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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水系连通实践经验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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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河湖水系连通是调整水土资源匹配关系、提升河湖服务功能、提高水资源调配能力、改善生态环境状况、降低洪

涝灾害风险的重要手段与措施。目前河湖水系连通相关研究十分薄弱, 许多实践经验也亟待总结。根据河湖水系连

通的历史演变过程,从军事和航运、灌溉和供水、江河湖泊治理、水资源配置及水生态环境修复等五个方面,对国内外

河湖水系连通工程进行了分析,总结经验。揭示河湖水系连通的发展趋势, 为推进河湖水系连通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河湖水系;水系连通;实践经验; 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 TV2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21683( 2014) 0420081205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Interconnected River System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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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connected River System Netw ork ( IRSN ) is an im po rtant approach fo r r egulat ing the mat ching r elationship be2

tw een w ater and land resources, enhancing r iver service function, enhancing w ater resources allocation capacit y, improving eco2

sy stem env ironment, and r educing flo od r isks. IRSN has rar ely been investig ated in t he literature, thu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summar ize t he practical exper ience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hist orical evolution pr ocess o f IRSN, the IRSN practices in Chi2

na and abro ad were analy zed f 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ilitar y and tr ansport ation, irr igat ion and water supply, riv er manage2

ment, w ater resources allocation, and rest orat ion o f eco2hydrolo gica l environmen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RSN w as ident i2

fied, which can pro vide good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studies on IRSN.

Key words: riv er system netwo rk; inter connected riv er system netwo rk; pr act ical exper ience; development trend

1  引言

河湖水系连通是调整水土资源匹配关系、提升河湖服务

功能、提高水资源调配能力、改善生态环境状况、降低洪涝灾

害风险的重要手段与措施。经过多年来的江河治理与开发,

我国现已基本形成了以天然水系为主体、人工水系为辅助、

河势基本得到控制的河湖水系及其连通格局,为保障国民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与此同时, 一些流域

或区域不合理的水土资源开发加剧了人水矛盾, 河湖萎缩严

重,河湖水系连通性变差, 水体流动性减弱, 水环境承载能力

降低,河湖功能与作用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水安全问题日益

突出。针对上述问题, 2011 年我国推出了河湖水系连通治水

新方略[123] ,河湖水系连通概念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即河湖水

系连通是以江河、湖泊、水库等为基础, 通过适当的疏导、沟

通、引排、调度等措施,建立或改善江河湖库水体之间的水力

联系, 以优化调整河湖水系格局以提高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

平和可持续发展支撑保障能力[ 4]。虽然河湖水系连通实践

古已有之,国内外都有许多经久不衰、功效卓著的经典案例,

但许多实践经验亟待总结。

2  河湖水系连通实践总结

为适应自然、改造自然, 人类很早就开始了河湖水系连

通的探索与实践: 早在公元前 2400 年,古埃及就兴建了以灌

溉为目的的连通工程; 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 开凿了以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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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航运为目的的邗沟和灵渠、以灌溉为目的的都江堰与郑国

