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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与防洪减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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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自然环境较为复杂，部分地区在雨季容易出现洪水问题，为做好防洪减灾工作，并加强对水文水资源

生产环境的保护，必须做好对生态环境的貂蝉，针对洪水问题相关影响因素进行考虑分析，如气候变化、土地沉降、

城市和人口问题等，从而对现有防洪减灾措施中存在的疏漏进行调整，做好对环境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

无论是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还是防洪减灾，其想要好做好工作质量的有效保障，必须做好对各个方面影响因

素的全面考虑，针对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特点展开工作，才能促进相关工作的合理优化，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

护和高质量防洪减灾措施的健全。本文就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与防洪减灾措施进行研究，以期推进水文水资源

的合理利用，助力我国环保事业和自然灾害防控事业的进一步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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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a complex natural environment, with some regions being prone to flooding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flood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reduction efforts and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hydrological 

and water resources production environment, it is essential to give due attention to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is paper considers and analyzes factors related to flood issue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land subsidence,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growth. This analysis allows for adjustments to the existing flood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reduction measures to 

address any shortcomings, ensuring the safet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lives and property of the people. Whether it is the 

protection of the hydrological and water resourc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r flood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reduction, effective 

assurance of work quality requires a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Tailoring efforts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regions is essential to promote the rational optimization of related work and 

achieve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sound implementation of high-quality flood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reduction measures. This paper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hydrological and water resource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flood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reduction measures, with the aim of advancing the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natur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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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洪涝灾害作为常见自然灾害中的一种，其影响范围

较大，并且会对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造成破坏性的

影响，因此必须重视防洪减灾措施的优化完善，尽可能

地通过预防的方式，将影响控制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同

时，做好对水文水资源的重视，加强对水文水资源生产环

境的保护力度，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

一、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与防洪减灾

1.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

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必须考虑到当前的自然条

件，需要大量真实、准确的数据信息来进行分析考虑，

从而做好对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际落实效果

的保障，如图1所示，在水利部领导下，珠江委会同广

东、广西两省（自治区）全力推进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

工程有关工作，收集了该位置的生态环境相关资料数据，

进而最终形成了具有较强参考价值的水文水资源生态环

境保护方案，总体方案获水利部同意并印发审查意见，

工程试验段于2020年12月25日开工建设，是重要的生

态、民生和乡村振兴工程。随着近年来全球性环境变化

速度的逐渐加快，我国的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虽然我国在该项工作中投入了大

量的资源和成本，但是依旧有部分地区的人民群众由于

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管理方面的问题，导致生命财产安

全受到威胁[1]。因此，在后续工作中还需要进一步做好

对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针对各个地区

的水文水资源利用情况，比如工业用水、水力发电、生

态系统等重要内容进行全面了解，坚决治理好水文水资

源环境，促进水文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图1　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工程区域示意图

2.防洪减灾的必要性

水资源在文明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在长期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大多数居民的聚集地都处

于水资源相对丰富的位置，借此满足居民的用水需求，

但同时如果出现洪涝灾害，居民的生产生活也会受到巨

大的影响，甚至威胁居民的生命安全[2]。高度重视防洪

减灾工作，推动防洪减灾措施的有效落实，能够尽可能

地将洪涝灾害的影响缩小到可控范围内，保障居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如图2所示，多个地区都针对水体进行警

示牌的设置，并做好对安全防护措施的使用，实现对洪

涝灾害、水体涨幅变化影响力度的控制。具体而言，在

防洪减灾措施的支持下，可以针对不同地区自然环境条

件的变化，做好对洪涝灾害的预防，做好对洪涝等自然

灾害风险等级的明确，选择合适的防控措施，从而有效

保障当地居民生存环境的稳定性，避免对当地居民的生

产生活造成破坏性影响，减少后续恢复生产过程中需要

投入的资源和成本。同时，做好防洪减灾工作还能避免

水资源受到污染，减轻水资源污染处理方面的工作压力，

保障水资源供应的相对稳定。

图2　防洪减灾相关警示牌

二、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与防洪减灾工作现状

分析

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与防洪减灾工作在实际落

实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管理信息化水平降低、缺

乏完善的制度支持、设备设施功能不全等。

第一，管理信息化水平不足。在水文水资源生态环

境保护与防洪减灾工作中，由于工作环境的限制，许多

地区的管理工作在实际落实过程中往往会存在信息化水

平不足的问题。此类问题主要体现在信息化管理系统的

建设和使用上，系统本身无法实现对相关数据信息的全

面收集和当地各个区域情况的监管，加上负责该项工作

的工作人员在信息化技术水平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

信息化管理系统、设备的应用价值受到了较大的限制，

该项工作的落实难度也因此有较为显著的增长。

第二，缺少完善的制度支持。由于水文水资源生态

环境保护与防洪减灾工作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政策要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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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进行考虑，因此在工作处理过程中

