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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水利学科近期发展问题

赵文谦

( 成都科技大学水利系 )

l摘要 l 本文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水利科学近期发展战略
”

环境水利分支研究报告
,

概述了本

学科的国内外发展现状以及我国发展本学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

并提出若干措施和建议
。

一
、

国内外发展现状与趋势

环境水利是研究水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

研究与水利有关的环境问题
,

也研究环

境对水利的要求
。

把环境水利作为一门新学科是 70 年代末期由中国首先提出的
,

但国外与环

境水利有关的实际问题和基础理论的研究比我国起步早
。

由于工业迅速发展
、

乡村城镇化
,

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人江河湖泊
,

使天然水体 (包

括地下水 )受到严重污染
,

可供直接利用的清洁水源愈来愈少
,

水利工程师们按传统习惯只注

意调配水量的观念受到了挑战
。

水利工程的根本目的是除害兴利
。

过去除害主要是指防止

洪
、

涝
、

旱灾 ; 兴利主要是指灌溉
、

防洪
、

发电
、

航运等
。

随着人类对水资源需求的增加
,

工程规

模越来越大
。

由于工程建设 (特别是大型工程 )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自然环境
,

带来许多新的

问题和不利影响
,

如诱发地震
、

气候改变
、

水土流失
、

土地盐碱化
、

病毒流行以及其他一系列的

生态环境问题等
。

水利科学工作者从实践中更加清楚地认识到
,

水资源开发必须和改善环境

质量
,

保护自然资源
,

避免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等紧密结合
。

美国最早开始在水资源工程的规划设计阶段实行环境评价制度
,

1969 年美国通过的环境

政策法 ( N E P A )确立了环境影响评价的概念和制度
。

在水资源工程开发利用中
,

最早重视环

境问题的是美国田纳西河流域
。 .

19 3 5 年 5 月
,

国会通过建立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作为联邦政

府的地区机构
。

19 7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实行人与生物圈计划
,

在最初选择的 14 个主要研究课题

中
,

第 5 号课题乃是
“

湖泊
、

沼译
、

河流
、

三角洲
、

河 口沿海地区的价值
,

人类活动和资源开发对

生态的影响
”

;第 10 号课题为
“

大型工程对人类及其环境的影响
” 。

这就更加明确地向全世界

公众和科学家们提出了必须把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统一起来的奋斗目标
。

在 19 7 2 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了
“

人类环境宣言
” 。

1 9 7 3 年我国举行了第一

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

1979 年首次颁布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 ,

19 81 年颁布了
“

基本

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 。

198 1 年 or 月在中国水利学会领导下成立 了中国环境水利研究会
,

同一时期在我国各大

流域机构内建立了水资源保护局 (办 )
,

以及专业环境水利研究所
。

部属和省属设计院先后建

立了环评室
,

在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各个阶段都包含 了有关环境影响的评价
。

环境水利学

科的学术活动也随之活跃起来
,

创办了全国性学术刊物《水资源保护》
、

《水利水电环境》
,

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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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次全国性或以工程为中心的环境水利学术讨论会
,

对已建狮子滩
、

新安江
、

丹江口
、

刘家峡

等工程进行了环境影响回顾评价
,

对正在建设的葛州坝等作了现状评价
,

对正在进行前期工作

的二滩
、

三峡
、

水 口等工程开展了预断评价
。

已经建成的许多工程如狮子滩水库
、

刘家峡
、

升钟

水库等建立了环境观测站
。

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水利开始列人大专院校水利专

业课程
。

这些对于环境水利学科不断发展和深化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为了探索保护水源的正确途径和方法
,

合理地实现水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统一的 目标
,

有

关环境水利专业基础学科有了很大的发展
。

如环境水力学方面
,

对河流污染物扩散规律和水

质模拟作了大量研究
, “

六五
”

和
“

七五
”

国家科技攻关研究课题中对有代表性的河流
、

湖泊
、

河

口水环境容量已作过大量基础和应用性研究
,

取得了丰富的资料
。

在许多高等院校开设了环

境水力学
、

水质模拟课程
,

招收环境水力学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

环境水文学
、

环境水化学等各

基础领域都取得了相应的发展
。

根据近十年的发展
,

环境水利学科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以下

几个方面 :

1
.