渠以及为漕运服务的京杭大运河等,这些连通工程在除害兴

利、治国安邦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

展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步提高, 江河治理、水系疏通、跨

流域调配水资源等河湖水系连通实践得到了较快发展。纵

观河湖水系连通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发现河湖连通工程的

主要功能大致可概括为军事和航运、灌溉和供水、江河湖泊

治理、水资源配置和水生态环境修复等五个方面。需要指出

的是,随着人类治水能力的提高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

高,河湖水系连通工程的功能越来越综合, 许多连通工程并

不能简单地归类,只能针对其主要功能进行分析。

2. 1  军事和航运方面
公元前 486 年,吴国为了北上伐齐开凿了邗沟, 这是我

国历史确切记载的最早的河湖水系连通工程[ 6]。邗沟南起

今扬州近郊邗城之下的长江,北经今高邮附近樊梁湖折向东

北入射阳湖, 再向西北经淮安入淮河, 连通了长江与淮河。

后来,连通淮河与黄河的菏水和鸿沟, 以及连通湘江与漓江

的灵渠相继修建。到秦代,黄河可经由鸿沟、古汴水, 通泗水

入淮河,经邗沟入长江, 再通过长江支流湘江过灵渠连通珠

江,形成跨越黄河、淮河、长江和珠江 4 大水系的南北通道。

东汉开凿的一系列运河沟通了黄河、滦河、海河等水系。隋

代建成的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运河组成的南北运

河,连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等水系和一系列

湖泊。元代京杭大运河由北京经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

通河至济宁,沿泗水河道至徐州入黄河, 沿黄河至淮安入邗

沟,再经扬州过长江至镇江入江南运河, 直达杭州。随着

1 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京杭大运河的功能不断发生变化,至

今仍在北煤南运、南水北调和沿线物资流通方面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7]。

18 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对国外河湖水系连通建设起到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世界各地兴起以航运为目的的水系连通工

程建设,如前苏联的伏尔加 ) 顿河运河和莫斯科运河。

总之,早期河湖连通(多指运河)大都为了军事和战争需

要,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运河逐渐演化为连接重要城市与

物资产地的通道。时至当代 ,由于陆域交通的快速发展 ,河

流航运功能相应减弱,虽然运河作为漕运的重要地位已经降

低,但部分运河仍是沿线资源流通的重要通道。

2. 2  灌溉和供水方面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 我国在公元前 256 年修建了引

岷江入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富甲一方的

天府之国。都江堰工程至今仍在使用, 且灌溉面积已达到

6 670 km2 ,总引水量达 100 亿 m3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灌溉工

程之一[8]。公元前 246 年兴建的郑国渠, 引泾河水灌溉关中

平原后再排入洛水,当时可自流灌溉农田400 km2 ,使干旱的

关中平原变成富饶的八百里秦川。此外, 历史还有其他众多

灌溉渠道,如战国时期的引漳十二渠; 西汉时期的龙首渠、六

辅渠、白渠、成国渠等;清代的后套引黄八大渠等,都在一定

时期内改善了区域的农业灌溉条件。

上世纪中期,国家为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组织开展了

大规模水利建设,兴建了许多以农业灌溉为主要目标的河湖

水系连通工程, 如引黄人民胜利渠( 1951 年开工)、淠史杭灌

区( 1958 年开工 )、江水北调工程 ( 1961 年开工 )、红旗渠

( 1969 年竣工)和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 1974 年竣工)等。而

20 世纪后期兴建的许多河湖连通工程兼有农业灌溉与供水

功能而发挥其综合效益, 如武都引水工程( 2000 年)、引黄入

邯工程( 2011 年)等。其中, 大规模的引黄, 在保障农业灌溉

的同时,引起部分灌区的土地盐碱化, 造成一些环境问题,后

经过灌排改造及土壤改良,得到及时解决。

在国外,早在公元前 2400 年古埃及兴建了世界上第一

个河湖水系连通工程 ) ) ) 尼罗河引水灌溉工程, 从尼罗河引

水灌溉埃塞俄比亚高原南部土地。20 世纪 40 年代到 80 年

代为建设高峰期, 许多国家如美国、前苏联、加拿大、印度等

纷纷兴建河湖水系连通工程, 以农业灌溉为主要目的、兼顾

供水和发电,如美国的全美灌溉系统( 1940 年 )、科罗拉多2大

汤普森工程( 1959 年)、中央犹他工程( 1967 年)、中央亚利桑

那工程( 1989 年) ;前苏联卡拉库姆运河工程( 1954 年) ; 澳大

利亚雪山工程 ( 1974 年) ; 印度萨尔达2萨哈亚克工程 ( 1982

年) ;秘鲁马赫斯2西瓜斯调水工程( 1986 年) ; 埃及西水东调

工程( 1998 年)等。其中,澳大利亚雪山工程使南流入海的雪

山河水向西调至墨累河、向北调至马兰比吉河支流图穆特利

河,年调水量 30 多亿 m3 ,满足了下游灌溉用水的需要[ 9]。

综上所述,早期灌溉方面的河湖水系连通工程目标相对

单一,多为引水灌溉, 发展农田水利。后期修建的连通工程

除灌溉外,还兼顾向城乡供水以及水力发电、生态环境保护

等功能,促进了整个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

一些国家在河湖水系连通实践中利用发电收益维持整个连

通工程的运行, 取得了显著的综合效益。同时, 随着技术的

发展, 连通工程规模越来越大, 输水线路越来越长, 功能更为

综合,系统结构更为复杂, 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中所采用的

技术方法和手段也日益先进。

2. 3  江河湖泊治理方面
河湖水系连通作为江河湖泊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 历来

