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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a	hot	and	difficult	issue	of	current	social	concern,	which	directly	
relates	 to	 the	future	of	human	surviv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the	source	of	 life,	 the	health	of	water	bodies	and	 the	
integrity	of	ecosystems	are	crucial	for	maintaining	ecological	balance	and	ensuring	human	water	demand.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n	deeply	considers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work	of	 the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response	to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sues,	for	the	exchange	and	reference	of	releva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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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作的思考
孙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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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水作为生命之
源，水体的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对于维持生态平衡、保障人类用水需求至关重要。对此论文首先分析了水生态环境的
重要性，然后针对水生态环境问题，对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作进行深刻思考，以供相关人士交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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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是当今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

题。水作为地球上最宝贵的资源之一，不仅是维持生命运

行的基础，也是支撑生态系统稳定运行的关键要素。然而，

随着人类的经济发展和不可持续的资源利用方式，水生态环

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和挑战。水体的污染、生态系统

的退化等问题愈发突出，给人类的健康和生存带来了严重

威胁。

2 水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水生态环境，作为地球上最为关键和脆弱的生态系统

之一，扮演着维持生命平衡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角

色。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涵盖了海洋、淡水湖泊、河流、

湿地等广阔领域，其生态环境的健康与稳定影响着整个地球

生态系统的运行。然而，随着人类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

进程的加速推进，水生态环境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与挑战，其

脆弱性也日益凸显。水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

水是维持生命的基础，为人类、动植物提供生存和繁衍的必

需资源。人类的饮水、农业灌溉、工业生产等无一不依赖于

水的存在与稳定供应。其次，水生态系统在调节气候、维护

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海洋吸收二氧化碳、

调节温度，对缓解全球变暖、减轻气候变化有着重要意义；

湿地具有净化水质、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功能，为人类提供了

重要的生态服务。此外，水生态环境还直接影响着渔业、旅

游业等多个产业的发展，对于地方经济的繁荣具有重要支撑

作用。

3 水生态环境问题分析

3.1 水体污染
水体污染是水生态环境中最为严重和普遍存在的问题

之一。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城市化规模的扩大，各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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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废水、农业农药和肥料、生活污水等大量的污染物被排放

到水体中，导致水质的恶化和生态系统的受损。首先，工业

废水是造成水体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其次，农业活动对水

体的污染也不可忽视。最后，生活污水的处理不当也是水体

污染的一大因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口的增加导致

生活污水的大量产生。如果生活污水未经适当的处理直接排

放到水体中，将引发严重的水质问题 [1]。

3.2 生态系统退化
生态系统退化是水生态环境中的另一个严重问题。生

态系统包括湿地、河流、湖泊、海洋等各种水域及其周围的

生物群落和生态过程，它们起着维持水生态平衡、提供重要

生态服务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关键作用。然而，由于人类活

动的干扰和破坏，许多生态系统正面临退化的风险。首先，

湿地退化是生态系统退化的显著表现之一。湿地是水生态系

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调节水量、净化水质、保护沿岸

线和提供栖息地等功能。然而，由于湿地被填充、过度开垦

和污染，导致湿地面积急剧减少，生态功能丧失，湿地物种

多样性不断减少，生态系统退化严重。湿地的退化不仅导致

水体富营养化、水质下降，还引发了洪涝灾害的增加和生物

多样性的减少。其次，水系连通性差，水生态自然恢复能力

不足也是导致生态系统退化的原因。为了拦水防洪、工业用

水、农业灌溉和城市供水等目的，人类对河流进行了规模化

的改道和水量调控，改变了水流的自然路径和强度，破坏了

原有的河道生态系统。河流水量的剧烈变化和生态通道的断

裂使水系连通性差，水体自净能力退化，导致了水生物种的

消失、迁徙障碍和生态链的破坏，进而引发了生态系统退化

和生物多样性的流失 [2]。

4 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作

4.1 法律法规与政策支持
在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策略中，法律法规与政策

的制定和执行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有通过明确的法律框架和

有效的政策支持，才能推动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向前发展。

首先，制定严格的水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是保护水生态

环境的基础。这些法律法规应明确规定水体的保护标准、排

放限制和污染物处理的要求。例如，设定水质标准，规定各

类水体的环境质量要求，确保水体能够满足生物生存和人类

用水的需要。同时，还需要制定针对污染源的控制政策，对

工业企业、农业生产和城市污水处理等方面进行法规的约束

和监管。只有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

力度，才能有效地遏制水体污染，并保护水生态环境的健康。

其次，推动政策落地与执行是确保水生态环境保护和

修复工作有效实施的关键。法规的制定只是第一步，真正实

现保护水生态环境的目标，需要将法规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举

措，并确保它们得到全面的执行。政府部门应加强督促和监

督，确保相关政策的贯彻落实。

最后，在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执行过程中，需要建

立一定的责任机制，加强对企业和个人的责任追究机制，对

违反水环境保护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和惩罚，形成强有力的

约束和激励机制，从源头上减少水体污染的发生。

水生态问题是一个历史性、持续性问题，“十四五”