兴建水利引起的环境问题有 : ( l) 水质变化 ; (2) 水体变化引起的局地气候改变 ; ( 3) 水

文地质方面
,

如坍岸
、

浸没
、

水库诱发地震等 ; (4) 水库泥沙淤积和下游河道冲刷引起的环境问

题 ; ( 5) 水体水温结构的改变对环境影响 ; (6) 工程对稀有动植物
、

水生生物的影响 ; ( 7) 土地淹

没所带来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影响 ; ( 8) 工程引起生态变化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 (9) 铁路
、

公

路
、

航运及漂木的影响 ; ( 10 )对自然保护区
、

风景名胜
、

文物古迹及重要政治
、

军事
、

文化设施的

影响等
。

2
.

水资源保护包括 : ( 1) 水质调查与评价 ; (2) 污染物质在水体中迁移
、

转化及水体自净规

律
,

控制水污染和综合治理的措施 ; (3) 应用水质模型解决水质规划和预测
、

预报 ; (4) 制定水环

境保护标准 ; ( 5) 水质管理等
。

3
.

流域环境水利
、

区域环境水利
、

城市环境水利
。

分别以流域
、

区域
、

城市为对象研究水

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

以协调改善生态环境
,

进一步发挥水利工程的环境效益
.

4
,

有关环境水利的专业基础学科主要包括环境水力学
、

环境水文学
、

环境水化学
、

环境水

生物学
、

环境水文地质学
、

环境水利经济学等
。

今后 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 ( l) 把环境水利与国土整治的研究进一步结合起来
。

( 2) 进一步加

强环境意识和生态观念
。

把研究生态系统的自然演变提高为把生态系统和环境水利有关的人

类经济社会系统来研究
,

使之达到有目的地调控生态系统的演变过程
。

(3) 环境水利的许多研

究内容都涉及到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
,

迫切需要在定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使之定

量化和货币化
,

以便采用统一的经济价值尺度
,

提供更多的决策信息
。

(4)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

科学试验
。

二
、

我国发展本学科的重要意义及发展方向

环境问题已是当前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

水利工程引起环境问题日益被人们认识和

重视
,

保护环境
、

保护自然资源的战略目标对水利工程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和新课题
,

环境水利

学科面临着复杂而繁重的任务
,

加速它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

当前我国水资源与水环境所

面临的形势是 :

1
.

水资源短缺
,

供需矛盾 日渐尖锐
,

在许多地区水资源 已成为国 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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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

我国人均占有水资源数量约为 2700立方米
,

居世界第 88 位
,

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

之一
。

按 2 00 0 年经济翻两番的要求
,

初步估计用水量将增加一倍
,

现有可能利用水源只能满

足 60 %左右
。

平水年可利用水量 443 亿方
,

而总需水量为 479 亿方
,

缺水 36 亿方
,

预计 2000

年总需水量上升到 564 亿方
,

缺水更加突出
。

2
.

生态环境恶化
,

可利用水资源有明显减少趋势
。

由于森林破坏
,

水土流失严重
,

进人河

流
、

湖泊泥沙增多
,

库
、

湖严重淤积
,

拦蓄径流能力减少
。

我国森林覆盖率仅有 1 2
.

5%
,

居世界

第 120 位
,

长江上游川西地区森林覆盖率已由 50 年代初的 40 %下降到目前的 14 %左右
。

由于

森林大大缩减
,

一些河流径流量显著下降
,

如崛江都江堰处年径流量由 50 年代 150 亿方减少到

目前 130 亿方
。

年平均流量 70 年代比 60 年代减少 28 米
3 / 秒

。

枯季流量约减少 20 %
。

我国水土流失面积 已由解放初 1 16 万平方公里扩大到 153 万平方公里
,

近期每年流失土

壤 50 多亿吨
,

所流失土壤肥力相当于 4 0 00 万吨化肥
。

丰满水库在 40 年代建库时人库沙量为

14 5 万方
,

6 0 年代增加至 32 2 万方
,

80 年代增至 523 万方
。

据初步统计我国水库已有 1 / 3 库

容被淤满
。

由于不合理围垦
,

泥沙淤积
,

大量淡水湖泊容积缩小
。

号称千湖之国的湖北省
,

1949 年有

大小湖泊 1 0 6 6 个
,

现只剩下 3 26 个
,

水面缩减 3 / 4
,

损失容积 35 0 亿方
。

800 里洞庭
,

已被围

掉 3 / 5
,

年人库泥沙超过 1 亿吨
,

湖底每年升高 4一 5 厘米
,

湖面减少 3 300 多平方公里
。

在地面水缺乏地区
,

过量开采地下水源
,

还引起地面沉降等新间题
。

北京
、

上海
、

太原
、

天

津
、

西安
、

哈尔滨等地区均出现沉降漏斗面积扩大
。

天津地面最大沉降已达 2 .4 6米
,

太原已达

1
.

