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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中国的水能资源位居世界前列，阶梯状分布的地势给

我国带来了丰富的水能资源，长江澜沧江等大河上游是我

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主要阵地。然而人口基数大目前仍

处于低速增长的人数、地区分部不均衡的国情也让水资源

濒于匮乏，由此引发对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讨论，为了实现

资源的长久利用，我们必须要制定能够可持续发展的水利

规划，科学谋定如何建设水利工程，同时水利工程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颇大，任何水利工程的建造要考量对生态环境影

响的程度，确保工程实施对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水利规划是当前较为紧迫的任务。

2可持续发展水利的内容

现代水利设施建设的基本目标就是在拥有较强的自我

净化能力的和功能完备的生态系统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

合理利用水资源。细化到现实当中即利用建设工程措施和

非工程措施，能够有效控制雨季洪水，有效缓解旱季缺水，

有效净化日常污水，保证我国经济建设发展民生有稳定的

环境，在杜绝洪灾侵害，满足生产生活用水和用水安全，保

持水质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在一定空间范围水资源既能满足

当代人的需要，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又不构成危害的

资源利用方式。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自身的特点，其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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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经济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也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当中工程水文和水利规划的建设与完备发挥着显著作

用。大到国家小到企业，一个社会运转所需要的能源绝大部分都需要水利工程提供，工业用电，农业用水以及人民生活均直

接受益于水利工程的建设与完善。本文主要探讨了工程水文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和内容，工程水文及水利规划当前状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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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只有循环利用才能促使水的

利用率提高，减少浪费，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

供应足够的能源。另外，天然水源是可再生能源，而过度开

发利用也会造成造成水源逐渐衰竭，例如北方地区井水水

位下降等，而要确保水资源的可再生性，要合理利用。其他

特点是水工程系统能较持久地保持其设计功能，因自然老

化导致的功能减退能有后续的补救措施；对某范围内水供

需问题能随工程供水能力的增加及合理用水、需水管理、节

水措施的配合，使其能较长期保持相互协调的状态，达到供

求平衡；因供水及相应水量的增加而致废污水排放量的增

加造成水质性缺水，而需相应增加处理废污水能力的工程

措施，以维持水源的可持续利用效能，不降低人们对水的使

用效用。

3我国当前的工程水文及水利规划基本现状

在经过了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后，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

工程水文及水利规划体系，各项水利工程已经投入使用，有

些工程还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如三峡等，然而这还只是在

规模上，我国仍然没有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完全贯彻落实

到每一个工程上。和美国比，我国水利工程效益不高，质量

不好，有些规划设计仍然落后。从整体来看，我国城乡差距

很大，大型的水文水利工程很多部署在城市中，小型的水利

工程分部在广大的乡村里。另外我国的农民众多，农业作为

国家基础性产业对农业水利的需求一直很大，特别是水资

源贫乏的地区，而小型的水利工程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严重

制约了农业的进步。农村经济水平不如城市，缺少必要的资

金投入，农村的水利工程建设难以得到进一步改善，农村问

题积重难返。所以全国人大应当立法保障农村地区的水利，

政府也要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农村地区工程水文及水利规

划，实现农村水资源可持续发展。

4工程水文及水利规划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

4.1引进“天人合一”的智慧

在水利工程建设上，都江堰凝聚了“天人合一”的智慧，

设计科学、布局合理，成功地解决了鱼嘴分水，飞沙堰泻洪

排沙、宝瓶口引水等许多复杂的水利工程问题，使岷江的水

利资源充分的得到利用，这可以作为现代水利工程建设的

一个样板。要实现水利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树立

同自然相协调的建设理念，在加强生态水利、绿色水利等相

关理念研究的前提下，实现与自然环境的主动融合和积极

适应，不仅要实现其供水、发电、防洪等基本功能，还需要让

其具备完善生态系统、调水防沙、改善水质等方面的生态功

能，从而实现水利工程建设同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4.2对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评估

在任何工程实施前都需要进行评估，评估工作必不可

少，只有进行科学的细致的评估才能减少水利工程建设带

来的不利影响。评估是一项持续的过程，从水利工程的信息

收集到产生方案再到比较方案都要围绕一个目的，就是减

少水利工程在建成后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水利工

程建设评估一般对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即在水利效益，生态

效益和环境效益当中权衡取舍，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导下，

最终侧重于环境效益。只有这样才能着眼于未来，增强设计

的科学性，实现长远的经济效益和水利效益。

4.3建立对生态系统的补偿机制

所有的水利工程建设都要大兴土木，调动各项资源，有

时会将一座山开凿出一个通道来，有时会毁灭一片森林，甚

至会导致一个生物物种的灭绝。由于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

很难避免这样做，而仅仅依赖大自然自我修复是极其困难

的，所以我们就要建立生态系统补偿机制，人为的补偿对自

然造成的损失，那么有谁来进行补偿就成了一个难题，经过

众多专家的规划，建议实行责任制，即采用谁用谁还，谁损

害谁就要付出代价的准则，明确偿还主体，规定各方责任，

划定偿还范围，限制时间，提高效率，在这当中政府要起到

监督的作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能够使周边生态能够尽快

的复原到平衡状态。

4.4引导具备交叉学科背景的人才参与工程建设

拿三峡来说，这项工程的实施得到了地质学家，社会学

家，建筑学家，生物学家，水利工程师等各类精英的建言献

策，因为实施这样一个工程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工程本身，还

要考虑与它相关的事物，具备交叉学科背景的人才能够综

合考量生态水利工程的建设，兼顾各方的利益，在一些事关

重大的决策上做到权衡利弊，有的放矢，创造性地提出一系

列解决方案，顺应自然法则，降低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和百

姓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5结束语

工程水文及水利规划建设过程十分困难，达到多种综

合效益更是一个复杂艰巨的任务，其中技术、自然条件、经

济实力和民生等众多因素都会对其形成制约。只有深化认

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工程规划、设计、施工、交付使用后

的控制等各个环节都灵活运用可持续发展方法论，坚持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事先实现防范风险预防机制的布局，抵

制破坏周围生态环境的行为，有效保护环境，达到提高水利

工程建设的高效化和科学化目标，使水利工程有效作用于

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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