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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水资源来源于河湖，关乎着生态系统内生物生

命的延续，是人类生活赖以生存的天然物质；同时河湖

还具备自然防洪的功能，能够为人类的发展给予安全保

障。因此，要详细分析河湖管理与保护中的各项问题，

制定针对性的解决策略，完善管理与安全保护制度，使

得河湖的生态自然功能能够得到全面发挥，为社会可持

续发展提供源源动力。随着保护与管理措施的不断完善，

河湖生态系统也更加稳定，既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也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生态支持。

一、河湖管理与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 河湖水域减少

过去在发展社会经济时，人类为了推动城镇化建设

速度，会不断的侵占水资源，开垦荒地，导致河湖水域

受到严重破坏，水域面积不断减少。导致此种问题的主

要因素是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粮食产量的影

响，社会将发展重点放在开垦土地上，随之人们将眼光

转移到填河与围湖造地上，从而获取更多的土地来种植

粮食，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 [1]。比如，洞庭湖近年来水

域流量降低、面积缩小泽宇围湖造地密切相关，面积变

化如图 1 所示。另外，为了提高经济水平，全国各地都

在积极推动城镇化与工业化建设，已有土地无法满足农

业化建设的需求，因此侵占了河湖水域，将其填占为土

地，大规模开发工业建设区。而随意的断流、改变河岸，

使得河湖水域减少，周围的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影响，

一方面，河湖的抗洪能力、调蓄能力明显降低；另一方

面，阻水建筑物严重影响了河湖水质的安全性，威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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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的居民财产、生命安全。

图1　洞庭湖面积变化图

2. 水污染问题严重

随着城镇化速度的不断加快，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

了一系列的污染问题，而水污染问题主要来源于工业化

发展、生活污水、农业农药等等。比如在工业化发展过

程中，初期工业化阶段，由于受到技术因素的影响，导

致企业未采取科学的污染排放处理措施，工业企业带来

的污染问题较为恶劣，使得工业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

放到河湖中，造成了恶劣的环境污染问题。生活污水是

由于城市生活污水可以在开放时可以进行有效的处理，

导致河湖水质受到严重影响，影响了生态环境的稳定性。

农业生产带来的污染主要与农药密切相关，在农业生产

时，会采用农药、化肥等多种化学制品来提高农业产量，

但同时会导致农业污染问题加重。水污染不仅影响了水质

资源，威胁饮水安全，也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 管理与维护体系不完善

过去过度开发利用河湖，导致河湖问题加剧，国家

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加大了河湖管理保护力度，各

个地区也积极的制定了河湖管理与保护措施，形成了较

为完善的管理体系。但是各地区还缺乏针对性的保护管

理体系，使得河湖保护管理只是局限于表面，未真正落

到实处。而日常用于管理的资金投入力度较低，无法保

障河湖保护管理工作的有序推进。

4. 保护宣传工作力度低

当前各个地区都有河湖管理与保护工作的宣传力度

不足，受到传统管理理念的影响，河湖保护工作为得到

社会的充分重视，人类在生活是未及时改变自身的生活

习惯，导致社会各界未全面意识到开展河湖管理的重要

性。甚至有小部分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存在抵抗心理，

直接制约了河湖管理保护工作的有序开展，影响了河湖

管理质量。

二、河湖管理与保护工作的优化措施

1. 完善河湖管理与保护制度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支持，通过法

律体系的完善，能够实现对各方需求的科学调控，保障

河湖管理与保护工作的有序进行。在开展河湖管理与保

护工作时，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管理体系，加大河湖管

理力度，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为管理提供可靠支持 [2]。

在制定相关管理制度时，要充分考虑当地河湖的共性，

结合不同地区河湖的特点，制定更为完善的管理与保护

制度，严格控制影响河湖生态系统稳定性行为的发生，

从而推动管理与保护工作的有序进行，加大管理力度。

2. 加大河湖管理与保护投入

在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推动下，各个地区分别投入

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治理已经遭到破坏的河湖，从而

尽快恢复河湖的生态功能，使其能够尽快发挥出生态作

用。但河湖破坏问题较为持久，且河湖流域面积广，河

流蜿蜒曲折，与普通工程管理相比，管理难度更大，所

涉及到的工作量也就更多，因此在开展河湖管理保护工

作时，要确保资金的支持力度，保障在各项管理工作中

能够有相应的资金作为支持，从而采取现代化的管理手

段，构建专业化的管理队伍，实现河湖管理与保护工作

的创新开展，从而提高综合管理水平。

3. 控制污水排放等污染问题

影响河湖生态系统的关键因素与污水排放密切相关，

为了维护河湖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应当积极改善河湖的

综合质量，控制水污染问题。河湖管理作为新时期的重

点管理内容，加大水污染管理力度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

然需求。工业化、城镇化建设速度的不断加快，导致生

产生活的污水不断增加，因此要加强对各类生活污水的

管理，使其经过处理后符合标准才可排放，水体污染物

排放标准如表 1 所示。严禁未经处理的污水进入到河湖

水系中，从源头加大河湖管理力度，控制水系污染问题，

表1　水体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序号 控制内容 单位
一级

标准

二级

标准

三级

标准

1 pH 值 无量纲 6~9

2 化学需氧量（COD） mg/L 50 60 100

3 悬浮物（SS） mg/L 10 20 30

4 氨氮（NH3-N） mg/L 5 8 15

5 总氮（以 N 计） mg/L 15 20 30

6 总磷（以 P 计） mg/L 0.5 1 3

7 动植物油 mg/L 1 3 5

8 粪大肠菌群数 MPN/L 103 103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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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河湖周围生态环境条件。

4. 构建智慧化监测管理系统

全面掌握河湖周围空间资源分布情况，不断提高动

态化检测技术水平，使得河湖监测水域内河岸线变化能

够得到全面监测，保证各项检测数据的可靠性。在监测

时，可积极构建智慧化的监测管理系统，解除其动态运

行检测功能，实现各项数据信息的共享，为河湖管理提

供可靠数据支持 [3]。此外，也要构建上下联动智慧河湖

管理平台，具体管理流程如图 2 所示。同时也要借助空

间定位自动监测的手段，动态化监测水域空间与水分体

系，提高综合管理水平。在各项数据信息的基础上，可

完善河湖健康档案，制定“一湖一策”，明确管理任务，

实现健康河湖、幸福河湖有效的打造，解决河湖管理与

保护的工作难题，维护周围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性，实

现对河湖周围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图2　河湖智慧管理流程图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河湖管理是一项重点工作，随着工业

化、城镇化发展对河湖周围环境的污染与侵占，影响了

河湖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制约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

此，要进一步完善管理与保护策略，结合河湖的特点进

行针对性维护，借助智慧化手段实现动态化监督，从

而保障和生态系统的平衡，避免出现更为严重的生态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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