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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安全与河流道德伦理观的思考

邢大 韦
,

张玉 芳
,

皇甫玉 柱
,

粟晓玲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

,

陕西 咸 阳

摘 要 从水安全含义 出发
,

对陕西省水的情势和水安全问题进行 了讨论
。

论述 了河流道德伦理观
,

并 以渭

河为例说明 了维护渭河健康生命需采取的措施
,

主要包括加 强水资源 统一管理
、

退耕还林 草
、

降低憧关高程
、

减

少渭 河洪水灾害
、

加强渭河水环境治理
、

减少 污 水排放量
、

节 约 用水
、

保证生态 用水
、

以外流域调 水 弥补资源性缺

水
、

注重城 乡发展
、

实行计划生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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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的
“

十六 大
”

提 出了 以人 为本 的可持续 发展

观
,

在社会经济活动 中
,

水利建设和水资源 的合理开

发是可持续发展 的极其重要 的环节和保障
,

也是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重要条件
。

当前
,

中国的水利发展

已进人建设现代水利
、

可持续发展水利的新阶段
,

面

对防洪
、

供水
、

灌溉
、

水力发电等各方面深层次的问

题
,

必须树立辨证的思维方法
,

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

的内涵
,

处理好人与 自然
、

生存与发展
、

开发与保护

等多方面的关系
,

改变水利建设和治水的传统思路
。

河流既是水利建设 和保证水安全的重要场所
,

也是

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 的重要领域
,

本文就水安全及

河流的道德伦理 问题进行探索
,

以期对水资源 的合

理开发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

水安全问题
水安全的基本含义

水安全是指一个 区域不会 因洪涝灾害
、

干旱缺

水
、

水污染
、

水环境破坏
、

水土 流失等而造成严重损

失
,

可持续利用 的水资源能够满足 国民经济和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

水资源与社会经济
、

生态环境处

于协调状态 具备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
,

在水资源承载

能力和水环境承载 能力的范 围 内能够满足人类 生

存
、

社会进步
、

经济发展的需要川
。

导致水安全问题

的主要 因素有 自然因素 如洪涝灾 害
、

水土流失等

和人为因素 主要表现在水污染
、

水环境破坏
,

这两

种因素相互作用
,

使水安全问题相 当严重
。

维护水安全应遵守的规则

水安全对于保护人类社会的生命和生产 以及生

态环境的安全至关重要
。

水提供了生命形成的基本

条件
,

是一切地球生态系统最基本的要素
。

水循环的

作用使水资源成为再生资源
,

为生命繁养生息提供

了可靠 的保证
。

降雨是地球水资源 的来源
,

降雨可分

为
“

绿色的水
”

和
“

蓝色 的水
” ,

前者是被蒸发或被植

物消耗的部分 后者形成河流和含水层径流
,

可 以为

社会所使用
,

包括河道 内利用叫
。

为了当今社会和子

孙后代
,

需要紧急行动起来
,

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水的

安全性
。

这些行动需遵守 以下规则
。

用水户必须参加水资源 的管理
。

用水户 即

群众 是水资源的最终管理者
,

用水户必须运用最先

进的技术开发利用水资源
。

水 问题与政治和社会联

系紧密
,

为了实现
“

联合 国千年大会
”

的 目标
,

动员群

众 用水户 参与管理是一项十分紧迫 的任务
。

减少和抑制水环境恶化
。

人类面临的基本 困

境是水污染 以空前的速度增长
,

远远高于人 口 和 国

民生产 的增长速度
。

水污染防治必须要有更强 的前

瞻性及提高水资源利用 的有效性
,

并推行标准化清

洁生产技术 必须减少和抑制水污染发展的趋势
,

力

争实现水污染速度的零增长或负增长
。

城 乡供水服务对于社会稳定和安全至关重

要
。

完善
、

安全的供水是城乡居 民生存的必要条件
,

也是发展工农业和生活福利 的基础条件
,

是城乡可

持续发展 的保障
。

有必要尽快制定保证供水的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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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和安全的政策
。

强调建立雨洪利用系统和水循

环利用系统
,

从根本上改造传统的城乡供水系统
。

必须统筹考虑政策
、

规划
,

并针对实施 中的

问题提出不断完善的措施和改进方案
。

水资源管理

日益复杂
,

有必要对管理人员进行再教育
,

减缓对水

循环
、

河流
、

含水层的破坏
。

协调上下游
、

左右岸和地

区间的利益和矛盾
。

防止行政管理部 门和地区间因

各 自利益而在水规划 和管理 中出现矛盾甚至 冲突
,

提倡
“

两权相争取其重
,

两 害相争取其轻
” ,

协商一

致
、

团结治水
,

谋求共同利益
,

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

斯德哥尔摩宣言与水安全的紧急行动
“

联合 国千年大会
”

