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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是我国经济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环境管理方面，虽然水资源的管

理在我国受到了足够的重视，但在意识和管理技术方面

仍存在许多问题。为有效保证水资源管理质量，实施有

效的防汛灾害管理，需要认真研究水资源的水文环境管

理特点，制定专项管理方案。一旦管理出现问题所产生

的影响程度是永久性的，还可能导致洪水的出现从而造

成严重的经济和财产损失。

一、水文水资源环境管理的重要性

水文水资源是当今发展的重要产物，其存在具有一

定的人文特征。一般而言，水文是指自然界中物理水体

的各种变化、相关运动或相对运动，泛指自然界中水元

素的所有存在状态。本文致力于研究水文的空间分布、

季节变化和区域分布对自然的影响。加强水文和水资源

管理可以起到防汛的作用，通过及时预测洪水出现的时

间和地点，提前做好防洪，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通过

加强水文和水资源管理，可以改进全市地下排水系统，

以及及时做出与开展污水洪水信息相关的改进计划，这

样做既可以防洪，还可以御旱。

二、洪涝灾害的成因

1. 降水时空分布不均

季风降雨的强弱是我国洪水频发的主要原因。这一

现象还造成暴雨在我国各地区广泛分布，导致旱涝灾害

频发。在时间尺度上，会出现更复杂的季节变化，因为

年降水量主要集中在夏季（7-9 月），并且经常会发生变

化，尤其是我国南部和东南部，降水量大，地区差异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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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与同纬度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西北部降雨量较少，

东南部降雨量较多。由于地壳移动导致全球变冷现象加

剧，海陆温差加大，东亚季风环流增强，同时青藏高原

隆升加剧。在我国其他同纬度地区，雨热天气较多，特

大洪水发生频率明显增加 [1]。

2. 地势条件与人类活动

由于我国的地形以局部地层为主，形成了东高西低

三层低坡的地形特征。由于这一特点，我国大部分河流

从西流流向东方。因为这个限制，我国江河的源头地势

陡峭，水流数长达千里。但在中低洼地区，地势急剧下

降，河水逆流，河水流量急剧下降，泥沙大量沉积，极

易发生内涝。随着地球进入人类世界的新纪元，水源已

不再被视为一个自然系统，而是一个适应自然与人的连

接系统，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和不可预测。加强地球（自

然）系统与人类系统整合研究，提供有效的科学策略和

方法非常重要。通过农业生产、森林砍伐和湿地破坏等

活动，人类扰乱了自然的生长，改变了大陆的蒸发、地

下水收集、河流径流和降水。此外，人类的行为产生的

气候变化正对局部地区甚至全球内水的运移和储存造成

严重的破坏。

3. 水土流失严重

此外，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以及由此产生的滑坡和

泥石流对洪水的发生也具有显着的影响。一是降雨过多

引起水土流失，二是水土流失过程进一步促进了洪水的

形成和发展。的确，水土流失严重破坏了森林植被和土

壤资源，削弱了生态环境，削弱了土壤控蓄水的功能和

能力，大大增加了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和强度。溪流、湖

泊、水库的长期高水位增加了伴生河道内的水位超越了

两侧陆地，在地面形成“落河”，也助长了洪水的形成和

发生。

三、水文水资源环境管理与防洪减灾存在的问题

1. 水文水资源监测设备较为落后

在水文和水资源管理的框架内，水文和水资源监测

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深入了解水文和水环境状况，将

能够在第一时间采取相应的对策。水文监测工作不能只

由人力完成，需要先进的监测设备来支持。对监控工具

有更高的要求，以保证各种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但

是，鉴于目前的实际情况，水文和水资源管理中使用的

监测工具极少，功能也相对较慢，这导致了水文和现代

水资源的实际应用很难满足人类的需要。资源管理数据

的应用价值小，难以为工作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 [2]。

2. 节水制度不完善

由于我国工业的发展，全国大部分水资源是不可再

生的。在淡水资源消耗量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我国的淡

水储备濒临枯竭。通过确保水资源的有效管理，从而解

决淡水资源枯竭的问题。但从实际的运行情况来看，我

国现有的节水体系建设并不完善，节水监测管理的发展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3. 水文水资源环境管理手段落后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我国现已全面进入信息时代。

