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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方式的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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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利工程是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然而，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

存在诸多问题，如水质污染、生态环境保护与水利工程建设之间的矛盾、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水利

工程的正常运行，也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产生活质量。文章提出了针对性的管理策略和创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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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that ensures the safety of national and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and promote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i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such as water quality pollution, the conflict betwee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low water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These problems not only affect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but also direct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The article proposes 

targeted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innovative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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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利工程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水

利工程的有效运行管理对于保障国家的经济、社会和生态

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

存在着多种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限制了水利工程的有效利

用，同时也对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了威胁。因此，探究水

利工程运行管理方式的创新方法，对于解决这些问题至关

重要。 

1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水利工程水质污染问题 

水利工程是我国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为人们提供了

大量的用水资源，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

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水质污染问题一直是一大难

题，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水质污染问

题是指水体中存在的各种有害物质，包括工业废水、生活

污水、医院污水、农业面源污染等。这些污染物的直接或

间接排放都会对水质产生影响，严重影响水的利用效率和

生态环境的健康。首先，水利工程的建设和运营会导致水

质污染问题的产生。由于水利工程建设需要对水体进行开

发和改造，施工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和废渣，进

一步影响水质
[1]
。另外，水利工程的运行和维护也会产生

废水和废弃物，如果不及时处理和排放，也会对水质产生

影响。其次，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水质污染问题更加严重。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的人口密度不断增加，生

活污水的排放量也随之增加，工业化进程也加速了城市污

染的形成。大量的污染物直接排放到河流、湖泊等水体中，

严重影响水质。此外，农业生产中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也是

水质污染的重要原因，随着我国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化肥

和农药的使用量不断增加，大量的农药和化肥通过渗漏、

流失等途径进入河流、湖泊等水体，导致水质污染问题更

加严重，水利工程水质污染问题是制约我国水资源利用和

管理的重大问题。为了解决水质污染问题，需要加强水质

监测和管理，建立完善的污染防治体系，提高水资源的利

用效率和管理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水利工程的

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 

1.2 水利工程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水利工程是保障国家水资源利用的重要基础设施，但

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却可能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影响，

引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水利工程的建

设与运行往往需要开垦耕地，建设大坝、水库、水闸等设

施，这些都会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导致生态系

统破坏、生物多样性下降等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水资源

的分布不均，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往往会对生态

系统进行调控，如水库蓄水调度、河道治理等，而这些调

控措施也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水

利工程中的水库蓄水调度可能导致河流干枯或涨水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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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进而影响到河流生态系统的平衡，甚至造成河流断流，

对于沿岸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此外，在水

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土地往往需要大量地清理、改造和拓

展，导致生态系统失去大片自然生态空间，土地质量下降，

生态系统面临破坏和灭绝的威胁
[2]
。因此，如何在水利工

程建设和运行中平衡水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是当前

亟待解决的问题。 

1.3 水利工程与农业生产的协调发展问题 

水利工程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密切，水利工程对于

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水利工

程运行管理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协调发展的问题，具体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水利工程建设和农业生产的

规划和实施不够协调，导致资源利用不合理，一些水利工

程建设与农业生产需求的不匹配，导致水资源浪费和农业

生产低效
[3]
。另一些农业生产和水利工程建设相互矛盾，

导致农业生产受到限制，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水利工

程的管理与农业生产的要求不够相适应，造成了浪费和损失。

例如，水利工程的灌溉方式不合理，导致水资源浪费；水利

工程建设不完善，灌溉设施老化，造成用水效率低下等。 

1.4 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问题 

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资源，而水资源

的供应却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过程中，

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问题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一

