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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rich	in	water	resources,	due	to	the	unreaso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resources,	excessive	exploitation	and	serious	water	
resources	pollution,	seriously	reduc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Therefo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rove	water	quality	and	build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measures,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ability	of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storation,	 innovate	wate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methods,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he effect of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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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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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拥有丰富的水资源，由于水资源开发不合理，出现过度开发和严重的水资源污染情况，严重降低了水资源开发利用
率。因此，为了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水质，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水生态环境，需要采取科学合理的环境治理措施，强
化水资源保护力度和水生态环境修复能力，创新水环境保护方法，推动水生态环境治理效果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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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资源，水生态环境

保护质量与人们生活发展质量息息相关，因此需要强化水生

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力度。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生

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大量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农业污

水等的随意排放，对水体质量造成严重污染和破坏，非常

不利于水生态环境的平衡性发展，甚至严重阻碍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所以，需要结合实际情况，采取科学合理的水

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措施，强化水质监控效果的提升。文章

主要对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策略进行分析，旨在进一步提

高水生态环境质量效果，强化水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实现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性发展，真正推动我国可持续性 

发展。

2 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意义

2.1 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经济获得了良好的发

展机遇，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日益拓展，但是在经济发

展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如质量短板、大而不强等问题，尤

其是环境污染问题，严重限制了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

此，新时期，需要创新产业结构，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水生态环境是整体生态环境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强化水生态环境

治理和保护工作，可以改善水资源质量，优化整体生态环境，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持 [1]。

2.2 提供物质基础
水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产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人

们日常生活生产中离不开水资源。但是由于过去粗放型的经

济发展模式，忽视环境保护，导致水资源过度开发和利用，

水污染严重，导致可开发利用的水资源越来越少，不利于工

业正常生产和人们生活。因此，要加大水环境保护和治理力

度，以便为工业生产提供充足的水资源，科学规划和安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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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排放问题，实现源头控制，实现污水科学净化和回收利用；

同时通过水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的开展，还能够强化居民生活

用水质量保障，减少水环境污染，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发展。

2.3 改善整体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的优化和改善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关键动力。

为了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需要强化水环境治理工作的重

视程度，节约用水，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强化污水处理

力度，结合实际情况，构建集中式、分散式的污水处理管网；

加大居民供水管网建设，加大自来水建设规模，满足居民日

常生活用水需求；要对流域治理工作进行关注，强化水源地

保护，对重点流域进行着重治理。

3 水生态环境污染来源

3.1 农业生产污染
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

动作用。但是在农业生产中，过量使用农药、化肥，不仅造

成土壤污染，甚至对水资源造成极大危害。一旦农药、化肥

随着水流进入到地下水、河流中，会引起水体富营养化，降

低水质。农田灌溉中使用受到污染的水，会对农作物、土壤

等造成危害 [2]。图 1 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架构。

图 1 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架构

3.2 工业废水污染
随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工厂数量和规模日渐拓

展，其中化工厂、印刷厂等属于重污染企业，产生的废水中

包含大量的污染物，一旦在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情况下将其

随意排放，会对水资源造成严重污染。而且工业废水中的有

机物、重金属污染物的分解难度较大，难以处置，对整体水

体生态环境造成极大危害，甚至间接危害人类身体健康。

3.3 生活污水污染
日常生活污染物的随意堆积和排放，如生活垃圾、粪便、

废弃物等，对大气环境、土壤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在雨水冲

击下，生活污染物渗出液会随着雨水进入地下水，甚至流入

到河流湖泊等地表水中，对水体造成严重污染，且其中包含

大量细菌，一旦水源受到这些细菌污染，会引发疾病，危害

人们的身体健康；此外，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洗衣粉、洗洁精

中含有大量的氮磷等物质，随着污水进入到水体中，加大水

质污染程度。

4 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策略

4.1 优化水资源保护方法
相关部门需要优化水资源开发和规划工作，构建全局

性的水资源保护机制，提高水资源配置率。同时要引进大数

据技术、公共服务平台等方法，对区域水资源时间、空间

分布情况进行全面掌握和精细化分析，同时调查区域产业结

构，对区域用水需求进行分析和论证，从而实现水资源的保

护性开发，确保在水资源承受范围内，为水资源保护与开发

工作的合理开展提供依据；要完善水资源保护体系，净化工

业、农业、生活污水，实现达标排放；进一步水资源保护机 

制，即“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例如，图 2

为昆明池水生态环境保护系统方案。

4.2 加大宣传力度
水生态环境质量与人们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需要加大

宣传力度，让公众普遍认识到水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工作的

重要性，树立正确的水资源保护意识，并形成良好的生活习

图 2 昆明池水生态环境保护系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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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避免造成水体污染。要拓展宣传教育范围，真正把水资