得到广泛的重视。我国自古以来在江河治理中就存在采用

开挖新河等措施, 进行分洪减峰的河湖水系连通实践。例

如,战国时期,蜀人在岷江开辟分洪道, 将部分岷江水分入沱

江并在泸县入长江, 减少进入成都平原的洪水; 历史上的黄

河迁徙主导了海河水系格局, 通过在京杭运河上开挖减河,

如青龙湾减河、捷地减河形成河海连通、分流入海, 或河淀连

通、洼淀蓄洪; 汉代系统治理黄河,利用沿河洼地引水引沙放

淤,以及另辟新河分水分沙等措施, 实现了黄河 800 年的相

对安澜;太湖治水采用/ 上杀、中分、下导0以排为主的思想,

加强江、湖、海连通, 解决太湖洪水的出路;长江荆江河段水

害严重时,历史上曾多次开穴口向洞庭湖分流, 连通长江与

洞庭湖,以减轻武汉及江汉平原的防洪压力。

另外,从 20 世纪开始, 海河流域曾开展过大规模治理,

开辟了一系列泄洪通道, 如独流减河 ( 1953 年)、子牙新河

( 1967 年)、永定新河( 1971 年)、漳卫新河( 1972 年)、运潮减

河( 1963 年)等,调整防洪布局, 进行河海连通、分洪入海,改

变了海河流域洪水曾汇聚于天津入海的格局,消除了天津市

承受全流域洪水的压力[ 10]。淮河流域采取加强河湖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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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连通和河海连通等措施, 整治淮河入江水道, 建设导沭

