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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介绍植被混凝土生态防护技术现有理论研究成果与实践应用的科技著作。
主要阐述了生态修复理论基础和护坡的一般方法，具体包含生态学原理、植被护坡机理、常规工程护
坡方法和生态护坡方法等；全面总结了植被混凝土生态防护技术现有的技术与理论研究成果，包括植
被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和基材肥力试验、基材生物学特性研究成果等，并从生态学和景观设计角度给
出了物种选择的建议；系统地提出了植被混凝土生态防护技术的工程设计与施工要求；详细介绍了实
际工程应用情况以及衍生技术一一防冲刷基材(PEB)生态护坡技术的基本原理、设计施工要求和应用
情况，同时亦对已建生态修复工程的后续人工调控实例进行了相关的效益分析。

　　本书可供从事边坡生态防护及生态修复工程设计、规划、管理及科研人员学习与使用，也可供高
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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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文年，博士，二级教授，三峡大学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三峡学者，湖北省科技
创新团队主研人员、2003年湖北省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4年宜昌市优秀发明人、2006年入选
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第二层次。
　　主要研究方向：边坡生态防护工程技术。
先后承担纵向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7项（“863”科技攻关1项、科技支撑计划2项、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资金项目1项、水专项1项、自然基金项目2项）和省部级重大科技和基金项目8项，承担20余项横向
工程开发和研究项目，出版专著3部，在《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中国水土保持》、《水利水电
技术》、《水土保持研究》等核心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篇，三大检索收录20篇；获得国家专利24
项（发明专利10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4项（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植被混凝
土生态护坡技术”获2008年水利部水利先进实用技术推广证书。
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50名。
　　许文年教授长期从事工程扰动区开挖边坡防护与生态恢复研究，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生态
防护技术体系。
研究成果在本行业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夏振尧，博士，三峡大学硕士生导师。
湖北省科技创新团队主研人员，硕士博士阶段师从许文年教授从事边坡生态防护工程技术的研究，感
兴趣的研究领域为根系加固土体的力学机理、坡面人工植被后阶段的群落演替。
参与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承担和参与10余项边坡生态防护工程技术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工
作。
第一作者发表科技论文10）余篇，EI检索6篇。
获省部级以上奖励2项，获国家发明专利6项。
指导硕士研究生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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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前言
第1篇　理论基础
第1章　绪论
1．1　边坡生态修复必要性
1．2　边坡生态修复研究进展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第2章　边坡生态修复理论基础
2．1　恢复生态学原理
2．2　物种选择原理
2．3肥料学原理
2．4　植被护坡机理
2．5　植被群落设计与人工调控原理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第3章　边坡生态修复常用技术
3．1　边坡
3．2　边坡生态修复常用技术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第2篇　研究成果
第4章　植被混凝土生态防护技术
4．1　技术简介与原理
4．2　基材配方
4．3　主要技术指标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第5章　植被混凝土物理力学特性研究
5．1　水泥掺人比、龄期、浸水条件对植被混凝土强度的影响
5．2　有机质对植被混凝土孔隙率和强度的影响
5．3　植被混凝土冻融特性及改进措施
5．4　植被混凝土根　土复合体强度与分形特性
5．5　植被混凝土力学稳定性分析
5．6　植被混凝土力学时变性分析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第6章　植被混凝土肥力特性研究
6．1　不同年限植被混凝土肥力变化分析
6．2　植被混凝土肥力可持续性分析
6．3　坡位及坡向对植被混凝土肥力的影响
6．4　基材pH值、有机质及其与速效养分的相关性分析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第7章　植被混凝土生物学特性研究
7．1　植被混凝土生物特性的时间变异规律
7．2　不同植被恢复模式对植被混凝土基材微生物特征的影响
7．3　不同有机质对植被混凝土微生物特征的影响
7．4　植被混凝土盐分胁迫对灌木种子萌发的影响
7．5　植被混凝土植被单体对水体典型污染物的消减作用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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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技术应用
第8章　植被混凝土生态防护技术应用
8．1　工程设计与施工
8．2　应用实例
第9章　防冲刷基材(PEB)生态护坡技术
9．1　基本原理
9．2　工程设计
9．3　工程施工与应用
第10章　生态修复工程人工调控
10．1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10．2　人工调控的实例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I　植被混凝土化学生物学指标测定方法
附录Ⅱ　植被混凝土生态防护技术规程(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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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土壤。
包括对整个区域和恢复地局部的土壤肥力、水土流失控制与保持情况、土壤恢复情况等进行调查。
　　根据土壤的情况选择具有抗性的物种。
一般来说边坡原生生态系统完全被破坏，包括土壤环境也完全被破坏，开挖后的土壤条件一般会阻碍
植物的生长。
所以在恢复生态系统之前需先恢复土壤。
在恢复土壤系统时一定要注意利用一些有效的客土资源。
开挖表层的土壤一般含有较为密集的当地物种种子，土壤的种子库对生态系统恢复的乡土化有一定的
作用。
事先对恢复地的土壤调查可以指导整个恢复工程的系统开展，进行土壤的合理转移、保存与再利用。
　　（2）气候。
了解区域气候情况，主要包括温度、日照情况、降水、风等；调查局部大气情况，主要包括烟尘状况
、大气污染状况及坡面日照情况等。
　　（3）水分。
包括降雨量、降雨强度、降雨时段、坡体地下水流情况以及周边蓄水情况，采取节水技术，增加边坡
水分来源。
　　（4）生物。
包括调查当地的物种、种群、群落，特别是所恢复边坡的周围物种的生存状况，从而进行科学的物种
选育与繁殖。
　　（5）地质地形。
包括边坡的坡度、质地、稳定性以及边坡坡面及周围的地形等。
　　2.2.2.2 生态修复方案设计　　掌握调查资料后，针对边坡特性及背景生态状况进行生态修复方案
设计，确定生态修复的目标。
应改变短期性投入的现状，建立长远的恢复机制。
　　目前主要涉及的边坡有公路（铁路）边坡、建筑坡岸、矿山边坡、江河湖水库的堤岸边坡、水利
工程边坡等。
其中水利工程边坡涵盖了前4种边坡。
一般来说，公路（铁路）边坡考虑到行车安全及视线问题，其生态恢复的目标主要有两点：　　（1
）植物不能生长过高。
　　（2）保持一定的景观。
　　民用建筑的边坡特别是陡高边坡现在基本基于安全的考虑大多进行了深层防护，很少进行生态恢
复的，其实以现有的技术也是可以在混凝土上继续生态恢复的。
一般的缓边坡则采取园林绿化手段，与公路（铁路）相同。
矿山边坡的恢复目标则应该是使所恢复生态系统达到稳定的、自我持续的发展状态，并使其发展方向
是物种不断本地化，逐渐与周围环境协调发展，最终与之形成统一的整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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