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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滆湖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工程，旨在提高滆湖的防洪调蓄能

力和改善滆湖的水环境、生态环境，保证湖泊功能的整体发挥，

支撑和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工程实施内容包括退田还湖

工程、水生态修复工程、堤防及桥梁贯通工程和消浪防冲工程等

四个方面。其中退田还湖工程：退圩还湖总面积为2.3817km2，

其中还湖总面积为1.3964km（嘉泽片区1.0003km2、高新片区

0.3961km2）。本文主要围绕滆湖退田还湖工程的施工方案编制与

实施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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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还湖，有助于改善内陆湖泊调节江河流量的功能，增强水系功能，维护生态平衡。作为水利工程中的重要项目，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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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作开展带来一定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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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滆湖退田还湖工程作为水利工程的一项重要任务，旨在优化湿

地生态环境、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滆湖退田还湖工程的施工方案的编制

（一）实地勘察

施工区域的土层构成主要如下：

（1）杂填土：层底高程3.95~4.89m;杂色，松散，含大量

碎砖、 砼块或建筑垃圾， 含量15~40%， 粒径大小不一，一般

5~50cm，填龄小于5年，普通分布。

（2）素填土：层底高程1.79~1.95m;灰色松散，夹少量碎石

子、植根茎，局部为淤泥质土，填龄小于5年普遍分布。

（3） 粉 质 黏 土： 层 底 高 程 -0.45-0.41m ， 容 许 承 力



006 | WATER CONSERVANCY AND ELECTRIC POW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水利工程 | HYDRAULIC ENGINEERING

160KPa,桩侧土摩阻力60KPa;黄灰色，可塑，见少量铁质氧化

浸染条文，偶见少量浅灰色班块。刀切面有光泽，干强度高，韧

性高，局部分布。

（4） 粉 质 黏 土： 层 底 高 程 -1.45~-1.31m， 容 许 承 载 力

100KPa,桩侧土摩阻力35KPa:灰色软见少量腐质氧化班晶，刀

切面有光泽干强度高、韧性高、局部分布。

（5）粉土夹粉质黏土：层底高程 -3.25~-3.11m,容许承载力

140KPa，桩侧土摩阻力40KPa:灰黄色 ~灰色，稍密、饱和，具

水平层理，不均质，摇振反应中等、韧性低、干强度低、局部夹

粉质黏土薄层，局部分布。

（二）工程设计

工程设计是水利工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直接关系到工程的

可行性、效益和环保性 [2]。在滆湖退田还湖工程中，工程设计的

目标是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确保工程实施的顺利进行，最大化

地实现水域生态环境的修复和改善。具体设计要点如下：

（1）土地整治方案。在工程设计中，土地整治方案是关键

的一环。通过地勘调查，了解土地的地形、土质、植被状况等信

息，设计出科学的土地整治方案。这可能涉及到土地平整、植被

恢复、水土保持等方面。对于湖泊周边的农田，需要采用合理的

农田整治措施，确保农田的生产力不受影响 [3]。

（2）水体治理方案。水体治理方案是确保湖泊水质改善的核

心。根据水文调查的数据，设计出合理的水体治理措施，可能包

括湖泊底泥清理、水质调整、水体循环系统的建设等。同时，要

制定科学的水资源保护措施，防止再次受到污染，确保湖泊水质

的长期稳定。

（3）生态恢复方案。工程设计中生态恢复方案的制定是确

保滆湖退田还湖工程可持续性的重要一环。通过引入适宜的湿地

植被、建立生态恢复基地，促进湖泊周边生态系统的恢复与稳 

定 [4]。在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当地的气候、植被类型、土壤条

件等，选择适宜的植被种植方案，确保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稳

定性。

（4）工程设备与材料选择。在工程设计中，选择适当的工

程设备和材料至关重要。需要评估不同设备和材料的性能、耐久

性、环保性等因素，确保它们符合工程的需求，同时最大限度地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选择先进、环保的技术和材料，有助于提高

