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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资源是人类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水利工程的建设也是国家工程建设的重点工程

之一。随着水利工程建设的不断发展,在工程施工建设的进程,很多的状况接踵而至。因此,对水利工程

在设计和规划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不断的研究,推行了水资源可持续化发展理念,并研究其重要

的意义,在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下,加大我国工程规划设计程度,帮助水利工程建设贯彻落实可持续

化的不断的进展,同时帮助国家和人民节约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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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水利工程建设和发展的进程时,

进行项目的规划设计。是最基础的环节

之一。通过科学有效且合理的设计环节。

有效的帮助工程。得到良好的发展。并

且对于项目工程施工建设的科学实施,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水资源日益短

缺的当下,对水利工程中那设计环节。应

当坚持可持续化发展的想法,解决水资

源短缺和工程建设之间的关系。通过现

代化的手段。对工程的设计环节实行合

理布局。同时,完善工程设计的管理流

程。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有助于水利工

程。实现可持续化的发展。提高企业和

国家的经济收益。同时帮助水资源得到

节约。 

1 我国水利规划设计的现状 

由于科技的进步,我国现代化建设

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但是在其发展过程

中,水资源也在不断的消耗。水资源是人

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但是水

资源在水力规划设计过程中,存在许多

的问题,下面就我国水力规划设计的现

状进行相关探讨。首先最重要的一个问

题就是在我国。水利工程施工建设的过

程中,由于施工人员对水资源的可持续

发展理念不注重,没有明确的认识到水

资源。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

因此在实际工程施工环节,不断的对水

资源进行开采和使用。而不注重对其进

行保护。因此导致我国水利工程建设的

过程中,水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并且在一

些化工企业当中存在排放污水的情况,

污水的排放会严重影响水资源的利用。

由于水污染持续不断的增加,水的污染

会导致空气以及土地出现严重污染的现

象。在这样的条件下不断进行。工程建

设会造成环境的进一步污染。同时在工

厂实际施工建设过程中,忽视后期维护

环节的重要性。当工厂建设完毕后,全然

不管后期维护的作用。导致后期水资源

出现严重浪费的现象。最后一点,由于在

城市的规划设计过程还不完备,因此工

程施工不能适应城市水供应的特点,导

致与工程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不相结合,

严重阻碍了我国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的

可持续发展。 

2 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理念的

作用 

水既是珍贵的基本自然资源,同时

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是人类在地球

上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基于此,对水资

源的维护与建设尤为重要。由于人们在

地球上生存中,所能使用的淡水资源很

有限,随着我国社会不断的发展和人口

数量的快速增多,社会的发展与生态资

源协调可继续化的发展之间的联系,在

其发展的过程中得不到妥善处理,造成

水资源的影响十分严重,以及可使用的

淡水的资源严重不足的现象。因此,应当

改变水资源利用的原始管控方式,促进

水资源可持续发展,加强水利工程规划

建设的设计环节水平。水和自然环境系

统是相互作用的关系,水资源有多种用

途和作用。所以,对水资源进行系统的管

理,全面实现和落实水资源的持续不断

化的发展思想,加强水资源综合管理的

重要性,对水资源进行妥善的管理以及

推行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既能

够帮助水资源得到节约,也有利于有限

资源的管理。但该管理理念需要较高技

术水平和高资本的投入,同时需要加强

管理,增加投资,需要各个小组进行协

作,才能够达到水资源科学有效的管理

的作用。 

3 提高水利工程规划设计的

方法  

3.1协调水资源与人类发展的关系 

目前对水资源进行管理的方法还处

于原始管理的阶段,并且其传统的思维

方式严重影响了水利工程的发展,对水

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起到了限制的作

用。在对这一工程实行正式的计划过程,

如果不全面概括的考虑所有的影响要素,

将会导致设计和规划过程中呈现出许多

的问题,这将不利于水资源的维护保障

和开发。因此,我们需要改变原始的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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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管理想法,调和水资源与人们生活

之间的联系,增强水利规划设计的水平,

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水资源的开发

和利用,放在水利规划设计的第一位置。

在水资源的规划设计中,加强以人为本

的建设理念,要更加注重自然发展规律,

聚焦自然,增强水资源维护和可持续发

展,从根坻上系统全方位的改变水利工

程施工进程,提高对水资源的保护。并且

要有效的协调水资源和人类发展之间的

关系,让工程设计施工人员充分了解到

水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性,能够有效地

帮助工程施工建设进行合理的节约用水,

起到保护水资源的作用。 

3.2促进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施 

其次,要提出可持续化不断发展的

概念,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必须建

立在科学合理,且全面正确的指导思想

的基础上,该思想对于水利规划设计的

各个环节,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

这也是水利工程发展的基础。只有在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上,进行水利工程

的建设,才能够使得水利工程在市场经

济发展建设中持续不断的稳定发展。同

时,加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宣传,提高人

们对这一理念的认识,更好地协调各部

门在工作中坚持统一的思想目标,共同

努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赢,并

且逐渐的增强水利工程的影响力,帮助

人民认识到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实现群众对水利工程计划建设的监督,

促进水利工程可持续化的不断发展,并

且有效的节约水资源的开发和使用。水

对于人们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

工程施工过程中,要加强对其持续不断

发展的理念,节约水资源,并且大力宣

传该理念,能够从源头对项目建设进行

把控。 

3.3利用科技手段合理规划 

目前我国水利规划设计过程中,还

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水利计划设计理念

和科技改革发展存在着许多矛盾,这一

矛盾对我国水利规划设计的可持续发展

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正确科学的处理

科技与水资源可持续发展之间的问题,

结合科技的手段,合理规划其布局与结

构,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先进科技

技术的应用,应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加强新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利用高新

技术建设水利工程,提高水利工程的总

体规划水平。此外,禁止用高新技术手段

利用企业基本资源过度开采地下水,用

先进手段进行仓库建设,完善水利工程

整体规划设计,实施部门管理,坚持科

学灌溉利用。同时要有效的对水的资源

进行利用,达到科学用水,节约用水,合

理用水的目的,有助于水资源达到可持

续发展的目的,提高我水利工程规划的

水平。 

4 结束语 

水利工程建设是我国工程建设与发

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此,应当提高

水利工程建设的水平,对水利工程的规

划与设计环节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布局。

水资源是社会发展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自

然资源,对于人们的生存与发展都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水资源的可持

续发展理念进行不断的强化,综合运用

到水利工程的建设过程中,起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这关系到水利工程建设未来

的可持续不断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要

持续不断的对这一理念进行研究和分析,

提高水利工程规划和设计的水平,为环

境保护与人类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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