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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水利规划中常见问题及优化方法
纪!媛!王兴华!王!健

!无锡市水利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苏 无锡!J"E####

!摘!要"!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生态友好型社会目标"水资源是宝贵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要素"随着经济建设的不

断完善"我国的水利事业已经取得较大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仍然存在部分地区水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象% 区域

水利规划是为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水资源配置问题"有针对性地对区域水利建设进行规划指导"实现区

域水资源合理配置"本文就区域水利规划中常见的问题及优化方法进行简要介绍$讨论以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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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区域水利规划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

程中的水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提高区域防洪除涝能

力#合理地建设水利工程' 水资源无论在发展中国家

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宝贵的自然资源#水资源的日渐匮

乏也已经引起各国环保事业负责人的重视' 合理的水

资源配置需要制定详细的发展战略和区域规划方案'

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水利事业已经取得

很大成就#水利建设质量有了较大提高#但不可否认的

是仍然存在部分地区水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象' 本文

将浅析区域水利规划中存在问题和解决方式'

#&区域水利规划中的常见问题

随着我国全面建设生态水环境工作的逐步展开#

在水利资源规划和管理方面已经取得一些成绩和进

展#但是和发达国家的水利规划工作方案相比仍有一

些差距#体现在整体规划体系不完备)城乡发展不均)

水利建设规模不符合要求等方面' 下面将就目前区域

水利规划工作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做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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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整体规划体系尚有缺陷

例如如何根据具体城市乡村的实际情况来设立合

理的水利规划方案#达到合理使用和保护水资源#避免

浪费的目的' 在夏季防汛和冬季防旱工作开展时充分

发挥水资源合理规划的优势#尽力减轻因这些自然灾

害带来的经济损失' 同时#水利规划工作始终没有和

生态环境建设取得必要的联系#其发展过程还是一个

独立的系统' 如何将整体水利规划系统与城市生态环

境建设有机结合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

题#理应做到全面有效地开展水利治理工作#合理分配

水资源#同时对生态环境建设也做出贡献'

JDJ!区域水利工作开展不到位

前面提到要根据城市和乡村的具体需求来制定水

利规划工作' 这是由于夏季洪水泛滥和冬季大面积干

旱会对农田中的农作物生长产生巨大危害#乡村的水

利规划工作一直是重中之重#令人欣慰的是可以看到

目前区域水利规划工作已经得到较好的控制和实行'

然而#随着区域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城市密度日渐增大#

区域的水利规划工作的薄弱之处就渐渐凸显出来' 在

遇到极端气候之时#城市的水利系统极其容易瘫痪#造

成路面积水#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人身财产受到

威胁等不良后果' 这是由于一直以来城市的水利规划

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规划体系的某些重要

环节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和发展#在面对自然灾害#例如

洪水和暴雨天气时就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目前城

市规划专业人员只是初步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还

没有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方案来改善区域洪涝防灾系统

的问题'

JDI!区域水利建设规模规划不当

在进行城市水利规划时要考虑到该城市的发展水

平和发展背景#将具体实际情况作为最重要的决定因

素#避免制定出规模过大或者过小的规划方案' 例如

某些城市由于水资源规划方案规模不恰当#造成在用

水高峰期区域水体规划规模过小不能满足其需求#为

市民生活造成极大不便' 也有些城市盲目建设水利工

程#其实城市的实际需求远远没有达到标准值#这就造

成了资源的浪费'

JDE!区域规划中水资源配置不合理

区域水资源分布十分不均#为水资源的合理分配

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目前#区域水资源规划方案中

配置不合理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例如华北地区用水一

直很紧张#而西南片区用水还有富余#这样的不均衡分

配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华北地区一些城市的发展#所以

应该尽量做到考虑城市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实际背景来

进行水利规划工作'

JDL!未制定详细的防洪排涝计划

雨水较多的季节#防洪排涝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就

会不断显露出来' 尤其近两年#我国很多城市都受到

了洪涝灾害的影响#由此表明区域水利规划中还有很

多地方需要改善#如暴雨后路面积水严重#雨水倒灌到

地下车库#庄稼被淹死#这些问题不但造成了经济损失

也危害到市民的生命安全'