制定 的发展 目标是 到

年要减少一半极度贫困
、

饥饿或没有安全饮用水的

人 口
。

提供安全饮用水是人类生存和脱贫的基本条

件
,

否则联合 国所制定的 目标将不能实现
。

。。 年

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的世界水研讨会上
,

斯德哥尔摩

宣 言提出了开展
“

为 了水安全的紧急行动
”

的建议
,

认为
“

人们不仅依赖于淡水
,

同时又管理淡水
。

我们

所面临的挑战是宁愿去管理人
,

而不是直接管理淡

水
。

与大众的信仰相 反
,

水 问题不单单是专家的问

题
,

而且是人类生存的关键问题
。

水是每一个人的事

情
。

⋯ ⋯当水恶化到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居 民

生 活 安 全 时
,

仍 然 认 为 水 取 之 不 尽 是 十 分 有 害

的
。 ”红 〕

陕西省水的情势与水安全

水 的情势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定义
,

作者认为

水 的情势是指水 的资源量 包括水量和水能
、

开发

利用和保护
、

防治水旱灾害
、

治理水污染 以及河流水

文等情况
。

就陕西省水 的情势而言
,

突出表现为易

旱
、

易涝
、

水旱灾 害频繁
。

一 年 的 年

间
,

陕西有 年发生旱灾
、

。年发生水灾
,

平均

每 年有 次旱灾和 次水灾 一 〕
。

陕北旱灾多
,

陕

南洪灾多
,

关 中水旱灾害都多
。

陕西缺乏水安全
,

突

出表现为
“ 四水问题 水多

、

水少
、

水浑
、

水脏
”困

。

水 多

根据洪水的特点 和社会经济条件
,

陕西省 防洪

重点是汉江
、

黄河
、

渭河以及三门峡库区
,

简称
“

一江

两河一库区 ”川
。

陕西省水库少
,

蓄水调洪能力差
,

只

能以堤防作为防洪 的主要手段
,

但堤防的防御能力

令人担忧
,

行洪风险大
。

特别是渭河下游三 门峡水库

库区不断淤积
,

从 世纪 年代开始不断发生洪

水灾害
,

如
, , ,

年发生 了常遇洪

水
,

都超过 了历史洪水位
,

形成小水大灾
。

以 年

、

月份
“ ”

洪水最突出
。

此外
,

渭河
“ ”

洪

水
,

延河
“ ”

洪水
,

汉江
、

嘉陵江
“ ”

洪水
,

汉江

,’
”

洪水
,

这几次洪水分别使宝鸡
、

咸 阳
、

延安
、

略

阳
、

汉中
、

安康等城市遭受洪水袭击川
。

陕西省多局

地暴雨
,

往往形成 山洪
、

泥石流 以及滑坡
、

坍塌
。

年
、

月 间分别在秦岭山区和延安市北部发生局地

暴雨
,

产生 山洪
、

泥石流等一 系列地质灾害
,

造成惨

重损失
。

陕西的山洪灾害也十分严重
,

成为近 年

死亡和失踪人数最大的灾害
。

水 少

水少是指干旱缺水
。

陕西省属 资源性缺水地 区
,

人均水资源 占有量为
,

约为全 国平均水平

的
,

世界平均水平 的 单位 面积耕地 的平均

水资源 占有量为 丫
,

约为全 国平均水平

的
,

世界平均水平的
。

水资源的分布与土

地资源
、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协调
。

关 中地 区经济发

达
,

占全 省 的
,

而 水 资 源 仅 占 全 省 的

口 ‘ 。

陕西省城乡都缺水
,

年陕西省人均

用水量仅有
,

仅相当全国人均用水量的
。

据统计仁
,

, 一 , ’月,

建 国 以来 一 年的 年间

陕北发生旱灾 年
,

关 中 年
,

陕南 年
,

全省性

的旱灾发生 年
。

因此
,

陕西省
“

年年有旱
,

十年九

旱
”

