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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指出了我国水资源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把搞好水利建设作为我国的

基本国策，并为解决我国的水利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要运用科学的系统工程作好总

体规划，逐步在我国建成水利网络，做到合理利用并防止水源污染，使每一寸土地

都能得到水的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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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说，治水即治国。水是生命之源，是工农业发展的基础。因此，经济要发

展，国家要长治久安，离开水是不行的。然而，我国是一个缺水严重的国家，全国拥有水资

源 %( . !"!%/’，人均占有资源 %’""/’，只有世界平均的 ! 0 &。目前我国有 !* 个省（区、市）

人均水资源低于严重缺水线 %"""/’，有 + 个省（区、市）低于人类生存起码要求 !"""/’ 的

标准。因为缺水，全国的工农业生产每年减少近 !""" 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因为缺水，全国

已有 !+1的土地荒漠化。因为缺水，我国北方每年都要发生 !" 次以上的沙尘暴，造成环境

污染，引发了自然灾害。

另一方面，在丰水季节部分河流又发生洪涝灾害。建国以来，治水工作取得重大成效，

但洪涝灾害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特别是进入 %" 世纪 )" 年代以来，

发生了几次大范围的洪水。如 !))& 年的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发生了

特大洪水，!))( 年长江流域，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

失，直接经济损失达 %""" 亿元以上。除此之外，水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我国的几大水系如

淮河、松花江、海河和辽河水系都受到严重污染。如太湖、滇池等也已被污染，很多城市的

水渠水质变坏，严重影响了人民的身体健康。

水影响着人民的生活；水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影响着可持续发展。切实搞好我国

的水利建设应该当作我们的基本国策之一。

下面就解决我国水资源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从思想上着手，提高全民的节水意识。要认真组织好学习《水法》、《水土保持

法》等法规，加大宣传国家及有关部门关于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力度，使节约用水、合

理用水的观念深入人心。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水的问题。人无远虑，必有

近忧。一方面洪涝灾害历来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另一方面水资源短缺越来越成为我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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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我们要在全民族中，大力增强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的意

识，把兴修水利作为保证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目标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来抓。”只有提高了

全民的保护水源、合理利用水源的意识，我们的工作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作好总体规划。治水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如遥感测试技术、地理

信息系统（"#$）、卫星定位系统（"%$）和计算机分析模拟技术，利用所有的历史资料进行

全面的研究分析，统筹规划，制订出科学的治理方案。要加强植树造林，有效的保持水土，

使各大江河获得清洁稳定的水源。要进行实时监测，获得准确的预测，及时排除存在的隐

患。要有计划地上一批大工程，做到有效治水、充分节水、合理用水。要合理调配水资源的

利用，解决工业用水和农业用水的矛盾，解决上中游用水和下游用水的矛盾，解决多水地区

和缺水地区用水的矛盾。要在合理用水的同时发展水产养殖业等。

（&）加快一批重点工程的建设。（一）加快南水北调工程建设，新增西水东调工程。南

水北调工程既有利于解决北方的干旱缺水问题，也有利于减轻南方的洪涝灾害，只要做到合

理调度，不会对长江下游用水产生影响。所谓西水东调，就是取雅鲁藏布江的水灌溉青藏高

原以东的土地，甚至去改造塔里木、柴达木等大沙漠。（二）大力加强高原水库的建设。以

往我国的水库大多在东部或海拔比较低的地区建造。但是如果在西部海拔 !’’’( 以上的高寒

地区造水库，水的利用率要高得多。更何况，在高寒山区建水库移民问题少，淹没良田少，

而且可以获得较清洁的无污染的水源。（三）逐步地在全国建造水利网络。在我国水的时空

分布是极不均的，南方多，北方少；春夏季多，秋冬季少。因此建立大型的全国水网是非常

必要的。而我国现有的七大水系和星罗棋布的湖泊，还有遍布神州大地的大中型水库，这对

于我们建立全国性大型水网是一个巨大的基础。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南水北调、西水东调的工

程，而且以后还要在高原兴建大量的水库，建设大量的水渠连接各江河、水体，通往各个用

水区域，在这样的工程支撑下，使得建设全国性的水网成为可能。事实证明，网络比单个的

个体简单加和所发挥的作用大得多。当全国水网建立起来后，我们将可以充分的最大限度的

利用现有水资源，顺利的把水从水源区送到各用水区；在丰水季节可以把多余的水贮存起

来，而在枯水季节则可以把贮存起来的水拿来使用，从而可以最大程度地缓解旱灾涝灾。在

荒漠化地区，采用节水灌溉的先进技术，使我国大部分的土地都得到了水的滋润。在水网建

立起来后，要注意统一调配，把水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使其发挥最大的作用。

（)）采用可行的节水措施。在农业上要采用“渠道补砌防渗、喷灌、滴灌、作物合理布

局、选用抗旱品种、培肥地力、精耕细作、巧用春墒、少耕免耕法、覆盖栽培、保水剂”等

形式，合理用水，使农作物用最少的水，达到最高的产量，产生最佳经济效益。在工业上要

采用节水生产方式和废水循环使用，可使工业用水在现有的规模的 *+ , -’+(& 上减少 !’.，

重复使用率保持在 *’.。对生活用水，通过合理的收费制度，使水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使