往往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由于缺少完善制度的

支持，导致水资源管理工作容易出现形式化特征较强的

问题。同时，没有在缺少完善制度支持的情况下，工作

人员在处理工作的过程中也很难保证行为、操作的规范

性，进而对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落实效

果造成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防洪减灾工作往往也很

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3]。

第三，设备设施功能不全。部分地区在水文水资源

相关检测设备上存在相对落后的情况，设备设施未能得

到及时有效的更新迭代，导致在水文水资源实际监测工

作中，有部分重要数据无法得到有效明确。在当前水文

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与防洪减灾工作中，需要较为完善

的数据支持才能做好对工作落实效果的保障。如果仍使

用相对落后且功能不全的设备设施进行水文水资源检测，

最终得出的检测结果也很难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此外，

还有部分地区虽然实现了水文水资源设备的及时更新，

但在使用条件上存在一定的不足，好的水文水资源检测

设备并未得到有效利用，导致水文水资源监测结果的无

法为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与防洪减灾工作提供有力

支持。

三、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与防洪减灾措施的贯

彻落实

1.合理运用信息化技术，加大信息化管理力度

为做好对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与防洪减灾工作

中管理信息化程度不足的问题，必须做好对信息化技术

具体价值的明确，以现有信息化管理系统为基础，做好

对系统的完善，从而实现对信息化管理力度的提升，推

动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防洪减灾工作与信息化技

术的有效融合。在进行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需要重点

做好对信息化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应用，通过对各个区

域的监控，做好对详细资料的收集，按照不同资料数据

的类型进行归纳整理，经过分析处理后将资料数据进行

归档，从而为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与防洪减灾工作

的落实提供较为完善的资料支持[4]。

2.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提升工作规范性

为做好对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与防洪减灾相关

工作处理流程规范性的保障，减少工作落实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问题，降低人为原因对工作成效带来的负面影响，

工作部门需要做好对相关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重点针

对水文水资源相关监管工作给出明确的标准要求和处理

流程，从而实现对该项工作规范性的有效保障。工作部

门在对水文水资源环境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过程中，可

以考虑借鉴当前我国其他地区相关制度，借助其他地区

的成功经验来减少在制度完善过程中需要消耗的成本和

精力。但是，在进行制度借鉴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明确不

同地区的基础条件存在明显差异，需要从当地条件进行

考虑，分析与参考地区之间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做好对

水文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调整，从而做好对制度与当地条

件契合度的保障[5]。为进一步做好对工作规范性和工作

质量的有效保障，还需要在水文水资源管理制度下，做

好对责任制度体系的明确，将具体的责任分配到对应工

作人员身上，将工作完成情况与工作人员切身利益联系

起来，从而让所有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落实过程中都能

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一旦出现工作问题，也能及时做

好对问题根源的追溯，将问题影响在第一时间进行有效

控制。

3.严格按照工作需求完成对设备设施的更新迭代

水文水资源检测设备设施是保证水文水资源生态环

境保护与防洪减灾工作相关数据信息真实性、准确性的

重要保障，为工作调整提供详细的参考，确保环境保护

与防洪减灾工作的有效性，避免洪涝灾害对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造成过大的威胁。在水文水资源设备设施

的更新迭代上，需要考虑到设备采购成本较高，需要按

照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与防洪减灾工作需求，有针

对性地做好对水文水资源检测设备设施功能的明确，将

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同时，做好对相关工作

后续调整、发展的考虑，在水文水资源检测设备功能上

进行合理选择，避免后续工作调整后还需要在短时间内

再次进行设备设施更新，造成过大的成本投入[6]。此外，

还需要明确部分地区还存在水文水资源检测设备设施较

为先进，但由于使用、操作水平和对当地自然环境条件

的考虑不足，导致上述水文水资源检测设备的实际价值

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还需要重点做好对水文水资

源检测设备相关操作人员实际操作水平的检查考核，保

证所有操作人员均能做好对水文水资源检测设备设施的

使用。

4.从实际条件出发，持续优化防洪减灾工作处理模式

在自然环境下想要做好对防洪减灾工作的有效落实，

确保实际工作效果有一定的难度，必须要有完善的防洪

减灾工作处理模式才能做好对工作水平的有效保障。为

做好对防洪减灾工作处理模式的建立健全，必须针对工

作部门全体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进行调整，形成正确的

防洪减灾观念，从而为工作处理模式的优化奠定思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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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经过长期以来的防洪减灾工作，工作部门相关工作

人员基本明确在防洪减灾工作中需要重点从预防经济损

失、维护人员和环境安全等方面入手，并按照国家及行

业标准要求，了解当前防洪减灾工作相关影响因素的变

化，保证水文水资源监测工作对上述因素的有效覆盖，

提升防洪减灾工作处理模式的科学性、完善性。最后，

重视水文水资源监测和数据信息采集工作，合理运用当

地水文水资源信息化管理系统，加强对各个地区数据信

息的收集，明确各方面基础条件出现变化，从而及时做

好对防洪减灾工作处理模式的进一步优化。

四、结语

综上所述，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效落

实，是提升水利工程水资源开发效果的重要方式，也是

防洪减灾工作的有力支持。为做好对洪涝灾害负面影响

的控制，尽可能地消除洪涝灾害影响，必须做好对水文

水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视，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助力生

态文明建设工作在我国各个地区的贯彻落实，遏制洪涝

灾害发生频率的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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