3 8 米
,

北京达 0
.

5 9 米
。

3
,

江河湖海以及地下水等天然水体受到严重污染
。

据统计
,

198 5 年全国污水排放量 342

亿吨
,

其中工业废水占 75 %
,

生活污水占 25 %
,

85 %以上污水未经处理
。

预计 2000 年污水排

放量将增至 700 一 800 亿吨
。

1985 年监测结果
,

40 % 以上的水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

对 35

个湖泊调查
,

湖泊年均水质在 4一 5级的 17 个
,

占 48
.

6 %
,

处于中富营养的 巧 个
,

重富营养的

9 个
,

许多城市湖泊如东湖
、

玄武湖
、

滇池都为重富营养型
。

由于水污染
,

使取水成本增加几倍至 20 倍
,

据估算
,

我国每年污染损失 80 0 亿元
,

其中水

污染损失 33 7 亿元
,

自然资源破坏损失 2 12 亿元
。

我国本学科的中
、

长期发展方向和 目标

1
.

加强以流域为单元的环境水利研究 对于水资源保护
、

利用和综合开发与管理
,

流

域是最合理的自然地理单元
。

对流域环境水利的研究要把生态系统的自然演变提高为把生态

系统与环境水利有关的人类经济
、

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

2
.

开展水污染控制与水资源保护的理论和技术的研究 过去 10 年
,

我国在水污染控制

与水资源保护的理论和技术研究中
,

对点源污染研究较多
,

面源污染研究较少
,

对地面水污染研

究多
,

地下水研究少
,

对一般有机污染和有毒物污染研究较多
,

对具有长期慢性影响的有机化学

物质研究较少
,

今后应全面照顾
。

此外
,

对酸雨造成的水体污染与防治技术亦应加强研究
。

3
.

重视基础理论
,

加强科学试验和实地观测 要提高环境水利学科的科学水平
,

必须

加强基础理论工作
。

环境因素的变化
,

生态的改变相对说来是较长期的过程
,

因此科学研究要

立足于长远观点
,

要建立一批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环境水利观测基地
,

系统地取得资料
。

4
.

重视对环境水利经济学的研究 如何采用经济尺度来分析水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环



2 4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1991 年

境效益
、

社会效益
,

是一个新的问题
,

其中涉及应用于环境水利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尚待探索
。

近年内应优先发展的课题 :

1
.

水质模拟
、

水质规划及环境影响评价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的研究 ;

2
.

大型水库对流域水文情势
、

水质
、

局部气候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变化规律以及水库调控

水质的技术 ;

3
.

污染物质在不规则河道中扩散迁移规律研究 ;

4
.

湖泊及水库富营养化规律及其防治措施 ;

5
.

废热水在水体中扩散迁移规律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

6
.

石油在水体中扩散迁移规律及油污染防治技术 ;

7
.

环境水利经济分析和估算理论及方法的研究 ;

8
.

污染物在地下水中的迁移转化规律及防治污染措施 ;

9
.

面源污染规律及其对内陆水体水质的影响 ;

10
.

酸雨成因
、

分布及对水质的影响 ;

11
.

有机化学物质在水环境中迁移
、

转化规律及其对水生物和人群健康的影响
。

三
、

措 施 和 建议

1
.

建立国家一级环境水利综合研究机构
,

把基础研究作为重点 ;

2
.

设立若干环境水利科学试验观测站取得系统的资料 ;

3
.

选择典型流域进行以流域为对象的水资源保护
、

开发与生态协调发展 的试点建设 ;

4
.

加强高校有关系科中环境水利的教学内容
,

有计划地资助组织出版专著和教材
。

5
.

把环境水利学科纳人水利大类的重要分支
,

并在基金会年度资助指南中有明确的方

向
,

以吸引和指导广大科学工作者有计划地从事这个分支的科学研究 ;

6
.

通过国家立法
,

明确规定
,

凡国家投资从事的科学试验资料属全民所有
,

应向国内一切

科技人员无偿提供
,

促进科学事业繁荣 ;

7
.

建立环境水利专家网络
,

作为咨询机构
,

以便及时掌握动态
,

制定切合实际的学科发展

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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