用。

（*）在治理洪涝灾害时，要以“疏、调、拦”相结合的治理方法。（一）疏，就是疏通

河道。大禹治水，最基本的经验就是疏。洪水来了，要给出路，只堵不疏，没有出路，就要

成灾。（二）调，就是利用现有的水库和水利设施调剂洪峰，使其不致发生灾害。调也是把

水从丰水区往缺水区调，变害为利。（三）拦，拦是最后的抗洪办法。洪水已经来了，在某

些地方可能决口，发生水灾，采取拦的办法，不让洪水泛滥，保护人民和国家财产的安全。

（/）加大治理水体污染的力度。在过去 !’ 年，我国水体污染现象严重。目前我国水体

污染的情况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江河污染主要为点源污染所致；（二）城镇水污染日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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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三）地下水污染日趋严重，并由浅层水向深层水扩展；（四）季性节污染事件有逐年增

长趋势；（五）湖泊和平原水库的富营养化日趋严重。我们知道，水质恶化的危害除破坏生

态环境、制约工农业生产、危害人体健康外，还使我国较多的水资源无法利用，失去使用价

值，并对水、水域、水工程及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构成严重威胁。严重威胁饮用水源水

质，还导致河流、湖泊功能的衰退，造成洪、涝、污交替成灾，并危害水利设施，导致水利

工程的效益衰减或废弃，加速了河床淤积，降低行洪和蓄水能力。可见，要对水体污染加大

治理力度，否则，也无法做到保护水源，合理用水。值得指出的是，对于水体污染问题，应

该以预防为主，要下大力气完善有关法律，严格监管工业、农业等污水对江河湖泊的排放

量。

综上所述，我们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水资源问题是非常严峻的，如何解决好洪涝、干旱、

水体污染等所带来的工农业、生活用水短缺的矛盾，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头

等大事。珍惜每一滴水，让每一寸土地都得到水的滋润，是我们真诚的希望。

参 考 文 献

［ ! ］ 方子云 " 关于水资源持续利用的现状与展望［#］" 水利水电快报，!$$%，!$（&）：!%"
［ ’ ］ 张光斗 " 面临 ’! 世纪的中国水资源问题［(］" 大自然探索，!$$%，!)（*）：!+"
［ , ］ 王文元 " 实现水资源的科学管理和使用［(］" 民主与科学，!$$%，!)（*）：!+"
［ * ］ 武龙甫 " 依法治水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献给 ,-’’ 世界水日［.］" !$$% "
［ + ］ 把多铎，等 " 我国水资源危机和分析［(］"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 & ］ 彭珂珊 " 走向 ’! 世纪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水资源问题［(］" 渭南师专学报，!$$%，!,（’）"
［ ) ］ 陈守煌 " 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 中国工程科学，’//!，（’）：!& "
［ % ］ 陈敏建 " 我国水资源研究的发展趋势［(］" 水利水电技术，’//!，（’）：’& "

!"# $%!#& &#’()&*# +&(,-#. %/0
1!’ ’(-)!1(/ 1/ 23 *#/!)&4

01 234567，89#: ;<7=
（!"#$%&’ () *"+&, -#./0#/1，2,.0" 30.4/+1.&’ () 5/(1#./0#/1，6$,"0 7$8/. *,//)*，2,.0"）

%56789:7：>?3@ ABC3DE6 F<37C <GC C?6 @6B3<G@ FB<HE6I 37 <GB D<G7CBJK@ LAC6B B6@<GBD6 AC M3B@C，HB37= <GC C?6
N36LF<37C C?AC C?6 =<N6B7I67C @?<GEO B6=ABO C?6 3BB3=AC3<7 L<B5@ D<7@CBGDC3<7 A@ <76 <M C?6 FB3IABJ @CAC6
F<E3D6@" P7O C?6 AGC?<BK@ @<EGC3<7 <M <GB D<G7CBJK@ 3BB3=AC3<7 L<B5@ FB<HE6I 3@ A@ M<EE<L：Q3B@CEJ，L6
@?<GEO IA56 A =676BAE FEA7 L3C? C?6 @D367C3M3D A7O @J@C6I3D I6A7@，A7O C?67 HG3EO GF <GB D<G7CBJK@ 3BB34
=AC3<7 L<B5@ 76CL<B5 @C6F HJ @C6F" R6 @?<GEO 566F C?6 LAC6B B6@<GBD6 MB<I F<EEGC37= " S6C 6N6BJ 37D? @<3E
DA7 H6 I<3@C676O HJ C?6 LAC6B "
;<= >?8@6：LAC6B B6@<GBD6；FB3IABJ @CAC6 F<E3DJ；3BB3=AC3<7 L<B5@ 76CL<B5

/), 地 质 力 学 学 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