整沂( 1949 年)、茨淮新河( 1991 年 )、沂沭泗东调南下 ( 1991

年)、怀洪新河( 1998 年)、淮河入海水道( 2003 年) , 并开辟了

27 处蓄滞洪区等连通工程, 以确保淮河防洪安全[ 11]。太湖

流域已初步形成洪水北排长江(望虞河工程, 1991 年)、东出

黄浦江(太浦河工程, 1992 年)、南排杭州湾(杭嘉湖平原南排

杭州湾, 2000 年)的格局, 并拓浚了 70 多条可引可排的通江

河道工程。长江流域的河湖连通主要是向荆江分洪区、杜家

台蓄滞洪区、围堤湖蓄洪垸和澧南蓄洪垸等分泄洪水。黄河

流域开辟了北金堤、东平湖滞洪区及齐河、垦利展宽区分滞

洪水。这些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增强了江、河、湖、海的连通

性,提高了流域的泄洪能力, 为保障我国大江大河的安澜发

挥了重要作用。

国外较著名的江河治理连通实践包括美国密西西比河

下游防洪工程 ( 1931 年)、奥地利维也纳市防洪工程 ( 1974

年)、伊拉克塞尔萨尔调水工程( 1976年)、苏丹和埃及共同建

设的琼莱调水工程( 1981 年)等。密西西比河是美国最大的

河流,防洪问题突出, 美国在密西西比河上修建了干流堤防

3 540 km, 支流堤防 4 000 余 km, 以及新马德里等分洪工程

多处。当洪峰流量超过河槽宣泄能力时, 运用新马德里分洪

工程、阿查法拉亚分洪工程、邦内特卡雷分洪道等分泄洪水,

以减轻下游地区的防洪压力。该工程体系的建设有效提高

了密西西比河的防洪能力,发挥了巨大的防洪效益[ 12]。

古代河湖治理方面的连通工程主要是被动的应对河湖

自然演变,现代则是主动实施河湖连通, 通过恢复和扩大已

有通道, 开辟新通道, 建设蓄滞洪区, 科学调度洪水, 扩大行

洪能力并保证泄流畅通。通过河湖连通, 加强了河湖水系的

疏通和排引,保证了江河湖库的蓄泄能力, 提高了流域及区

域水灾害防御能力。此外, 江河湖泊方面的连通还与航运、

水资源调配、生态环境保护等结合, 实现了多目标的综合运

行效益。

2. 4  水资源调配方面
我国古代一些北方城市就曾主动引流入城, 将城市水系

与周边河流连通,历史上的秦朝咸阳城、北魏洛阳城、西汉长

安城、唐朝长安城与洛阳城、宋开封城、元明清的北京城等,

都通过河湖连通构成了庞大的城市河湖水系,而江南地区的

城池基本都形成了区域水网。隋唐时期, 为解决长安城供

水、防洪排涝以及景观用水, 利用渭、泾、灞、浐、沣、滈、潏、涝

8 水分流的自然条件 ,建设龙首渠、黄渠、清明渠、永安渠、漕

渠等 5 条渠道, 引滈、潏、浐 3 水入长安城, 形成纵横交错、

/ 八水绕长安0的城市河湖水网格局。

20 世纪中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

增加,大规模的水资源配置工程开始出现。例如, 江苏省为

解决苏北地区缺水问题, 1961 年开工修建了江水北调工程,

以江都站为起点,京杭运河为输水骨干河道, 经洪泽湖、骆马

湖调蓄, 引长江水至南四湖下级湖, 沿线建成江都、淮安、淮

阴等 9个梯级泵站,输水线路长达 404 km。同时, 该工程可

通过二河向泗阳站下引洪泽湖水, 实现长江、淮河联合调度

向北送水,并可通过淮沭新河向东北部连云港地区供水, 20

世纪 90 年代又建成徐洪河, 实现洪泽湖与徐州城市河湖水

系的连通。江水北调工程为苏北地区人民生活、工农业生产

提供水源,并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20 世纪后期到本世纪, 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为此各地陆续建设了一批以城市供水为目的的连通工程,如

引滦入津 ( 1983 年)、引黄济青 ( 1989 年 )、引黄入冀 ( 1993

年)、富尔江引水 ( 1994 年 )、引碧入连 ( 1997 年 )、引松入长

( 1999 年)等。进入 21 世纪,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城乡

供水为目标的连通受到各地的广泛重视, 工程建设明显加

快,如引黄入晋 ( 2002 年)、黑河引水 ( 2002 年 )、引乾济石

( 2005 年)等。于 2003 年开工建设的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

工程,是缓解我国北方缺水严峻形势的水资源配置战略工

程,也是连通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等河流的特大型连通工

程,对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资源安全具有重大的战

略意义[14]。

20 世纪,国外也曾掀起以供水为主要目标的河湖水系连

通工程的建设热潮,包括美国中央河谷( 1940 年)、科罗拉多

水道( 1941 年 )、加州水道[ 15] ( 1973 年 )、煎锅2阿肯色工程

( 1975 年) ,以色列北水南调工程[ 16] ( 1964年) ,巴基斯坦西水

东调工程 ( 1977 年)、乌克兰第涅伯2顿巴斯运河调水工程

( 1978 年)等。20世纪 80 年代后,一些发达国家的连通工程

建设明显放慢,而发展中国家仍在大力建设,如南非莱索托高

原调水工程( 2004 年)、尼日利亚古拉拉调水工程( 2006 年)。

这一时期建设的连通工程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水资源配置方面的河湖水系连通工程是在当地水资源

已充分挖掘且尚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需求情况下,兴

建的调水工程,以实现水资源更加科学合理的配置。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世界上已有 40 多个国家建设有大型跨流域调

