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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能力建设对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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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分析水文能力建设对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支撑作用，对南京市水资源现状进行了介绍。

根据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制特点，分析其实施对水文能力建设的需求，从水文的角度出发，提出通

过完善各类水文站网建设，推进水文监测、传输方式的更新，加强水文能力建设，以积极适应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的需要，为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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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南京市水资源现状

南京市水资源的主要特点为降雨总量相对丰富，

本地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水资源量年内年际分配不

均，水旱涝灾害频繁；污水处理率有待提高，局部水体

污染状况严重，但水质恶化趋势有所遏制。

２０１１年，南京市本地现状水资源总量为 ３７．３８亿
ｍ３，其中地表水资源量为 ３０．９６亿 ｍ３、地下水资源量
为６．４２亿 ｍ３。当地可利用水资源量平水年（Ｐ＝
５０％）为１７．５１亿 ｍ３，中等干旱年（Ｐ＝７５％）为１３．２２
亿 ｍ３，严重干旱年（Ｐ＝９５％）为 ８．３９亿 ｍ３。本地水
资源量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过境水

资源依赖性大。

２０１１年，全市１１２个水功能区中，将近 ５０％达标，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 １００％达标，但全市部分水域
水污染问题仍较为突出，水环境质量改善依然面临较

大压力。

２０１１年全市实际用水总量 ４６．６５亿 ｍ３，工业用
水１４．５５亿 ｍ３（含火电）、农业用水（包括林牧渔业用
水）２０．８１亿 ｍ３、城镇生活及公共用水 ９．９０亿 ｍ３、农
村生活用水０．７２亿 ｍ３，生态用水０．６７亿 ｍ３。

２　总体要求

根据《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

意见》，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就是要“坚持以

人为本，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水

资源问题，保障饮水安全、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坚持

人水和谐，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处理好

水资源开发与保护关系，以水定需、量水而行、因水制

宜；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协调

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地表水和地下水关系”，要

“严格控制用水总量，全面提高用水效率，严格控制入

河湖排污总量”。

３　水文在水资源管理中的作用

水资源围绕三水循环在自然界中往复存在，但可

供人类利用的水资源却受到质与量的限制。“水多、

水少、水脏、水混”的“四水”问题具体体现在水资源的

水量和水质两个属性上。要最大限度利用好水资源，

就要解决“四水”问题，把握好水量与水质两个基本属

性。

要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行用水总量控

制管理、强化用水效率控制、严格水功能区监督，做到

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统筹管理，做好水资源优化配

置、合理开发、高效利用、有效保护，都必须有水文基础

资料的支撑。对降水量、径流量、蒸发量、水位、水温、

泥沙、墒情、水质指标及其时空分布情况的长序列连续

监测，可提供真实可靠、及时准确的量、质及其分布数

据、分析评价结果，对水资源管理至关重要。在总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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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下达、用水效率评估、水功能区划分、水资源论证、水

情预报、防洪评价、水资源开发利用、饮水安全规划、节

水规划、需水规划、用水规划、水资源综合规划等众多

与水资源管理相关的事务中，使用长期连续监测的长

序列或同步监测的水文资料，作为分析、计算的基础数

据，是必不可少的关键基础。

近些年来，南京水文局一直坚持为省、市、区县水

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水资源分析评价服务，编制《水资

源公报》、《水质简报》、《地下水监测报告》、水文分析

评价报告、防洪评价报告、水资源论证报告、退水口论

证报告、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等多种分析评价报告，为

水资源管理各个领域提供行政管理、审批、执法的依

据。

４　加强水文能力建设支撑作用分析

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南京水文局在省水利厅及

省水文局的带领下，响应省政府“两个率先”的号召，

树立“大水文”发展理念，以加强监测体系为基础，以

提高测报能力为重点，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提升

服务质量为目标，以科技创新和队伍建设为保障，统筹

规划、突出重点、适度超前、全面发展，实现从行业水文

向社会水文的转变，从数据服务向成果服务的转变，为

南京市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提供有力支撑。

４．１　水文站网体系建设
根据《南京市水文事业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

南京水文局在充分征求省、市、区县三级水行政主管部

门意见基础上，进行站网规划分析；在现有站网基础

上，计划在“十二五”期间进一步调整、完善水文站网

体系，拟增加国家基本水文站 １处、雨量站 ２处、浅层
地下水站４处、专用深层地下水站 ５处、河道报汛站
１９处、水库报汛站２３９处、闸坝报汛站处、雨量报汛站
３２处、墒情站 ９处、城市防洪站 ３３处、水质自动站 ８
处、城市水质站 ３８处、湖泊水质站 ６处、水库水质站
１３处、应急监测站 ７处，累计增加各类国际基本站及
专用站４２３处，形成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水文站网体
系。为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提供全方位的水文

资料，为总量控制红线、效率控制红线、纳污控制红线

分别提供水文数据。

４．２　水文信息传输体系建设
水文信息传输体系的建立，主要是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在计算机网络的支持下，集水文信息的采集、传

