间共检出浮游植
物５门４６种，水生生物评价结果：溶解氧很高，化学
需氧量低，底质不呈黑色，无硫化氢，植物有硅藻、绿

藻，优势种为小环藻、颤藻等，动物以鲢、鲤和螺类为

主，属轻污染（铁岭市环境保护局，２００６；姜志文等，
２０１０）。

２　改善库区水生态环境的措施

柴河水库高度重视水资源利用与保护工作，特

别是１９９３年柴河水库开始向铁岭市生活供水后，制
定了一整套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水源地保护等措

施，通过多种实践，探求恢复自然河流生态系统结

构、功能和生态水文过程，重建自然河流景观，形成



具有重要价值的自然区域，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

发展。

２．１　污染源管理
柴河水库承担铁岭市４０余万人的生活饮用水、

铁岭发电厂和铁煤集团等工矿企业用水、柴河及辽

河流域７万余 ｈｍ２土地灌溉等供水任务，确保库区
水环境质量对柴河水库、铁岭市乃至整个辽河流域

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水库局对影响库区水环境的金矿、采石场、石灰

生产场，以及生活污水、垃圾排放、农药、化肥的使用

等问题非常重视，制定了治理流域环境的办法，并逐

步落实。

在水库局的积极努力下，在铁岭市政府、铁岭市

环保局、林业局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对水质影响较

大、污染严重的１７家企业进行了取缔或关停。库区
内有３家大型采石场、５家大型露天作业的石灰生
产场，在关停的基础上对矿坑进行了植土填埋、栽种

树木，有效减少了入库石灰水的排放。随着绿色农

业和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农药、化肥的使用减少，

生活垃圾的排放也有效降低。

２．２　生物修复措施
２．２．１　退耕还草　柴河水库上游河道平缓，库区上
游淹没线以下有大量的沼泽水域，曾以极低的年租

金给当地农民耕作。就水库而言，这部分效益多年

平均值很少，而增加的化肥、农药以及未及时收割的

秸秆等对水环境的影响严重。

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将原来的淹没洪水位线

１１０．８ｍ下移，在正常蓄水位１０８．５ｍ以上，通过水
利计算，选取常遇洪水位１０９．５ｍ埋设界桩，划定最
低耕作范围。１０９．５ｍ至正常高水位１０８．０ｍ之间
岸坡平缓，恰好在太平寨、大盘岭、黄石等旧址处形

成开阔的浅水湾，增加的半干涸区面积约８５ｋｍ２，
形成的沼泽水域为鸟类、鱼儿提供了栖息、繁殖的乐

园，也有效改善了水环境状况。

２．２．２　广栽树木、退耕还林　柴河水库拥有自管荒
山３００余 ｈｍ２，在开山造田的年代，很多林地被开垦
种植。后来，由于“地”多人少，曾对外承包，掠夺式

种植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水资源涵养功能严重降

低，水土流失加剧。水库局对库区的水环境建设非

常重视，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封山固土、植草

育林。如今，当年开垦起来的“粮田”已全部被果

松、落叶松、油松等人工林取代。据林业部门测算，

柴河水库库区森林覆盖率已达到了９９．５％，其中水
库所属人工森林面积约４８５ｈｍ２。

２．２．３　建设生态果园　柴河水库工程管护区右侧
上游至曾家沟之间有近７０ｈｍ２土地，系建库前遗留
的耕地。根据生态水利的要求，按照生态学原理，遵

循生态平衡的法则和要求，建起了绿色生态果园。

外围栽植山楂、梨、桃、杏、李、榛等，内侧栽植葡萄，

树间广种牧草，草中养鸡，以草养畜、以畜育肥、以肥

沃土、沃土养根、养根壮树、壮树丰产（杨洪强，

２０１０），形成一个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立体生态园林
系统。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恢复植被、保持水

土、改善水生态环境，促进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平衡

发展。

２．３　工程措施
２．３．１　堵截污染源，确保跨流域引水质量　引?济
柴工程渠道总长２．１ｋｍ，肩负着１０１０万 ｍ３的设计
年引水任务。２００８年水库局采用全封闭的矩形钢
筋混凝土暗渠代替已破损严重的梯形明渠，整个渠

道从引水闸至入库山洞口，除节制闸门、预留检修井

外全程封闭，彻底解决了引?济柴渠道水污染问题。

２．３．２　移山造坡，恢复植被，改造坝址区旧采石场
　水库坝址区上游旧采石场约６万 ｍ２面积内山体
陡峻，岩石裸露，植物无法生长，严重影响了库区环

境。利用工程机械将岩石裸露、风化严重的部位清

除，放缓山坡，凿坑换土，栽植耐寒、耐旱、耐贫瘠的

松、杉等树木；对于相对平坦的部位，在彻底清除石

材残渣的基础上，填入可供植物生长的壤土或富含

壤土的复合土，种草植树，恢复植被（姜志文等，

２０１０）。
２．３．３　运用客土固化技术，处理大坝两端裸露山体
　坝两端山体在水库兴建期，爆破留下了２块面积
约为３００ｍ２的切痕。岩石严重裸露，时常有风化的
岩块脱落，给管理和游人带来了很多不便。先清除

