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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环境修复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运用,维护水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手段。这

些年随着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我国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水生态环境破坏等情况。有

关部门要想有效提高区域水资源保护效能,改善水质,打造更加绿色、健康的水生态环境,应根据当地实

际情况,运用合理的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环境修复策略,逐步强化水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修复质量。本文

主要研究了水资源保护与水生态环境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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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storation are important mean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us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maintain the health of water ecosystem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China has faced serious water resource shortages and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gional water resource 

protection, improve water quality, and create a greener and healthier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use reasonable water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stora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gradually strengthen the quality of water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stora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studies the protec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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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我国在发展经济期间,经常出现水资源缺乏、水生态环

境污染等情况。有关部门需要以问题为导向,按照当地水资源环

境保护和水生态环境修复变化情况,有计划的优化工作思路,创

新工作模式。但是现今部分地方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环境修复

存在不足,给当地居民生活、工业发展等造成不良影响。有关部

门应积极开展关于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环境修复的研究工作,

结合现实状况,制定有效的实施措施,切实提高水资源保护和生

态环境修复效果。 

1 含义 

水资源保护(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是指为了避免

因水资源不合理应用,造成水资源污染,而采取的法律、行政、

技术、教育等对策的总和。其核心是按照水资源时空分布和演

化规律,改善和管控人类各项取用水行为,确保水资源系统保持

一种良性循环状态,以实现水资源永续利用目标。 

水生态环境修复是指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运用综合

手段,使水体恢复自我修复功能,提升水体自净能力,修复被破

坏的水生态系统,保障水生态能够持续为人类利用。该类修复包

含控源减污,改善、修复基础生态环境,优化群落结构等。其具

体措施包含底泥疏浚、人工增氧、生态调水、化学除藻、微生

物强化、植物净化、人工湿地等。 

2 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环境修复关系 

水资源保护是水生态环境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做好水资源

保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水生态环境修复质量。根据以往经

验来看,水资源保护在提高水生态环境空间布局合理性,强化水

生态环境承载力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另外,水生态环境中包含

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能够提升区域保水能力,调节地表径流量,

管控地下水规模,保障水体资源合理分配和供给。良好的水生态

环境修复功能,能够实现合理配置和科学利用水资源的目标。因

此,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环境修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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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环境修复存在的问题 