,&区域水利规划的优化

由上文可以看到区域水利规划工作还有些欠缺和

不足#下面将继续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有效的优化

措施'

ID"!优化整体规划体系

城市水利规划专业人员在对某个城市进行水利规

划之前#应该进行至少为时一个季度的调查和资料准

备工作' 其中包括充分考虑城市实际需要和历史背

景#了解城市过去的发展情况以及将来的发展规划#以

一种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来制定规划方案' 另外#加强

其他具体的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考虑工作#例如根据

城市规模制定配套的合理的水利工程#一方面不会造

成水资源供不应求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也不会造成

资源浪费等情况'

转变传统的区域水利规划理念#树立可持续发展

的规划理念#实现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相结合)城市水

利发展与农村水利发展相协调的目标' 要用现代化的

水利规划理念和方法指导水利整体规划体系的制定和

优化#这就要求根据区域的实际情况#运用系统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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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论)控制论等科学方法#最终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水利

规划体系'

IDJ!适当提高城市防洪除涝安全标准

城市的防洪除涝水利规划工作一直没有得到应有

的重视#导致其一直是限制城市发展的一个薄弱环节'

应当制定适合城市发展情况和发展背景的水利规划方

案#积极做好方案落实工作#抓住城市最基本的需求'

0D合理考察#制定规划策略' 根据区域经济的问

题#提出切实可行的防洪排涝措施'

DD划分等级#确定防洪标准' 根据区域实际地理

特征对易发洪涝区#确定治涝防洪标准'

;D建立综合控制系统' 加强区域防洪应急能力#

进一步做好防洪减灾工作#建立洪水预警预报#以及抗

洪救灾等防汛信息的综合指挥控制系统#使防洪除涝

工作更加科学合理'

FD正确处理区域水资源治理和水资源利用与生

态环境的关系#避免水利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避免水

利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有效防治因生态环境恶化而

造成的洪涝灾害'

IDI!合理制定区域水利建设规模

可以看到#如果水资源建设规模过小#在夏季用水

高峰期#区域供水系统运作速度跟不上#会造成城市居

民用水困难的不便情况-相对的#如果水资源建设规模

过大#虽然在用水高峰期也能够很好地满足市民用水

需求#但是又造成了资源浪费#水利工程的建设本身对

生态环境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做到充分地)全面地

调查了解一个城市的发展背景和实际情况以及其未来

的发展规划#从而制定出一个符合其短期需求以及未

来长期需求的规划方案#这个方案必须要是合理的)合

适的#才能更好地满足城市发展需求'

IDE!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利用

在对区域水资源进行分配时#要充分考虑生态)经

济)社会及环境等因素#科学合理地利用水资源系统的

特征#真正达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 在进行区域

水利规划时#要保证经济发展对防洪)除涝)供水以及

灌溉等方面的要求#充分考虑到区域水资源可利用量

和生态环境对水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实现水资源可持

续性发展'

IDL!将水利规划与生态建设相结合

虽然全面建设生态环境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现

在人们已经普遍拥有较高的生态意识#但是作为生态

环境建设中重要一环的水利规划被了解的程度还远远

不够' 很多城市规划人员在进行城市水利规划工作时

过于急功近利#目光短浅#没有综合考虑到短期需要和

将来的长期需要#造成规划方案不合理#生态环境不仅

没有得到改善反而遭到了进一步破坏' 普通市民对水

利规划工作的了解更加浅薄#仍停留在传统方式' 所

以#应该积极加强落实水利规划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水

利规划的实际项目中去' 将水利规划工作与生态环境

建设工作有机结合#使水利规划不再单独自成体系'

这样不仅有利于水利规划工作的顺利开展#也对社会

的生态环有益'

.&结&语

通过区域水利规划合理配置水资源是一项复杂的

工作#对达成生态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目标有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需要我国水利规划专业人员不断学习)开拓

进取#在实际工作中做好充分调研)积极学习和利用国

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用务实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将我

国的区域水利规划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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