输、处理、存储、共享于一体，为不同用户提供服务。系

统所提供的水文信息以深层次分析加工后的系统性、

综合性的专业知识信息为主，从根本上改变水文信息

服务手段单一的传统模式。

南京市水文信息化建设的重点是：依托江苏省水

文信息平台，切实融入市水利信息平台，建设完善全市

水文信息网络设施，形成可靠、安全、高速的网络传输

平台。建设完善水文数据库，构建水文信息共享与服

务平台，建成高效实用的集传输、处理、存储、发布一体

化的水文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完善业务应用系统，满

足水资源管理对水文水资源预测预报的需求。

４．３　水文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水文信息服务体系通过数据管理共享平台及水文

业务服务系统来实现。

数据管理共享平台是实现水文信息资源共享存

储、集中交换和综合服务的重要基础，是发挥水文业务

应用效益和提高水文信息化整体水平的重要保障。在

基础水文数据库系统基础上，依托基本运行环境，建设

统一的数据交换系统和信息发布平台，提供常规的水

文资料和经过深层次分析加工、面向应用主体的水文

信息。

水文业务服务系统是水文工作服务于防灾减灾、

水资源开发利用、水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的基础支撑，

是提高水文整体服务能力和水平的重要保障。水文业

务应用系统主要包括水文业务处理系统、水文水资源

预测预报系统、实时动态监视系统、防汛抗旱水情会商

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等，对水文业务的预测预报预警

及分析评价手段不断研究创新、优化完善，从整体上提

高水文业务效率和综合服务水平，使水文部门更好地

为水资源管理服务，支撑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

施。

４．４　水文综合管理体系建设
在水文综合管理体系建设中，加强水文行业管理

法规体系及相关政策体系的研究和建设。配合江苏省

水文局制定与《江苏省水文条例》配套的规章、制度和

办法，建立健全江苏省水文行业的政策法规体系，明确

水文行政管理职能，建立水文行政执法体系，将水文工

作纳入法制轨道。配合江苏省水文局研究制定水文监

测资料使用审查办法，水文监测资料统一汇交办法，水

文水资源调查评价资质单位监督检查制度。配合江苏

省水文局编制重大工程建设迁移水文测站论证报告导

则，研究落实水文执法队伍建设和管理。在完善自身

的同时，为服务水资源管理打好基础。

加强科技研究，围绕南京市防灾减灾、水资源管

理、生态环境保护、水工程建设管理、饮用水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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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省市学习先进经验和做法，取长补短，提升管理水

平。

利用“世界水日”、“世界环境日”、“中国水周”等

活动契机，充分发挥网络、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和水

行政主管部门公报、简报等媒介的作用，加大与水有关

的法律、法规和水资源现状方面的宣传教育，增强群众

节水、惜水、保护水的意识，调动群众积极性，共同为实

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努力创造条件。

２．４．４　强化能力建设
（１）加强水文水资源监测体系建设。以提高预测

预报能力为重点，加强仪器设备更新与环境条件改善，

逐步实现自动化监测；提高应急监测能力；加强监测队

伍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监测能力和水平。

（２）加强站网建设。要实行用水总量控制、入河
排污总量控制和用水效率控制，现有的水质站网和水

量监测站网不足，还未实现区域内全覆盖，需编制地下

水、地表水等监测站网规划。

（３）推进水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建立覆盖省、
市、县三级的水资源监测体系，加强水资源实时监控与

管理系统建设。

（４）做好重点规划编制工作。各行政区域可根据
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编写《地下水监测站网规划》、

《饮用水源地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为更好开展水资

源管理工作做好铺垫。

２．４．５　增加经费投入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任务重、要求高、难

度大、涉及面广，需要在方案编制、监测体系、信息系

统、工程建设等各个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在充分利

用好国家补助资金的同时，争取加大财政投入，加大水

资源费征收力度，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分工负责

的原则，整合水利建设与管理资金，形成实行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的强大合力。同时可引进社会资本投入

节水建设。鼓励企业自筹资金进行节水设施技术改

造，开展“节水型企业”创建活动；引导农民投资投劳，

对“节水型农业”、“节水型灌区”通过“一事一议”方

式筹集资金和劳务。

３　讨 论

设区县的行政区域内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制

定，均需先对该行政区域内的水资源现状、供用水情况

进行调查，对当地目前存在的水资源管理现状和问题

进行剖析后，才可建立与区域配套的“三条红线”四大

体系。四大体系的确立应相辅相成，为更好地落实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埋下伏笔。体系建立以后，要继

续以水资源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为目标，以节约、管理

和保护为重点，以水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化调度和节水

治污作为重要方向，制定各项水资源管理制度、水污染

防治规划等，开展重点防污减污工程，建立水资源供水

良性与用水良性运行机制，最终建立以资源优化配置

与保护为基础的节约型经济社会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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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治理等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提供全面、优质、

高效的水文服务，为水文自身现代化建设需求提供科

技保障，为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提供科技支持。

进一步改善职工队伍的专业结构，重点引进水资

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土保持、水文地质及其他涉水专

业与计算机、通讯、电子等现代应用技术专业的技术人

员，使南京水文职工队伍满足水文信息化、现代化建设

以及水资源管理对水文的需求。

５　结 语

南京水文局在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历史

转变时期，应加强自身建设，极力满足水资源管理需

求，为推动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提供坚实、

可靠、全面、高效的水文基础服务，起到有力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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