工程的效益和可持续性。

（5）社会经济效益评估。在工程设计中，必须对工程的社

会经济效益进行全面评估，具体包括工程实施后对当地经济、就

业、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影响。通过科学的评估手段，确保工程在

实施过程中最大化地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

（6）环境影响评估。工程设计中必须进行全面的环境影响评

估，评估工程对周边环境的潜在影响，并提出相应的环保措施。

这包括对水质、空气质量、生态系统等多个方面的影响评估。通

过科学合理的设计，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确保工

程的环保性和可持续性。

（三）风险评估和防控

首先，对可能影响滆湖退田还湖工程的各种风险进行全面的

识别和分类。这包括自然因素（如洪涝、地震）、技术因素（设

备故障、工艺问题）、环境因素（气候变化、生态系统的不可预

测变化）以及社会因素（政策法规变化、社会舆论）等多个方 

面 [6]。其次，对已经识别的风险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评估。评估的

内容包括风险的可能性、影响程度、发生的频率等。通过这一

步骤，可以对各种风险进行排序，确定哪些风险是最为关键和紧

迫的，需要重点关注。再次，基于风险评估的结果，制定全面的

风险管理计划。该计划应包括对每个风险的详细应对措施、责任

人、执行时机等信息。也要建立一个有效的风险监测和应对机

制，确保在工程实施的各个阶段都能够及时发现和应对潜在风

险。对于自然灾害风险，如洪涝、地震等，可以采取预警系统的

建设、安全撤离预案的制定等措施。选择抗震、防洪等先进技

术，确保工程设施具有一定的抗灾能力。最后，针对可能的技术

风险，制定详细的设备维护计划，定期进行设备检测和维修，确

保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同时，建立专业的技术支持团队，能够迅

速响应和解决技术问题 [7]。

三、滆湖退田还湖工程的施工要点

（一）施工准备

滆湖退田还湖工程施工前，应依据施工方案做好前期施工准

备工作，以便于后期施工活动规范有序进行。鸡腿要点如下：

（1）开挖施工便道，拆除掉原有的构筑物；

（2）分析施工现场地下原有水、电、气等管道、线路具体位

置，对于仍然使用的管道和线路，为了避免影响施工安全，可以

改线处理。废弃的管道和线路，则要截止，避免诱发安全事故，

保障施工质量和安全 [8]。

（3）施工现场充分调查，了解现场机械设备进出场道路上有

误障碍物，如，电缆、高压线等空中障碍物，则需要及时通知相

关报道第一时间处理；

（4）施工机械设备，对于施工现场涉及到的机械设备，如：

土方开挖和运输机械设备，施工前应全面检查和维护，及时消除

设备故障问题，保障施工活动规范有序展开。

（5）测量放线环节，要及时通知测量单位做好技术准备，结

合测量要求配置仪器设备，并确定施工现场水准点、定位桩等参

数，为图返工成质量提供保障。

（二）土方挖运施工

土方挖运施工是滆湖退田还湖工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它

涉及到对湖泊周边地区的土地进行整治和修复，以及湖泊底泥

的清理 [9]。在土方挖运施工阶段，需要采取一系列科学合理的方

法，确保土地整治的质量和效率，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环境的

影响。

（1）土地整治计划制定。在土方挖运施工前，需要制定详

细的土地整治计划。该计划应包括土地整理的范围、土方开挖深

度、土方运输路线、土方堆放区域等信息。通过科学规划，确保

土地整治工作能够有序进行。

（2）土方开挖与运输。土方挖运施工的核心是土方的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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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输，选择合适的土方开挖设备，确保土方挖掘的深度和均匀

性。同时，建立高效的土方运输系统，确保挖掘的土方能够迅

速、安全地运输到指定地点，为后续土地整治和湖泊底泥处理提

供必要的原料。

（3）土地整治与植被恢复。在土方挖运施工中，需要根据

土地整治计划进行土地整理和植被恢复。这包括土地的平整、覆

土、植被的引入等工作。通过科学合理的植被恢复方案，促进湖

泊周边生态系统的快速恢复 [10]。

（4）湖泊底泥清理。除了土地整治，土方挖运施工还需要进

行湖泊底泥的清理工作。通过合适的底泥清理设备，清除湖底的

有机和无机底泥，确保湖水的通透性和水质的改善。

（5）施工监测与质量控制。在土方挖运施工中，需要建立

严格的监测与质量控制体系。通过实时监测土方挖运过程中的各

项参数，确保土地整治和底泥清理工作符合设计要求，质量得以

保障。

（三）施工管理

为了保证滆湖退田还湖工程施工全过程质量，应加强施工全

过程管理，创设一个安全、可靠的施工环境。一方面，应实施全

面的质量控制措施，监测施工过程中的关键参数，确保工程的质

量达到设计要求。定期监测湖泊水质，确保挖掘过程中不引入有

害物质；对挖掘的湖底泥沙进行土壤分析，确保还湖后的土壤质

量符合生态恢复的要求；对涉及的建筑结构、输沙设备等进行实

时监测，确保设备运行稳定。另一方面，加强安全管理，增强相

关人员安全意识，并且会实际情况编制科学合理的安全管理计

划，以此来保障施工全过程不会出现安全事故。故此，应对施工

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提高其安全意识，确保每位工作人员都了解

潜在的安全风险。定期进行施工现场的安全检查，确保施工区域

符合相关安全标准，同时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针对可能发生的

灾害、事故等情况，迅速采取应对措施，最大程度减少损失。

结论：

综上所述，滆湖退田还湖工程是一项代表性的水利工程，工

程建设质量直接关系到生态系统稳定。为了保证滆湖退田还湖工

程质量和效益，应充分实地勘察，编制科学合理的施工方案，并

严格依据施工方案进行施工，提升施工质量同时，维护生态系统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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