3.1水体污染监测力度较小 

近年来,我国工业发展速度比较快,虽然有效推动了社会经

济发展,但是在生产、加工环节中排放的废水、废渣等,严重污

染了当地水体,导致水质恶化严重,水质溶解氧气含量降低,甚

至出现水体动植物群大面积死亡现象。然而在工作中发现,有关

部门在开展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环境修复时,没有持续了解相

关区域水体污染现状,未能深究有关水体中的污染物特征,没有

精细总结各类污染物对水体的污染程度,盲目运用以往工作方

法开展工作,导致水资源保护与水生态环境修复效果较差。 

3.2忽视污染物分析的重要性 

有关部门在水资源保护与水生态环境修复中,经常将工作

重点放到保护与修复工作开展上来,忽视污染物分析的重要性。

即使在前期开展了污染物分析工作,也仅仅是要求管理层负责

抽取水体样本,结合以往管理经验探寻保护修复方法,没有组织

专业分析团队负责该项工作。在此情形下,由于部门及其工作人

员对污染物缺乏充分了解,在后期未能精准选择合适的方式开

展工作,导致污水处理不彻底,从而降低了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

环境修复质量。 

3.3信息化水平较低 

在实际工作中看到,有关部门在水资源保护与水生态环境

修复中,通常采用人工处理问题的方式进行,没有将大数据、AI

智能等现代化技术引入其中。部分部门未能结合信息化技术发

展潮流,建设信息平台或云计算平台,没有针对水资源保护与水

生态环境修复需求,运用信息技术建设预测模型、数据传输渠道

等,导致信息化水平较低,使得部分信息无法快速实现共享,给

后期相关保护修复工作开展造成不利影响。 

3.4水资源保护存在不足 

在水资源保护中,相关责任主体未能积极通过线上线下渠

道进行宣传,没有充分引导群众参与到水资源保护中来,从而导

致部分群众出现节水意识较低,用水行为不规范或者污染水等

情况,降低了水资源保护质量。再者,部分城市和乡镇的污水管

网铺设存在不足,没有将污水和雨水有效分离,甚至在部分污水

未能得到有效处理的情况下,将其排放到河流或湖泊中,导致水

体污染严重程度越来越高,从而影响了水资源保护效果。 

3.5水生态环境修复有待加强 

部分地方水生态环境修复体量较大,工作难度较高,需要有

关部门从全局出发,通过统筹考虑,选择合适手段修复水生态环

境。然而在工作中发现,部分部门没有根据水生态环境修复变化

情况,动态调整修复手段,未能积极将生物修复、水产品修复等

方式引入其中,忽视水体生态自我修复建设的必要性,使得水生

态环境净化能力无法达到规定指标,从而弱化了水生态环境修

复质量。 

4 水资源保护与水生态环境修复策略 

4.1加大水体污染监测力度 

水体污染影响着水资源保护与水生态环境修复效果。有关

部门应在水资源保护与水生态环境修复的组织阶段、筹划阶段

等,加大水体污染监测力度,运用现代化监测技术,动态了解当

地水体污染程度。其一,利用固相萃取、液液萃取、膜分离、过

滤分析等技术,实现水体样本采样、样品预分离、预浓缩、预稀

释等监测任务。其二,借助等电聚焦、等速电泳等分离技术,快

速分离有关水体样本中的无机小分子、生物大分子,并有序监测

水体中的无机物、有机物和金属离子污染物等。其三,应用微

全分析系统检测器,对水体样本中的污染物进行动态监测,并

通过紫外监测、化学发光、安培监测、电位监测等技术,深入

分析检测样本中的污染物特征,评估其对水体可能会造成哪

些污染,总结其污染程度等,为后期开展水体污染分析工作奠

定良好基础。 

4.2做好污染物分析工作 

污染物分析在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环境修复中属于重要内

容。有关部门应积极做好污染物分析工作,组织专业分析团队,

根据微全分析系统实施规定,通过定量和定向分析的方式,研究

前期收集到的水体污染物监测数据。为了提升污染物分析工作

开展质量,相关人员应利用微全分析系统,重点分析有关区域水

资源色度、氮磷含量、金属离子比重等信息。另外,在实施污染

物分析工作时,有关人员应按照当地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环境

修复规划,在保护河流现有河岸、河道形态不受影响的前提下,

分析有关污染物管控手段,从水域基底修复、河道岸坡修复等角

度出发,评估相关修复手段是否能够实现水质净化、污染基底清

理等目标,并按照评估结果,向有关部门提出水资源保护和水生

态环境修复建议,保障水资源保护与水生态环境修复工作有序

实施。 

4.3提升信息化应用水平 

为了提高水资源保护效能,强化水生态环境修复能力,有关

部门应积极提升信息化应用水平,运用大数据技术、公共服务平

台等,全面分析有关区域水资源时空分布特征,系统了解当地产

业结构,从工业生产、经济发展以及日常生活等角度出发,总结

当地用水需求,并按照调查到的信息,精准计算当地水资源承载

力。同时,有关部门可以让信息技术人员建设信息平台,按照水

资源保护和水生态环境修复现实情况,架设传感器,设计基础架

构,增设数据收集、存储和处理等功能,并开发预测模型,为后期

组织管理活动做好准备。再者,有关部门应按照技术团队工作需

求,系统梳理云计算平台、传输层、感知层之间的关系。为了有

效发挥云计算应用优势,有关部门应将传感器、摄像头和水位流

量采集设备等引入到感知层,建设信息采集网络,并通过无线网

络传输和有线网络传输等渠道,将感知层收集到的区域水资源

信息,通过传输层共享到云计算平台。此外,在云计算平台中开

发应用服务和数据服务模块,将相关区域水位、水质等信息引入

其中,通过前期搭建的预测模型,分析水资源保护与水生态环境

修复是否存在潜在问题。一旦发现问题,及时通过云计算平台进

行预警提示,向相关人员指明工作要领,推动水资源保护与水生

态环境修复朝着智能化方向发展。 



水电水利 
第 8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28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4.4提高水资源保护程度 

