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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我国水环境的几点思考

郑铭，李林华
江苏大学生物与研=境工程学院J

摘 要：报告了我国水资源短缺以及水的不合理、不科学的利用造成严重的环境与生态F题

的现状，阐明了只有确立水经济观念，建立节水型社会，把水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加强水环境的科学

研究、科学管理和法制建设．才能保护好我国的永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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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世纪水环境的回顾

20世纪在我国文明史上写下绚丽夺目的一

页。从闭关自守的封建主义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再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从小农经济到工业化，从自动化到信息时代，

经济迅速增长，人们进入小康社会，中国已成为世

界经济增长的耀眼点。然而水环境的恶化也伴随

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严重。因此江泽民总书记在

新世纪第一年的“七一”讲话中为全国人民描述的

未来蓝图中就重申了“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

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与生活。坚

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

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态

环境，改善公共设施与社会福利设施。努力开创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永环境应包括水资源的利用、保护及污染防

治两个方面。

1 1 我国的水资源及利用状况

我国水资源短缺是个不争的事实：多年

来，平均水资源总量约为2800亿m’，位居世界第

6位；人均水资源量约为2350m3，仅相当于世界

人均水量的I，4，列世界第110位，属于13个严

重的贫水国家之一；目前，全国水资源利用程度

已达到水资源总量的1 8％，处于水资源危机的边

缘。然而这些有限的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问上的分

布又极不均匀。东部南部水资源相对丰富，约占全

国降水量的2，3，西部与北部水资源相对匮乏。降

雨又大多集中在7、8、9月份，造成地面径流’J

水土流失，无法有效地成为地下水和灌溉水。加

上20世纪后半叶世界性气候异常，厄尔尼诺现象

及姗娜拉现象频繁出现．北方长时间下旱，南方

又遭洪涝灾害，黄河多年长时间大流域断流，地

下水位连续下降。北方缺水城市已从六七十年代

的几个发展到20世纪末达几十个。另外，除了降

水量减少外，人为围湖造田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一方面我国水资源短缺，另一方面我国用

水浪费。据水利部统计，近年来我国农业用水总

量几乎没有增长情况下，因实施r一些节水措施，

扩大灌溉面积近1，15亿ha。但占我国用水量80％

以上的农业还没有实施节水措施，灌溉用水粗放，

节水的潜力还很大。据保守估计约有35％～45％

的农业用水被白白浪费了。这包括大水漫灌，渠

道渗漏，灌溉定额过多，不适时的灌溉，农田灌溉

系统的不合理，土地平整不够等。长期以来，由于

灌溉工程的“重建轻管”现象严重；元偿或低偿使

用普遍；水法不够完善，执行不力；管理人才少，

管理水平低，缺乏科学、合理的水资源管理等，更

大程度地加剧了水资源的浪费。据专家估计每年

供水管网渗漏水量就达到供水量的1／3之多。I“业

和中水道尚未建立，水的重复利用率很低。

1．2 我国水资源的污染防治

目前我国对水体的污染十分严重。据统

计，我国每年废水排放量为35亿l，其中r业废

水为25～27亿t；农业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也是

水资源污染的重要问题。南方地区长期采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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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减少地下水的开采或减少灌溉用水，增加生

态环境用水，减少灌溉回归水的排放，而月扩大

了农田实播面积。近20年以来，我国灌溉用水

量基本保持在3600亿m1左右，但粮食总产量从

4500亿k增加到4900亿虹，单位面积的灌溉用

水量明显减少。据专家研究在目前水资源条件下

至少可增加现有灌溉面积的1／3，可见节水潜力

十分巨大。近年来的工厂化农业表明其用水仅为

传统的l／3。—【业节水与城市-生活节水—r作尽管经

过多年努力，总的水平还是比较低，因此政府应通

过法规和税收，对费水型企业加以限制，在管理上

采用滴水汁量，限额供水，超量加倍，节水受奖，

使大多数企业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只有这样一

个节水型的社会才有政策、法律和思想保障。

建立节水型社会，尽管会有许多矛盾，但只

要坚持不懈，经常抓，反复抓，像计划生育那样作

为一个基本国策，在21世纪中叶建成节水型社会

是可能实现的。

2．2理顺关系。还水环境以一个整体

水环境原本是一个整体，但在我国政府机构

中却有水利部、环境保护总局、农业部及城乡建设

部等分别掌管水利工程、水污染防治、农H|灌溉、

城市给排水等，条块分割，职能交叉，不利于水环

境的保护与改善。同时节水1二作与水污染防治又

人为分成两条线，互不交叉，造成资源与财力的新

的浪费。如湖泊富营养化问题在环保界是一个十

分头痛的事情，环保界致力消除废水中的氮、磷等

含量，而这些物质又是植物生产之必须的营养物

质。利用废水灌溉既可减少环保的经济和技术压

力，又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在国外是由各公司

自主开发，而在我国目前体制下，很难有效进行废

水灌溉的研究与开发。又如面源污染问题是导毁

江湖水质下降的主要成因。目前环保部门只能抓

工矿企业的点源污染治理而对于广大农村的化肥、

农药施用量控制则是鞭长莫及。这就导致几次

“零点行动”、“关闭小造纸厂、小化肥厂”的收效甚

微。这就促使我们反思我国管理体制上的缺陷，

是到了理顺关系，将水环境当作一个整体作为宏

观决策的依据的时候了。

2．3加强法制建设．把以法治国落到实处

我国关于水环境法律法规已有水法、水污染

防治法，地面水排放标准等。各行业均有水质排

放标准，然而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甚至弄虚作假

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企业虽有治污设施，但【习运

行成本等原因，专门对待榆查。目前水法和水污

染防治法还有待完善，不能只处以经济处理，对屡

教不改者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广大农村的灌

溉用水和水源污染尚无确切的法律条文加以制约。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以法治国，以德治

国”的思想是新世纪治围的重要方略，目前要以

“三个代表”为指针，通过媒体或举办活动等方式

加大节水宦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广大人民的节水

意识和节水技术水平；抓紧时机落实水环境的各

种法律法规，在西部开发时更要汲取东部建设的

经验教训，树立节水意识，完善政策法规，健全服

务体系，切实做好水环境的保护和利用，防治水污

染以使经济与社会有可持续发展的余地。

2．4以科学研究为先导。切实保护水环境

水环境的保护与利用既是一项涉妓多行业

多领域、多部门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门涉及多学科

的科学。目前在节水技术、水污染防治技术、水资

源开发及调配、水环境法律法规等领域均有许多

科研成果。但众多研究中的学科交叉与渗透由于

管理体制等弊病显得不够。如节水t』水污染防治

的交叉中的废水灌溉，水污染防治与水资源交叉

中的湿地污染，水资源再生与节水交叉中的中水

道研究，水环境法律法规与水污染防治交叉中的

水源控制等等。在新的世纪中水环境科学研究必

须加强众多学科交叉与渗透，并抓好科技产业化

的丁作，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护水环境

3 结语

在21世纪中，水将是制约经济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世纪初就开始注意水环境

的保护与利用，并作为水污染防治工作，我们才能

逐步走向富裕，国家才会强大，实现党中央提出的

到本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才有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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