源保护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生产细节中，形成节约用水的好

习惯，对水资源进行回收利用；要有效发挥媒体、新媒体的

功能作用，如通过电视、广播、微信、微博等方式，强化水

资源保护宣传力度。

4.3 强化大数据技术应用
在信息化技术支持下，大数据技术在水生态环境治理

与保护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推动水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高效化开展，为水文水资源监管工作提供支持。大数据

技术可以发挥协同优势，实现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动态跟

踪保护。在水资源监管工作中，往往会采集大量的数据信息，

需要通过大数据技术对其进行整合分析，并深度挖掘数据内

在联系，总结数据潜在规律，并强化信息共享，从而为水资

源管理工作的针对性开展提供保障 [3]。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可

以实现水质全方位监测，结合监测结果对水质发展动态进行

预测，掌握水生态环境变化趋势，为水生态环境的针对性治

理和保护提供依据。同时需要提升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提

高大数据技术应用效率，强化水资源监测管理质量。

4.4 强化水生态修复能力
水生态环境质量与人们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因此需

要强化水生态环境的修复能力，对修复方法进行优化应用，

提升修复效果，减少修复成本。在具体应用中，需要结合水

体循环规律，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选

择合适的修复方法，减少修复费用，实现标本兼治，促进水

体自我修复能力的提升，优化水体自我净化能力。当前常用

的水生态环境修复方法包含物理修复、化学修复、微生物修

复等方法。物理修复技术应用中，可以通过臭氧超声波技术，

对水体藻类细胞进行破坏，或者通过底泥疏浚技术对水底淤

泥中的有害物质进行清除；化学修复技术应用中可以通过化

学试剂等方式快速去除水体内藻类植物；微生物修复技术是

利用微生物的新陈代谢作用，对水体中的有机物质浓度进行

降低。在现代化科学技术支持下，气体抽提技术、空气吹脱

技术、引水换水技术等在水生态环境修复工作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此外，还可以在相关区域设置拦截结构，避免大体积

污染物进入到河流湖泊；要引入本区域水生植物、水生动 

物，优化水生生物系统物质循环，如可以设置前置库、生态

浮岛、河口生物栖息地恢复等方式，实现水体源头保护；要

引进水流控制技术、生态调水技术等，提高水生态系统的恢

复速度；要搬迁周边工厂，并建设污水处理池，实现工业废

水的达标排放；周边修建人工湿地，通过湿地淤泥的多孔透

气、胶体颗粒物理性状等特征，有效过滤水体重金属物质。

4.5 强化水质监管
为了强化水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效果，需要完善水资

源管理法规和法律建设，为水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提供依

据，并引起公众重视程度。相关部门需要制定规范性的水质

监控标准，确保水质监控工作的有序进行；要完善水质监管

规章制度，强化不同行业的相互协作；强化排污管理，明确

排污指标，有效控制废水排放，保障水质稳定性；要加大水

资源保护资金补贴力度，督促企业引进企业污水处理系统，

实现源头控制。

4.6 其他方面
①治理河流湖泊水资源，需要搬迁上下游的工厂，关

闭重污染工厂，四线源头控制；针对已经受到污染的河流湖

泊，需要采取科学的污水治理方法，净化水质，减少水中的

污染物含量；引进科学的水体富营养化防治措施；对城市管

道进行雨污分流，实现污水达标排放；河两岸种植净化水资

源的植被，涵养水源，构建生态河道。

②科学规划入河排污口，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印

刷厂、造纸厂等污染较为严重工程排污口进行科学布局和规

划，加大入河口整治力度，不能距离生活用水区太近，结合

污染物类型进行分别治理；实现污水集中处理，达标排放；

实现污水处理的循环利用，有效控制污水排放量。

③强化水资源监测，在距离生活用水区较近的河流、

湖泊、工厂排污口等位置，修建水资源检测站，引进先进的

检测技术和设备；构建水源地安全信息管理系统，组建专业

实验室，强化水质检测质量的提升。

④优化水资源开发利用，针对地表水的开发，需要修

建水库、调水工程；针对地下水的开发，需要结合不同水层

水质的不同，进行逐层开采，最大程度上减少水体污染。

5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水生态环境

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结合实际情况，采取科学

合理的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措施，强化保护意识，提升

水环境修复能力，优化水质监管，保障水生态环境的平衡性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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