水资源保护程度与水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修复质量息息相

关。有关部门应按照实际工作需求,通过多渠道宣传、排水系统

管理、科学配置水资源、制定管理制度等方式,不断提高水资源

保护程度。第一,在多渠道宣传中,有关部门应通过官网、微信

公众号、宣传手册、专人上门讲解等方式,向当地居民、企事业

单位宣传水资源保护、节约用水等工作开展的必要性,阐明各个

群体在水资源保护中的参与职责,分享水资源保护以及节约用

水方法,使各个群体在持续了解宣传内容中,能够逐渐强化水资

源保护参与意识,在后期积极规范自身用水行为,并主动监督他

人,从而在当地形成良好的水资源保护氛围。第二,在排水系统

管理中,有关部门应将管理区域集中到城市和乡镇上来。有关部

门应按照城市和乡镇建设结构,制定合理的排水系统,做好排水

管网设计,保障雨水和污水能够有效分离。第三,在配置水资源

中,有关部门应积极整治当地水资源环境,建设应用水库,按照

当地用水需求,设置科学的蓄水量,并通过市场管理手段,引导

居民、企事业单位计划用水、清洁用水、循环用水,力求在确保

当地生产生活正常用水的基础上,实现水资源保护目标。第四,

在制定管理制度中,有关部门应在制度中将具体任务落实到人,

并设置考核指标和奖惩措施,定期组织管理层负责监督有关人

员工作表现,分析其工作行为是否符合水资源保护需求,并对表

现良好的工作人员奖励绩效薪资,对表现较差的工作人员提出

改进意见,要求其结合当地水资源保护规定,持续优化水资源保

护方法,不断提高水资源保护程度。 

4.5强化水生态环境修复力度 

有关部门应积极强化水生态环境修复力度,将修复已经受

到伤害的生态系统基本功能作为主要任务,将其结构恢复到初

始状态。首先,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修复。海洋在水生态环境中属

于重要组成部分。有关部门应按照海洋生态环境修复需求,大力

实施海藻养殖,通过海藻生长,吸收海洋中的氮和磷。其次,注重

污染水体生态修复。有关部门可以通过EM技术,即高效复合微生

物菌群,该菌群是由光合菌、酵母菌、乳酸菌等有益微生物培养

而成,其能够高效分解污水中的有机物,通过相互影响,共生增

值的方式,代谢抗氧化物质,抑制水体有害微生物生长与繁殖,

并激活水体中具有净化功能的水生植物和微生物等,提升水生

态环境修复质量。有关部门还可以借助CBS技术,即集中式生物

系统,其运用微生物在全生命过程中的代谢,分解污水中的有机

物,使其成为简单无机物,从而实现水生态环境修复目标。再者,

有关部门可以运用植物修复技术,引入符合当地区域环境的水

生植物,通过水生花卉、水草等植物,在水体中积累某类或者某

几类化学物质,运用共生物原理,将水体中的污染物清除。该项

技术包含植物固化、植物萃取和根际过滤三类。第一类是指运

用超积累植物或耐重金属植物,减少重金属活性,抑制重金属扩

散。第二类是指利用超积累植物或金属积累植物,使其在成长中

吸收污水中的金属,将其聚集在植物可收割部分,后期通过收割

植物,去除水体污染物。第三类是指通过超积累植物或耐重金属

植物,吸收污水中的有毒金属,通过沉淀的方式,净化水体。另外,

有关部门应根据水生态循环规律,在河流汇集区域建设拦截结

构,通过前置库、生态浮岛、河口生物栖息地建设等方式,拓展

河流汇集区拦截深度,防止大体积污染物流入到河流、湖泊等区

域。最后,改进水产养殖结构。经实践证明,改进水产养殖结构,

能够有效修复水生态环境。比如,部分湖泊受到污染的主要原因

是藻类过度生长,污染物投放超标,使得水生植被衰退,食物链

被破坏,导致水质恶化。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大面积养殖植食性鱼

类、大型枝角类鱼类等,减少湖泊中藻类总量,提高水体透明度。 

5 结语 

综上,水资源保护与水生态环境修复,对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关部门应按照当地现实情况,全面分析目

前水资源保护与水生态环境修复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相应解

决策略,加大水体污染监测力度、做好污染物分析工作、提升信

息化应用水平、提高水资源保护程度、强化水生态环境修复力

度,运用多种方法切实提升水资源保护与水生态环境修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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