时期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重心逐步从水污染防治拓展至水

生态、水资源、水环境统筹保护，《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

护“十四五”规划》创新性提出以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三

水”统筹的水生态环境保护框架思路，从水量、水质、生物

生态角度分析问题，实现对水域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和系统

修复 [3]。为了推动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作的有效实施，

还需大力推动构建“三水统筹”治理新格局。例如，建立健

全的水生态监测和评估体系，深化当前正在开展的长江流域

水生态考核试点工作，聚焦水生态系统健康和生物多样性恢

复，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完善考核指标和评

价体系，推动建立水生态考核机制，引导地方履行水生态保

护责任，推动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同时，加强政府部门与

科研机构、环保组织的合作，推动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

用，提高水环境保护的科学性和技术性。此外，还需要加强

相关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对水环境保护意识的认识

和理解，增强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执行力和专业水平。

4.2 水源保护与净化
加强水源保护和推动污水处理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是水

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重要策略，以确保水资源的安全和水

环境的健康。

首先，加强水源地保护是保障水生态环境的关键。水

源地是水生态系统的核心，其水质的安全和保护至关重要。

为了加强水源地的保护，需要建立健全的管理机制和保护措

施，加强对水源地的规划、监测和评估。要加强对水源地周

边土地的保护，禁止破坏性的开发活动，确保水源地的水土

流失和污染物的输入得到有效控制。此外，还需要采取积

极控制污染源的措施，如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和控制，

限制工业废水的排放，并提出整体治理措施，减轻水源地的 

压力 [4]。

其次，推动污水处理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是实现水生态

环境保护与修复的重要手段。污水处理是净化水质、改善水

环境的关键环节。通过推动污水处理技术的创新，可以提高

对污水中各类污染物的去除效率，并降低处理成本。其中包

括加强技术研发和创新，研究开发高效的生物处理技术、膜

分离技术和深度处理技术等，以提高污水处理的效果和能耗

的合理性。同时，要加强对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推

动城市和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厂规范化建设，确保运行稳定

和效果良好。

最后，还应加强对农村地区污水处理的关注和支持，

推动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管理，减少农村生活污

水对水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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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生态系统恢复与建设
生态系统恢复与建设是有效保护和修复水生态环境的

重要策略，其中重建湿地与河流生态系统、采用植被恢复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是关键措施。首先，重建湿地与河流生

态系统是恢复水生态环境的重要方式。湿地和河流生态系统

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对维持水生态平衡、净化水质和保

护栖息地等起着关键作用。然而，由于填充、开垦和污染等

人类活动，湿地和河流生态系统遭受了严重破坏和退化。要

实施生态系统的恢复与建设，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恢复湿地

的水文条件，修复湿地的植被和生境；改善河流的水流状况，

恢复河道的自然状态；保护和扩大湿地和河流的保护区，防

止进一步破坏；通过适时的排水和灌溉管理，确保湿地和河

流生态系统的水量供应。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恢复湿地和河

流生态系统的功能，提高水质，促进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5]。

其次，采用植被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也是保护和修复

水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植被在水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的生

态功能，可以维持土壤稳定、保持水源地的水量供应和质量

净化，同时为生物提供栖息地和食物资源。然而，由于过度

开发、过度放牧和破坏性的土地利用，植被的覆盖度和多样

性大大减少，生态系统遭受了严重损失。为了保护和修复水

生态环境，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加强植被保护，限制过度放

牧和砍伐，防止风沙的扩散和土壤侵蚀；推动植被的恢复和

重建，通过植树造林和固沙植物的引种，提高植被的覆盖度

和多样性；保护并恢复湿地和沼泽等特殊生态系统，有针对

性地保护湿地植被和湿地生物资源，以维护湿地生态系统的

平衡。

4.4 建立流域区域保护协作机制
流域区域水生态系统往往具有跨区域特点，涉及上下

游、左右岸、干支流等问题，但各地在资源禀赋、政策执行、

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需要从整体性和系

统性出发，按照统筹兼顾，综合施策，整体推进的原则开展

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打破区域壁垒，建立跨区域、跨部

门的流域区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机制，发挥统筹协调作

用，形成治水、治污合力是水生态保护修复的一项重要策略。

一是建立沟通会商机制，组建联席会议制度，搭建跨区域跨

部门交流平台，共同会商解决流域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问

题，推动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高效落实。如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水源区建立的（以下简称水源区）水生态环境保护联席

会议制度，多年来不断推进大事共商、资源共享、能力共建

的协调管理模式，有力强化了水源区水生态环境保护合力，

为一库碧水永续北送提供了保障。二是建立流域区域共享共

建机制，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修复之间的关系，为水生

态保护与修复工作有效支撑。如新安江流域生态共建共享模

式的开展，强化了上下游在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制度、机制、

资金、技术方面的协作，助推了安徽等上游区域系统性实施

治河清源、修复湿地、空间管控等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的

有效实施。以新安江生态廊道为代表的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

系统修复，已成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进器。

5 结语

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作是一项综合而复杂的任务，

但是它对人类和地球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通过本文对水生

态环境问题的分析和策略的探讨，我们深切意识到保护水生

态环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只有通过协同合作和社会各界的

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实现水生态环境的可持续保护与修复，

为我们的下一代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让我们携手共

进，共同为水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贡献自己的力量，使得水

资源能够永续利用，生态系统能够健康稳定，为人类和自然

赋予新的希望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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