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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的发展，人们更加重视生态环境的建设，为了保护好水环境，需好好保护河流，优化河道。人们大规模
污染水源，导致水质恶化。因此，加强水资源管理，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切实发挥水资源的首要作用是重中之重。论文针对

水资源利用措施及保护水生环境的相关措施进行探讨，仅供参考。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water environment, we need to protect the river, optimize the river. People pollute water sources on a large scale, leading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water quality.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primary role of water resources are the top priority. In this paper,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measures and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aquatic environment are discussed for reference only.

关键词：水资源利用；水环境保护；水资源

Keywords: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wat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ater resources

DOI: 10.12346/etr.v3i11.4627

1 引言
水是生命之源，保护水环境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的服务用水和工业用水排入河流，导

致河流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对中国发展产生强烈的负面影

响。因此，我们必须做好水环境的保护工作，加强水环境的

保护和管理，减少废水排放，修复河流，构建良好的水环境

生态系统。保护水生环境不仅可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而且

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2 水资源的基本性质
2.1 可恢复性和有限性

水资源拥有可恢复性，是一种不同于矿产资源的可循环

天然资源。水循环一般有一个年循环，其中淡水的天然循环

对全社会来说最为重要。水从海洋中蒸发，蒸发的水汽被气

流输送到陆地，然后以雨、雪等降水的形式降落到大地。一

部分形成地表水，一部分渗入地下水，一部分它蒸发回大气

中。地表水和地下水最终流回海洋，这是淡水的天然循环。

2.2 水环境保护的首要性
水环境质量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对国家发展起着重

要作用。一是良好的水环境可以保障工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种植农作物、城市生活用水可以有效保障居民身体健康；二

是保护水环境可以有效改善甚至改变当地气候。因此，健康

的水环境对国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要保证良好的水环

境，就必须做好河流管理。从根本上解决水环境问题，保障

人民群众用水安全。

3 水资源利用与水环境保护问题
3.1 认识和重视不够

水资源利用和水环境保护意识和重视不够的问题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对水资源利用和水环境保护的认识

不明确，经常混淆。工业用水和农业用水往往结合形成重要的

保护工程，而忽视了饮用水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在水资源的利

用和开发中，重点放在开发水的纯度上 [1]，对水资源的合理开

发、地下水量等给水体环境保护造成困难的问题关注较少。另

一方面，人们对水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不重视，导致水资源

浪费现象时有发生，给水环境保护和管理带来了困难。

3.2 河流污染的复杂性开始增加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河流污染的复杂性增加，传统污



76

工程技术研究·第 3 卷·第 11 期·2021 年 11 月

染的品种也加多。在面源污染方面，对河流污染影响最大

的——污水的粪便污染。此类污染物品种繁多，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像河流水体受到地表径流、耕地排水和

水土流失的破坏和影响。

3.3 评分系统比较不完善
为了不断进步水资源合理利用的效率，长远保护水环境，

与评价体系的说明密不可分。但在现实中，严重缺乏一个完整

的评级体系。现有评级体系的评级标准相对片面，客观性严重

不足，它不能揭示水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实践的价值。此外，

现有的评级体系并不是特别灵活 [2]，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实

现不断的创新和进步，动态变化和实时更新相对缓慢。

3.4 过度开发水资源
水资源利用和水环境保护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人们缺乏

了解，人们往往因限制而受到区别对待。对于水资源的需求，

大部分工农业用水都被考虑在内。当地居民往往忽视环保用

水问题。二是水资源利用和开发最关注已开发水资源的数量

和质量。对水资源过度利用和补给能力丧失、滥采滥挖造成

的水资源枯竭问题关注较少，水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我们必

须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3.5 不同部门存在利益冲突，导致方向不一致
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通常由几个部门共同负责。例如，

水利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它们在行使权利方面也有重叠。

其中，每个部门关注的领域不同，像在确定水、环保等相关

问题时，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内部技术和方式，最终的衡量

标准也不同。此外，每个部门都有制定指南的权利。所以

在发布指南时，大多数指南都是为了自己部门的利益而发布

的，这会导致目前正在制定的指南不一致，影响水资源的最

终合理利用和保护效果。

4 水资源利用与水环境保护措施
4.1 进行科学的设计规划

优化河流治理，首先要进行科学的构想和规划。不同地

区的河流状况和水环境不同，因此，河流治理不能一概而论。

要因地制宜，根据河流和水体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治

理方案。有关部门要转变传统治理观念 [3]，不断吸收和借鉴

其他发达国家在河流和水环境治理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技

术，与时俱进。在此基础上，结合科学的处理方式，结合具

体的河流治理应用。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环

境为手段，必须将水域生态保护理念融入河流优化管理中。

4.2 加强水环境保护工作管理
要为保护水环境做出良好的贡献，必须妥善管理水资源，

科学合理配置各类水资源。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困难

的问题，改善水资源结构。水资源得到改善，促进水资源结

构平衡，促进河流水生态系统的完善和发展。河流治理看似

简单，却是一项相对复杂、系统性强的工作。要做好水体保

护的控制和管理，定期检查河道，维护河流和水环境。环保

应对河流问题，有效应对，切实保护水环境。

4.3 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确保饮用水源地安全

科学细分饮用水源保护区，明确保护区边界，规范保护

区标识 [4]，宏观清理保护区内违法设施和污水进水口，消除

水质隐患。一方面，对水源地附近的油气管道和污水管道进

行科学监测管理。采用先进的化学检测设备，对排放污水的

成分进行严格监测，确保其浓度在规定范围内。另一方面，

要严格执行危险化学品禁运清单，加强对道路等移动危险源

的监控。定期开展饮用水水质监测，增加泉水、工厂用水和

自来水检测频次。特别是加强对农村供水管理的监督指导，

定期开展供水安全检查，确保人民群众饮水供应。保持水安

全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以及利用。

4.4 生态疏浚办法

传统的疏浚是手工完成的，破坏了水质，且疏浚工作容

易重复，极大地浪费了成本和资源，因此有必要实施生态疏

浚。疏浚切实考虑了水体的自我清洁能力，任何特定的疏浚

都必须以保护水生环境为目标。一方面，对美化河道周边地

区有积极的影响，改善了河道的排洪和防木工程。另一方面，

它避免了简单粗暴的疏浚对水体的直接影响，发挥了河流自

身的自洁能力。每一个具体的设计都必须仔细研究，以解决

河道长期淤积的问题。

4.5 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

评级体系的建立直接关系到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

因此必须建立多元化的评级体系和标准，以保证其客观性和

实用性。在评级体系方面，评级体系不能一成不变，必须与

时俱进，根据水资源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当然，要做

好后续的监管工作，才能提高水资源的使用和保护效率。

5 结语
为有效保护水资源，必要开展水资源利用与水资源保护

研究。论文主要论述水环境保护的综合规划、水环境保护措

施的实施和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以保证本国水环境保护的宏

观发展。通过这些方式，人们可以认识到保护水资源的首要

性，切实发挥水环境保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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