水工程,并且已建成 300 多项。实施跨流域调水需要协调处

理工程所涉及不同地区之间(包括上下游、左右岸、调出区与

调入区、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水资源使用权等问题,投

资巨大 ,生态环境影响深远,必须通过深入规划论证和广泛沟

通协商,既要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对调出区进行合理补偿, 又

要落实得力的政策保障工程的良性运行。若这些问题处理不

当, 将导致工程难以实施开展或者运行效益低下等问题。

2. 5  水生态环境修复方面
21 世纪初,我国开始高度重视生态脆弱河流的治理以及

重要河口、湖泊和湿地的生态修复问题, 在水资源综合规划

中进行了布局,并开展实施了一批以水生态环境治理为主要

目的的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南方地区重点关注河口、湖泊生

态系统以及针对闸坝建设对洄游类动物影响的水资源调度,

如引江济太( 2002 年)、珠江压咸补淡( 2004 年)等。北方地

区重点关注断流河流、河口、湖泊和湿地生态系统的基本用

水量,如塔里木河下游生态应急输水、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

( 2001 年)、扎龙湿地补水 ( 2002 年)、南四湖生态应急补水

( 2003 年)等。从 2000 年 5 月至 2010 年 10 月, 水利部先后

组织实施了 11 次向塔河下游生态应急输水, 将博斯腾湖水

和塔河干流上游来水,通过人工措施调度向塔河下游进行生

态补水 ,其中有 7 次将水输送到了尾闾台特玛湖。生态输水

使塔河下游/ 绿色走廊0的天然植被得到有效灌溉, 塔里木河

下游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17]。此外, 一些水生态环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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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面的河湖水系连通实践, 在生态修复的同时还兼顾供

水、防洪, 进行多水源互补互调,发挥了更大的综合效益。

2005 年以来,为改善城市供水条件、美化城市环境、提升

城市竞争力,建设宜居城市, 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纷纷加快了

城市河湖水系整治或生态水网建设的步伐, 形成以城市为核

心并辐射周边地区的生态水网。目前已建成的包括桂林两

江四湖工程( 1999 年)、银川市河湖水系连通工程( 2004 年)、

北京市河湖水系治理工程 ( 2007 年)、西湖综合保护工程

( 2007 年)、武汉大东湖生态水网( 2009 年)、郑州市生态水系

工程( 2010 年)等。

国外早在 19 世纪就开始连通河湖水系以改善生态环

境,如始于 1830年的法国塞纳河治理工程以及 1885 年的美

国芝加哥调水工程等。近几十年来国外生态治理连通工程

越来越多, 包括莱茵河综合治理 ( 1950 年)、英国泰晤士河治

理( 1960 年)、芬兰赫尔辛基调水工程( 1982 年)、德国巴伐利

亚州调水工程( 1999 年)、韩国清溪川治理( 2005 年)等。美

国芝加哥调水工程是 19 世纪末规模最大、最复杂且最富想

象力的公共建设工程之一,该工程通过大规模的河湖水系连

通设施建设,从供水、水环境整治角度, 沟通了芝加哥城市河

湖水系与密歇根湖以及与密西西比河的水力联系, 成功解决

了芝加哥市公共健康和水环境改善问题[18]。

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和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高

度重视,水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连通工程逐渐增多。国外以

流域内的生态自我修复为主,而我国多采取自我修复与人工

治理相结合的方式。近年来,我国各地采取非常态与常态补

水相结合、总量与过程相结合、生态修复与区域景观建设相

结合等措施,广泛开展了水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河湖水系连

通实践。

3  发展趋势与启示

3. 1  趋势分析
( 1)由重视治理和开发向注重水资源调配和生态保护的

连通发展。比如在 1980 年以前, 我国开展的河湖水系连通

主要以防洪为主。改革开放后,水资源配置与生态环境保护

问题逐步提上议事日程,河湖连通工程也从以往单一的防洪

工程转变至兼顾资源调配和水生态修复的综合工程, 更重视

水资源配置与水生态环境保护,跨流域调水和生态调度补水

的实践活动不断增多。

( 2)由单一目标向综合多目标连通发展。随着科技进步

和经济社会发展,河湖水系连通由以前的单一目标向以某一

目标为主同时兼顾其他的综合目标转变。例如南水北调工

程对沿线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态与环境等综合效益极为显

著,在建的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 其目标是以沿线城市

供水为主,同时兼顾农业供水和相机生态补水, 其中东线工

程部分河段还能够保障航运用水。

( 3)由注重水量向水量- 水质- 水生态相结合的连通发

展。河湖水系连通工程的供水方式由只考虑经济社会用水

向兼顾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用水方向转变, 统筹水量与水质

的连通调度,强调对干旱地区河道下游尾闾生态系统的保护

与修复,重视污染严重地区水环境的综合治理。如塔里木河

向下游生态应急输水和引江济太工程, 分别缓解了塔河干流

水资源严重短缺和太湖水污染严重的局面, 对恢复塔河下游

/ 绿色走廊0和改善太湖水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 4)由局部向跨流域、跨区域统筹协调、统一管理连通发