信息技术的出现给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了新的变化。信

息技术在水文和水资源管理中的应用可以有效提高水文

水资源管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然而，由于缺乏水文水

资源管理信息，以及缺乏水文水资源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因此，数据和信息的收集是非常片面的，导致管理工作

的进一步开展也无法提供数据支持。数据无法准确提供

会导致水文水资源决策缺乏合理性，阻碍了水文水资源

在环境管理和防洪领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救灾也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4. 工业发展对水资源的破坏

据目前分析，我国工业废水处理的经验和技术相对

较晚，尚未达到相关行业标准。因此，我国提出了节约

城市用水和减少废水排放的建议，但缺乏基本标准和管

理意识，在具体的管理上依旧不能有效施行。适宜的水

资源管理方法，要根据现有的水资源和环境特点，提供

合适的技术，协调产业的进步与发展。

5. 基础设施不足

我国水资源和环境问题中基础设施不足是目前的一

个主要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资金。近

年来国家的发展有所好转，国家在水文和水资源管理方

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其中大部分资金都投入到了水资

源设施的建设上。这并不利于水文和水资源的长期管理，

使基础设施退化和相关技术水平提高，管理水资源的任

务变得更加艰巨。因此，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提供更多

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是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使这

一现象得以改观 [3]。

四、基于水文水资源环境管理的防洪减灾措施

1. 加大水利投入，提升地区水资源管理基础设施水平

通过提出水文环境管理建议，加大对水利基础设施

的投入，不断提升地方水文水利基础设施的整体水平，

提出改进水文管理的建议，增强防汛减灾能力，有效防

止洪涝的出现。可以通过建设水资源工程，引进先进的

节水设施和节水技术，实施水资源的水文环境管理。自

古以来，每个地区都开展过开展了水利工程，三道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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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观音阁水库等。这些水利工程设施在长期运行后，

水库结构稳定性和大坝稳定性会变差，从而影响水利工

程的安全，还容易受到天气条件和自然气候的影响，从

而出现严重的洪水。因此，有必要加大对水利工程的测

试和维护，从而使水利工程设施可以稳定的运行，能够

发挥出水资源及时调配的作用。需要根据当前的需要，

对各种技术进行灵活分类，如水温遥测技术、无线传感

器技术、GIS 技术等，构建水环境背后的实时监控系统。

2. 完善灾害监测系统

通过对水文水资源的有效监测，及时发现灾害信息，

帮助相关部门制定预警和防汛恢复方案。借助有关自然

灾害的信息，可以及时了解自然灾害的原因并制定科学

的预防策略。获取自然灾害信息对于防汛防灾至关重要，

也是防汛减灾的关键。水闸观测站建立系统的监测网络，

可对水闸和水环境进行全面监测，制定防汛减灾、保护

水环境、高效利用水资源等方面的规划。在灾害信息监

测的基础上，可以开发出完整的灾害监测系统，对多种

灾害进行多种分析。在水灾系统中，水文预警系统是重

要的组成部分。水文水环境管理需要运用现代设备和方

法建立水文预警系统，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收

集和分析数据并快速获取信息，了解水文水环境的变化

及时进行信息交流，让水文水环境管理在防灾减灾中发

挥重要作用。

3. 引入先进技术，构建现代化水文水资源管理平台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以及多种先进技术构建现代化、