是名符其实的
。

和 年发生 了全省性 的

旱灾
,

渭河华县段 年
、

汉 江汉 中段 年

出现断流
,

因旱灾这两年粮食分别减产 和 。

亿
,

是 当年全 国粮食减产最多的省份
。

。。年
,

全省农村还有百万人饮水困难
。

由于 自然条件的限

制
,

完全解决 干旱缺水
、

水 资源短 缺向题 至少需要

年以上
。

水 浑

水浑是指水土 流失严重
,

河流含沙量高
,

河道
、

水库淤积
,

耕地肥力降低
。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

略研究组对各省市区进行 了生态环境评价皿 二,

结果

显示
,

陕西省列第 位
,

说明陕西 的生态环境属 于

全国恶劣地 区 〔”习。

据全 国第二次遥感调查表明口 二 ,

陕西省水土 流失 面积为 万
,

占陕西省 国

土面积的 全省江河年输沙量为 亿
,

其

中黄河流域输沙量 为 亿
,

长江流域输沙量为

亿
。

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土壤年侵蚀模数

达 一
,

窟野河下游土壤年侵蚀

模数高达 。。
。

河流含沙量高
,

泥沙问题始

终是陕西省水利难 以解决的问题
。

水 脏

水脏是指河流水体污染严重
。

年全省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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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河长
,

污染和严重污染
、

和超

类水 河段 的长度 为
,

占监测 河长 的

川 〕
。

特别是渭河污染尤为严重
,

污染和严重污

染
、

和超 类水 河段 的长度为
,

占监

测河长的
,

其 中宝鸡 以下渭河干流全部为超

类水
,

已经成为污水河流
。

建立河流道德伦理观

河流健康生命是近 叩 年来提出的新概念
。

最初

由英美等 国提出
,

我 国则始于董哲仁田 〕、

李 国英肺 〕

等
。

由此
,

作者提出河流的道德伦理观
。

所谓河流的

道德伦理观
,

就是河流是具有生命 的
,

要善待河流
、

珍惜河流
,

维护河流 的使用价值
、

生态环境功能
,

维

持河流健康生命
。

河流的生命观

河流 的生命表现在河道形态
、

流动性及其与生

物共生共存 大特征上
。

一是河道形态
,

河流是 由众

多支流组成的水系 流域
,

具有千变万化的形态 二

是流动性
,

河流有地势高低 的变化
,

赋予 了河水的流

动特征
,

因而使河流具有动能和势能
,

造就 了千姿百

态 的水流 三是河流与生物 包括人类 的共存共生

关系山 , 」
。

三大特征 中
,

具有流动的水流
、

保持河流

的完整性是最重要 的
。

如果丧失了水流
,

就不称其为

河流
。

要保持河流生命健康
,

首先要保证河流 的流动

性
,

即要保证河流有一定 的
、

足够的水量 〔‘ 〕。

有 了河

流 的完整性
,

河流 的各种功能 如水文功能
、

输沙功

能
、

自净功能
、

生物群落功能等 才能够维持
。

河流的道德伦理观

提出河流的道德伦理观
,

目的是要保持河流 的

生命
。

首先
,

要保证河流的完整性
,

使河流的水文循

环能够维持 其次
,

要保证上游与下游
、

左岸与右岸
、

当代与后代都有使用水 的同等权利
,

不能侵害他人

的用水权
,

更不能不加节制地将河 水全部
“

吃光用

尽
”

第三
,

要保证河流有维持河流生命的最低水量
,

以维持河流的生态环境功能 第 四
,

能够使其保持一

定的 自净能力
,

不被污染
。

为了达到这一 目标
,

应强

化以下 个方面的认识

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
。

可持续发展 的标志是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和生态环境 的不断改善
,

社会经

济发展要保持在资源 和环境可承受 的范 围内 其 目

标是谋求社会全面进步
,

改善人类生活质量
,

提高健

康水平
。

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 以人为本 的 自然
、

经

济
、

社会综合体系的持续
、

稳定
、

健康发展
。

尊重和善待 自然
、

珍惜资源和环境
。

人类有

责任保护 自然
,

防止资源枯竭及生态环境 的破坏和

恶化
,

要顺应水资源和水环境 的发展规律
,

并加以有

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

要保持人类生存权利和维护生

态 环境利益协调 的一致性
,

尽量减少对水资源和水

环境 的伤害
,

使水循环能够维持
,

水环境特别是水污

染 和水土流失得到不断改善和治理
。

遵循 以人为本与人水和谐相结合的原 则
。

水

利工程要努力满足 防洪安全
、

供水安全和保护水环

境 的需要
,

努力解决与人密切相关的水问题
,

保证人

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

实现社会经济与人的全面发

展
。

要 防止人类水事活动对水 的侵害
,

加强节约用

水
,

从控制洪水 向洪水管理转变
,

处理好水资源开发

利用与保护 的关 系
,

促 进人 与 自然
,

即人与水 的和

谐
。

遵循公平公正公益原则
。

对于资源和环境 的

使用要兼顾社会
、

企业
、

个人的共同利益
,

无论贫富
、

发达或落后
,

都有 同样享受资源 和环境 的权利及其

保护的义务
。

富裕
、

发达地 区 或 国家 所使用 的资源

多
,

应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多尽一些义务
。

富裕
、

发

达地 区 或 国家 对资源过度无 限制 的需求和利用
,

导致贫 困或不发达地区 或国家 以资源过度开发
、

甚至付出破坏环境的代价和方式
,

来满足需要
,

以至

出现全球性资源和环境 的破坏
。

在水权分配
、

水环境

容量分配和水能利用 中
,

不能
“

以邻为壑
”

