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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是人类活动的最基本资源,必不可少,没有水,我们就无法维持生命。近年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增加了,对水资源

管理的兴趣也增加了。水资源管理从流域管理出发,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并形成一个涵盖总取水控制,用水过程控制和排水需求控制的综

合系统,流域管理应作为利用和保护水资源的主要方法。工艺用水需求管理模型。在此基础上,对流域水资源管理和污染控制进行了讨论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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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域水资源管理策略分析 

1.1加强流域水资源管理的科学规划 

流域水资源管理过程中的规划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流域管理思

想和流域各种具体发展,治理和保护措施,具有多层次,多因素的特征。我

是。多层次是流域的宏观层次,区域是中观层次,局部是微观层次,多层次

因素是水资源开发和治理计划,水资源计划的综合利用以及与水资源有关

的部门。合并计划的计划小组。它是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的基础。流域规

划不能分散,分散计划或忽略区域或部门利益。关键是协调流域内各部门

和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形成具有竞争性和协作性的综合计划。由于流域规

划是影响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流域规划应具有法律效力,任

何违反流域规划的行为均应承担责任。 

1.2合理使用先进的管理方法 

当前,有关部门正在提出从工程水资源到资源水资源,从传统水资源

到现代水资源以及可持续水资源开发的水资源管理思路。我们需要注意以

下几个方面：根据自然规律,让人们写出自然,水源与生态的和谐共处,强

调与江河与洪水共存的概念。在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建立完善的

防洪安全保障体系,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开发,使用和管理水资源,同时把

保护和保护水资源分配放在首位。 

2 加强流域水资源污染控制的策略分析 

2.1建立严峻的流域水污染防治机制 

(1)在整个行政区域内建立多主体链接和协作机制。由于流域水资源

环境的完备性,判断水污染控制无法分开和消除。只有行政区域之间的区

域合作和集体行动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或解决流域水资源环境所面临的危

机。流域水污染控制机制旨在通过一套完整的机构,机制和法规来协调和

解决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和不同流域之间的水环境保护管理冲突。这是一

个有效的职业。它可以帮助解决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系统之间的矛盾,

并考虑利润,经济补偿和管理利润之间的博弈。 

(2)健全的水环境质量监测体系、真实的水环境监测信息是流域水

资源污染控制机制运行的前提。流域水资源污染协作控制需要在各地监

测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环境质量监测信息和数据库,统一流域监测标准

和评价标准,建立流域之间的环境质量监测合作机制,建立统一的水环

境信息发布和信息共享机制。同时,要完善流域水资源环境监测网络,形

成完善的水环境监测体系,对河流跨省界、市界断面水质进行全面监控、

时时监控。 

2.2合理实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合理实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可以实现流域生态环境共享,发挥上游,

下游不同地区水环境的比较优势。通过优化区域之间的水资源分配,可以

实现整个流域的生态和经济效益的优化。为了建立流域水资源的水平生态

补偿机制,首先有必要客观地评价流域水资源的生态价值。通过环境保护

激励政策,中央政府支持地方政府在主要流域的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参与

企业和社会力量建设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流域水资源环境保护

基金,奖励流域水资源环境保护活动奖励和循环经济为流域内的生态经济

和其他绿色产业的发展提供财政支持。完善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的监

管,落实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货币政策,为流域水资源生态环境的建设,保

护和管理制定专项补贴。 

2.3加强责任制机制建设,防止流域水污染 

建立严格的责任考核制度,控制和指导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活动,重

视预防流域水资源污染,整合流域资源和地方利益。流域水污染控制的有

效性是政府机构绩效评估的指标之一。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根据流域的

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资源和环境容量科学发展低耗水,低环境污染的新兴

产业,在流域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发展活动。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估。建立并

实施了流域水资源环境治理计划评价体系,加强了对计划执行情况的年度

评价,中央政府及时监测了流域水资源环境治理计划的执行进度和存在的

问题。为了能够控制。建立流域各级政府主要官员,环境保护部门和污染

物排放单位的考核与问责制度,严重影响流域水资源环境治理计划的实施

负责行动。 

3 结语 

水资源作为人类 重要的资源,需要不断满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生

态环境的需要,流域水资源管理是科学地管理水资源以适应流域的自然特

征。并通过有效的开发,保护和使用而建立。一套管理系统。但是,由于各

种因素的影响,流域水资源污染更加严重,分析流域水资源管理与污染管

理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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