智能化的水文水环境管理平台，关注当地水文环境水资

源的实时变化和特点，提高水文治水现代化水平。加大

水文水资源生态管理技术的投入，利用大数据技术和人

工智能构建水文水资源生态管理框架。有必要通过在指

定区域安装传感器来传播当地水文，水生环境实时改变

数据。智能系统建立专门的数据库，将分析得到的水文

报告录入专门的数据库，借助专家知识分析洪水和灌溉

灾害的风险，以及提出接下来的工作的建议，为有效可

行的水资源管理、防洪和减灾建立框架；工作人员还可

以创建数字水文网站，利用遥感遥测技术、BIM 技术、

可视化技术等展示水文和水环境动态图表，实时分享和

分析当地水文变化。在此期间可能会出现突发现象，而

这种技术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早期预警。有了这个

系统和这个网站，就可以创建一个防洪预警系统，从而

减少洪涝所产生的灾害 [4]。

4. 建立起数字水文监测站网

当前，我国的社会经济水平和科技水平不断发展，

人们的生活质量正在发生显着变化。水文和水资源对于

我国的社会发展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非常重

要。如何科学地使用已经成为人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重

要课题。这几年来，水文和水资源已然成为加快农业发

展和我国发展的最重要环节。多年来，我国许多地方都

发生了与水资源有关的灾害，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经济

发展。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迅速的发展，在特定情况下

在水资源管理过程中，将信息技术与水文站点的实时监

控相结合，可以获得更准确的信息。这种技术在构建数

字网络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数字水文观测站

实际使用过程中，对各类水文观测站进行实时监测，主

要采用信息技术、遥感技术和全球定位技术。如有异常

情况，可以及时通知控制中心。随着我国现代科技水平

的不断提高，水文站成为自动检测降雨和水位的关键。

可以提高防洪减灾的综合效果，对我国经济状况的改善

有很大的贡献。

5. 提升数据信息采集的全面性

水文水资源数据和信息是实施相关环境管理目标和

防汛防灾措施的主要依据。收集各类数据很重要，尤其

是是地质构造信息、径流分布信息和地下深度数据。在

收集信息（包括数据）的过程中，必须保证数据的完整

和可靠。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数据系统等，执行监视

任务，密切关注目标，时刻监控水位，还要确保它们不

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但是，当因为人为错误而出现问

题时，必须及时收集数据，以避免信息收集出现问题，

特别是数据的重复或遗漏。同时，要通过推理和计算的

形式进行一些数据修正处理，如果时间超过 20 小时，则

无法修正数据，从而出现各种安全隐患以及诸多风险。

在保证数据有效采集和系统高效运行的同时，建立防汛

减灾措施应用机制，提高环境管理效率，确保防汛减灾

风险水平 [5]。

6. 大力推行节水管理，提高区域水资源利用率

我们应积极鼓励合理利用水资源的措施，在防止

旱涝灾害的情况下，要计划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从我国

2020 年降雨的实际情况和特大洪水的发生情况来看，我

国水资源分布不均。长江流域周边地表径流持续增加，

洪水频发。西部和西北部内陆的水资源仍然稀缺。因此，

不仅要在日常生活中促进节水，而且要促进对天然水资

源的保护，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节水管理。这表明

不同地区可以加强地区间的合作，相互交流，高效且有

效地管理资源。为应对暴雨，将额外的水源引向缺水地

区，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降低洪水风险，有效降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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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风险。一些地方，通过积极推进节水管理，可以在暴

雨过后及时恢复水资源，改善地表径流和地下水抬升，

防止洪水和自然灾害的发生。可以有效避免洪涝现象，

同时实现水资源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提高国家水文、

水资源和自然管理的整体水平 [6]。

五、结语

总体而言，水文对于合理利用水资源、正确实施防

洪减灾措施具有重要意义。能有效降低水电灾害发生的

几率，有效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现阶段水资源水文环境

管理还存在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工作效率和质量，不

利于有效开展防汛治水活动，消除自然灾害后果。在这

种情况下，相关人员必须树立正确的工作理念，充分认

识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工作质量，减少涉水灾害发生的

可能性，确保人们的生命安全。

参考文献：

[1] 廖治棋，范北林，黄莉 . 浅析水文水资源防洪减

灾与环境管理措施 [J]. 农业灾害研究，2022，12（05）：

108-110.

[2] 沈比几，祝佳.水文水资源环境管理与防洪减灾措

施探讨[J].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2022，51（03）：29-31.

[3] 郑强 . 水文水资源环境管理与防洪减灾措施分析

[J]. 乡村科技，2022，13（02）：132-134.

[4] 赵祎雯 . 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与防洪减灾措

施研究 [J]. 环境科学与管理，2021，46（11）：157-161.

[5] 朱汝洪 . 探究水文水资源环境管理与防洪减灾措

施 [J]. 绿色环保建材，2021（06）：179-180.

[6] 冯越，周启明 . 水文水资源环境管理与防洪减灾

对策分析 [J]. 智能城市，2020，6（21）：46-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