风化岩体，根据山体走势和地形特点固定专制有机

网，再填入壤土，栽植树木，种植花草（柴河水库除

险加固初步设计报告，２００４），达到美化环境、消除
安全隐患的效果。

２．３．４　墙后填土植生生态挡土墙的设计与应用　
被称为“蛇山”的左坝端上游山体长２００ｍ、高２０ｍ
的范围内，山体接近垂直或倒悬，无法采用固网客土

固化技术。经研究决定采用钢筋混凝土高挡土墙外

侧填土植生，内侧作壁画、浮雕的方法，利用工程措

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改善这段山体。２００７年采用
墙后填土植生挡土墙设计方案（刘树春等，２０１０）处
理，现已运行近４年，整个结构没有任何变形、裂缝，
墙后填土除在第１年汛后不同程度正常下沉外，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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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的树木、花草长势良好，很好地改善了库区环境。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冬春季节，柴河流域遭遇近４０年来
最恶劣的低温、多雨雪、反复冻融破坏的天气，很多

露天混凝土面、楼房防水等工程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但这段墙后填土植生挡土墙工程没有任何损坏。

２．３．５　钢筋混凝土格栅内植草坪护坡　大坝下游
两端坝肩约６５００ｍ２的区域内，经表面清理、造坡
后，由长１．８５ｍ，截面尺寸０．３０ｍ×０．５０ｍ的钢筋
混凝土预制构件，组合安装，浇筑成２ｍ×２ｍ的连
续网格，网格中栽种草坪。

２．３．６　东山家属区改造　坝址区右侧下游山坡是
建库时遗留下来的棚户区，由于经济原因，这里曾一

直作为职工的家属房。随着经济的好转，水库职工

陆续迁至市内居住，简易民房常被放牧者、借租者居

住。破旧的危房与现代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既影响环境美观，又存有安全隐患。

２００８年水库局在全部拆除６０户家属危房的基
础上，对所在区域及周围菜地面积约７５００ｍ２进行
了恢复性平整，栽植了观赏性极强的云杉树。

２．４　加强渔业管理
铁岭市政府对柴河水库水源地保护非常重视，

人民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逐年提高，库区渔业产业

必须适应这一形势的发展。在不影响水体环境的基

础上，力求进行库区渔业结构调整，坚持“好水养好

鱼”的原则，努力把柴河水库打造成优质无公害水

产品基地。

２．４．１　加强投放与捕捞管理，维护生态平衡　为确
保柴河水库的水环境质量，满足生活供水和生产需

求，渔业生产必须围绕保护水质、保持生态平衡这一

前提开展。因此，必须防止捕捞过度、破坏水体生态

平衡以及过度养殖、污染水质的行为发生。

科学合理投放鱼苗、严格控制捕捞强度、探求生

态渔业管理新模式，建立“养、捕、管”３者相适应的
运营机制，补充水库鱼类总量，保持水域水质的稳定

性。利用滤食性鱼类品种在水体总量的增减变化，

调整水体浮游生物量，控制水质肥瘦。

强化管理手段，加强库区治安管理，依法打击私

捕、乱捕、偷盗等各种非法活动，坚决惩治破坏生态

环境的不法分子，保护好饮用水源地。

２．４．２　调整养殖结构，发展生态渔业　在保证柴河

水库水生态环境优良的前提下，适度控制库区养殖

规模，调整养殖结构，实现“好水养好鱼”的目标。

推行无公害、绿色、有机渔业标准，寻求生态环境与

产品质量的均衡发展，推广生态健康养殖模式。

２．４．３　加强垂钓管理，发展休闲渔业　柴河水库位
于铁岭、沈阳和抚顺３城市的中间，地理位置非常优
越，周边垂钓爱好者众多。为保护渔业资源和生态

环境，柴河水库投入了大量人力，宣传库区生态保护

思想，规范垂钓秩序，强力营造鱼文化氛围，努力发

展生态和谐的休闲渔业。

３　小结

铁岭市环保局提供的２００８年《柴河水库饮用水
源水质监测报告》指出，柴河水库浮游植物由“八

五”期间的 ２８种增加到 ３３种，叶绿素 ａ也由“八
五”期间的１０．９４ｍｇ／ｍ３降至７．２６ｍｇ／ｍ３（铁岭市
环境保护局，２００８）。这表明柴河水库的水环境状
况正在向好的趋势转变。

柴河水库在改善水生态环境的同时，扩大了绿

化面积，美化了周边环境，使动植物栖息地增加，其

经验有向其他水管单位推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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