些地区，由于开采地下水过度，导致了地下水位下降、水

质恶化等问题，而且一些水利工程的建设还存在追求规模

而忽视节水的问题，导致了大量的水资源浪费。现有的水

资源利用技术较为陈旧，应用的范围较窄，不能满足不同

地区、不同行业的水资源利用需求。例如，在农业生产中，

传统的灌溉方式浪费了大量的水资源，同时也给土壤和农

作物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害。此外，水资源管理体制不完善

也是导致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因素。在我国，水资源管

理责任被划分给多个部门，这些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合作存

在不足，导致了水资源的开发和管理工作无法有机结合，

水资源的定价和交易机制也不够完善，无法引导社会各方

面合理利用水资源。所以，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问题在水

利工程运行管理中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需要引起相关

部门的高度重视，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4]
。 

2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方式的创新方法 

2.1 针对水质污染问题的管理 

水质污染是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中的一大问题，其给生

态环境、人民健康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为了解

决水质污染问题，需要采取创新的管理方法。 

首先，加强对水质污染源的监测和管理。在水利工程

运行管理过程中，需要对污染源进行精细化管理，利用现

代化监测技术对水质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理污染

源，还需要建立健全的污染源追溯和责任追究机制，明确

污染者的责任，形成有效的监管和约束机制。其次，提高

水质净化处理技术水平。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采

用先进的水质净化技术，提高水质净化处理效率和质量，

降低运行成本，还需要加强对水质净化处理设施的维护和

管理，保证设施正常运行，以提高水质净化处理的效果。

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需要加强对公众的水质保护

意识宣传，提高公众对水质保护的重视和意识，推动公众

积极参与水质保护，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水质保护教育培训，

提高他们对水质保护的认识和技能水平。因此，针对水质

污染问题的管理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加强污染

源的监测和管理，提高水质净化处理技术水平，加强对水

质保护的宣传和教育。只有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才

能有效地解决水质污染问题，保障人民健康和经济发展。 

2.2 解决水利工程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 

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困

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水利工程建设过程

中，往往会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生态系统的破坏等问题。因此，如何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

过程中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与水利工程建设之间的矛盾，成

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建立健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制度，

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全过程中。在

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建设、运行管理等环节中，要充

分考虑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通过科学规划、科学设计、

科学施工、科学运行管理等手段，减少水利工程对生态环

境的破坏。采用先进的水利工程技术，减少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比如，采用生态水文技术，控制水库蓄水、泄洪，

维持水域生态平衡，采用生态恢复技术，修复受损的生态

系统，采用环保型材料，减少水利工程建设对环境的污染。

再次，要积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

环保意识。水利工程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是全社会的责任，

必须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氛围，增强环保意识，营造良

好的生态环境。总之，要解决水利工程与生态环境保护之

间的矛盾，需要全面加强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建立健全的

管理制度，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加强环保宣传教育，形

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环保氛围。 

2.3 促进水利工程与农业生产协调发展 

水利工程与农业生产的协调发展问题是由于传统的

水利工程建设往往注重灌溉水量的保证，忽略了农业生产

对水质、水量和水时空分配的要求，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

浪费和污染。在实践中，农业灌溉对水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要求水利工程在保证水量的同时，提高水质，特别是降低

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活动对水质的影响，以保证农产品

的质量和安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探索新的水资源

利用方式，促进水资源与农业生产的协同发展。推广现代

化的农业灌溉技术，如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通过

对水的分配和利用来提高灌溉水的利用率，降低浪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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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水资源调度和管理，实行分类管理和分级利用，根据不

同的水质要求和农业需求进行分类管理和分级利用。发展

新型的生态农业，通过生态农业的方式减少农业活动对水

资源的污染和浪费，同时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最后，建

立健全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体系，强化水资源管

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性，加强对水资源的监管，确

保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可持续利用。促进水利工程与农业

生产的协调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创新，只有通过

不断地创新和完善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方式，才能实现水资

源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2.4 加强水利工程维护保养 

水利工程的维护保养是保障水利工程长期稳定运行

和延长其使用寿命的关键。然而，现实中存在着水利工程

维护保养不到位的情况，为加强水利工程的维护保养，建

立健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制度。建立完善的运行管理制度，

包括水利工程运行和维护保养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制度、

设备保养管理制度等，明确各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和工作内

容，严格执行各项规定，加强对水利工程的监督检查，及

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加强对水

利工程设备的检修、维护和更新，提高设备运行效率和安

全性，提高工作人员的维护保养技能和专业素质，增强其

对水利工程的了解和认识，掌握各类设备的使用和维护方

法，确保设备运行正常、安全、稳定。加强对广大农民和

水利工程使用单位的宣传教育，提高水利工程维护保养的

重要性，普及维护保养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提高农民和水

利工程使用单位的保养意识，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减少

人为因素对水利工程的损害。总之，加强水利工程维护保

养，不仅可以保障水利工程的长期稳定运行和延长其使用

寿命，而且还能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2.5 创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方式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传统的水利

工程运行管理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因此，需要

创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方式，以提高其管理效率和水资源

的利用效率。采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

段，建立水利工程的智能化管理系统，通过对水位、水流

量、水质等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问题，并及

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水利工程的管理效率和响应能力。 

在水利工程的设计和建设阶段，注重环保和节能，采

用生态景观设计和绿色建筑材料，减少水利工程对生态环

境的破坏，提高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利用新型节水灌溉技

术和高效节能水泵，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能源的消耗，提

高水利工程的资源利用效率。另外，可以采用公众参与的

管理模式，鼓励社会各界对水利工程的监督和管理，建立

水利工程管理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加强对水利工程

的巡查和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并向相关部门提出建议和

意见，促进水利工程的优化和改进。总之，创新水利工程

运行管理方式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保障生态环境的

重要途径，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注重环保和节能，

加强公众参与，实现水利工程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3 结语 

综上所述，文章探讨了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及其创新管理方式。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讨论，

提出了针对水质污染、生态环境保护、农业生产与水利工

程协调发展、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以及维护保养不到位等

问题的创新管理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

和技术标准、加强协调管理和监督、推广先进的水利工程

技术和设备等。这些方法的实施可以提高水利工程的运行

效率，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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