展。随着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对水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水

资源调配管理模式由小范围、单一区域的内部管理向构建多

城市、跨省、跨流域、甚至是国家层面的统一调度、统一管理

转变,河湖水系连通也随之发生改变。如澳大利亚雪山工

程,横跨新南威尔士州与维多利亚州两个地区, 穿越雪山河、

墨累河和图穆特河 3 个流域。在联邦政府的统一协调下,由

相关各州签署协议, 工程由来自联邦政府、两个相关州和雪

山工程管理局的水利和电力专家组成的雪山委员会负责运

行管理,统一管理水源和输水调度, 统筹兼顾发电、防洪等其

它功能,充分发挥了工程的综合效益[ 9]。

( 5)由近距离、小流量、简单工程向远距离、大流量、复杂

工程连通发展。随着连通工程规模的不断加大, 由以往的单

一引水工程发展到多组引水、提水、输水工程相结合的连通

系统,同时还采用了渠道、管道、隧道、天然河道及其它工程

建立多水源相互连接的复杂配水系统。如美国加里福尼亚

州水道工程包括蓄水、提水、输水、配水系统,由 29 座大坝及

水库、17 座泵站、10 座电站及 1 086 km 输水水道组成, 从水

源丰富的北部调水,通过提水、输水、配水工程实现多方向的

供水,并且合理利用多个水库储水, 对南部地区供水; 又如我

国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在江苏省江水北调工程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输水线路延伸、调水规模扩大、覆盖面积和供水对

象扩展, 更大范围地满足生活、农业、工业用水以及防洪、航

运、水生态环境保护等需求。

3. 2  实践启示
国内外河湖水系连通工程的成功案例, 较好地发挥了水

资源调配、水质改善、水旱灾害防御等功能, 并通过科学规

划、高效管理妥善处理了工程运行期间产生的问题及负面影

响,从这些实践中可以得到如下经验启示。

( 1)必须尊重自然, 遵循客观规律。河湖水系连通实践

必须因地制宜,充分遵循水文循环、水沙运动、河湖演变的自

然规律。为此,要深入研究自然状态下的水系连通性及其演

变特征,恢复河湖水系的自净和更新能力, 在充分节水、保护

资源和减少负面影响的前提下, 规划兴建河湖水系连通工

程,合理配置水资源。同时 ,不仅要最大程度减少对河湖水

系及周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而且还要采取各种措施为水

系的自然恢复创造条件。

( 2)必须系统考虑, 统筹利弊关系。河湖水系连通要从

系统角度出发, 针对/ 为何连、能否连、如何连、连通后怎么

样、如何管0等问题,统筹考虑连通区域间的资源环境条件和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系统分析设计河湖连通的水系特点和演

变特征,全面评估连通后的效益与影响, 统筹协调河湖水系

连通的各种利弊关系,并且高度重视水系连通带来的负面影

响,科学确定连通方式, 充分发挥连通效果, 有效规避连通风

险,尽可能将水系连通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 3)必须重视生态文明, 维护河湖健康。河湖水系连通

要重视维持连通区域的生态平衡, 维护河湖健康, 传承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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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促进人水和谐。河湖水系的连通和整治要特别重视与区

域发展和人文环境的结合,强调连通的洪水空间、休闲场所、

人文特色和水景观等功能。要全面评估连通可能造成的生

态环境影响,并针对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和风险实施应对措

施,促进连通区域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 4)必须尊重经济规律, 科学论证决策。仅有部分以供

水为目的河湖连通工程才具有直接的经济效益, 而以防洪除

涝和生态环境治理等为目的的大多数连通工程都是公益性

的,往往工程艰巨、成本昂贵。因此,河湖水系连通必须按照

经济规律量力办事,慎重决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河

湖水系连通的实施与调度运行要强调在政府主导下, 统筹连

通涉及地区的发展, 协调连通区域间关系, 实施科学有序的

连通,运用经济杠杆建立合理的用水竞争机制, 促进节水以

及产业优化布局和结构调整,形成以河湖连通为核心的区域

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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