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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管理概述



    

水资源的重要性

生命之源

水是地球上所有生物生存的基础，对

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人类生存至关重

要。

经济社会发展驱动力

水资源在农业、工业、交通、能源等

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生态环境保障

水资源对于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

与稳定具有关键作用，如湿地、河流

和湖泊等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恢复。



促进水资源高效利用
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浪费和污染。

保护水生态环境
加强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维护河流、湖泊等水域生态系统的健
康与稳定。

保障水资源安全
通过科学规划和管理，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满足人类生活
和生产的基本需求。

水资源管理的目标与任务



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许多地区
面临水资源短缺的压力，尤其是干旱
和半干旱地区。

水资源短缺 水污染严重

水资源管理体制不完善 气候变化影响

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农业面源污染
等导致水体污染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和生态环境安全。

当前水资源管理体制存在多头管理、
权责不清等问题，影响管理效率和效
果。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水文事件频发，
给水资源管理带来巨大挑战。

水资源管理的现状及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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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监测技术与方法



通过对水源地、供水系统
和末梢水的水质监测，确
保饮用水符合卫生标准，
保障居民饮水安全。

保障饮用水安全 防治水污染 水资源保护

通过对水体中污染物的监
测，及时发现污染源和污
染趋势，为水污染防治提
供科学依据。

通过对水质的长期监测，
了解水资源的质量状况，
为水资源保护和管理提供
决策支持。

030201

水质监测的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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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色度、浊度、悬浮物等，反映水体的外观和

物理性质。

物理指标

包括pH值、溶解氧、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

等，反映水体的化学性质和污染程度。

化学指标

包括细菌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浮

游生物、底栖生物等水生生物指标，反映水体的

生物状况和生态健康。

生物指标

水质监测的主要指标



实验室分析法

在线监测法

遥感监测法

生物监测法

水质监测的技术与方法

通过采集水样，在实验室内进

行化学分析、仪器分析等，获

取水质各项指标的数据。

利用卫星或无人机等遥感技术，

对大范围的水体进行水质监测，

获取空间和时间上的连续数据。

在水源地、供水系统或排污口

等关键位置安装在线监测设备，

实时监测水质各项指标的变化

情况。

利用水生生物对水质变化的敏

感性，通过观察生物群落结构、

种类和数量的变化来评价水质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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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监测数据分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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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整理

对收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清洗、筛选、分类和归档，确保数据

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01

数据来源

包括地表水、地下水、饮用水、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等各类水

体的监测数据。

02

数据类型

涵盖物理、化学、生物等多方面指标，如温度、pH值、溶解氧、

总磷、总氮、重金属、微生物等。

水质监测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统计分析

运用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分布特征、趋
势变化、相关性等方面的分析。

时空分析

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对水质数据进行空间分布和时
间序列分析，揭示水质变化的时空规律。

风险评估

采用风险矩阵、模糊综合评价等方法，对水质污染风险进行评估
和预警。

水质监测数据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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