河流开发

利用时
,

要求支流与干 流之 间
、

上下游之间
、

区域之

间
、

国家间进行合作
,

以 谋求共 同受益
,

把损失降到

最小
。

区域和全局利益必须得到保证
,

不能过分地强

调地 区或部 门的利益
,

要 以社会的公益为主
。

遵循 当前利益与长远发展协调一致的原则
。

当代人和后代人有共 同享用环境权
。

无限制的开发

河流以至断流
,

或无限制的排放污水使河流污染
,

均

不利于维持水生生物的生命安全 要遵循人类与 自

然河流的利益和价值的一致性
,

要相互兼顾
。

由于认

识 的局 限性及科学技术水平 的 限制 以及 利益 的驱

动
,

目前 尚不能完全预见 当前开发对河流带来 的长

远影 响
,

特别是负面影响
。

所 以
,

在河流的开发利用

上
,

要采取慎行原则
,

顾及过度开发利用产生的长远

生态环境后果
,

防止对后人造成危害
。

维护渭河健康的生命

渭河是一条多沙河流
,

因洪水灾害
、

城乡干旱缺

水及严重污染
,

已发展成为一条丧失河流功能
、

缺乏

水安全 的河流
,

现 已经严重影 响着沿岸居 民 的安全

和社会发展
。

渭河干流一些河段和支流长年无水
,

加

上 严重污染
,

已 经沦人
“

有河 皆干
、

有水 皆污
”

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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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

必须建立新的治水思路
,

调整人类 自身的行为
,

减少干扰和侵害
,

实现人与河流的和谐相处
。

调整人

与河流的关系
,

尊重治水的 自然规律
,

在治理水害的

同时防止人为侵害
,

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应充分

考虑渭河的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能力
,

量水而行
,

以水资源的多寡确定发展规划和 目标
。

为维持渭河健康生命必须从 以下几方面人 手

加强水资源 的统一管理
。

加强水资源统一管

理的 目的是促进水资源高效利用
,

提高水 的利用效

益和效率
。

退耕还林 草
,

进行水土流失治理
。

渭河流

域 大部分地 区 降雨 量在 一 血
,

最 少 也 在

左右
,

故可 以依赖植被的 自然恢复能力
,

根

据 自然条件宜林则林
、

宜草则草
,

退耕还林还
一

草
,

遵

循 自然规律
,

采用
“

无为而治
”

的策略
,

从无为 中得到

有为的结果和成效
。

降低 渭 河 撞关 高程
,

减 少 渭 河 洪水 灾 害
。

“ 。 ”

渭河洪水之所以 “

小洪水
、

大灾害
” ,

其主要原

因是憧关高程抬高了
,

致使出流不畅而造成
“

小

水大灾
” 。

要降低渭河撞关高程
,

必须改变三 门峡水

库的运行方式
,

进行渭河 口 治理
,

疏浚河道
,

兴建引

洛人黄工程
,

同时加强堤防建设
,

以提高抗洪能力
。

加强渭河水环境治理
,

减少污水排放量
。

根

据渭河水功能区划
,

削减污水排放量
,

建立污水处理

厂
,

合理利用再生污水
。

保护渭河沿岸湿地
,

发挥湿

地的生态功能
、

净化功能及其滞洪功能
。

节约用水
,

保证生态用水
。

渭河流域水资源

利用不合理
,

突出表现在用水浪费
、

定额过高
、

挤 占

农业用水
、

牺牲生态环境用水等现象不断加剧
。

面对

渭河水污染及水环境破坏的现状
,

要合理分配各项

用水
,

充分发挥节约用水
、

循环用水的潜力
,

处理好

人与水的关系
,

退还挤 占的生态环境用水
,

维护河流

的健康生命
,

确保河流不断流
,

恢复河流的景观
。

外流域调水弥补资源性缺水
。

关 中属 资源性

缺水地 区
,

应考虑从陕南汉江
、

嘉 陵江调水
,

远期可

从三峡小江调水
,

以弥补关 中和渭河水量的不足
。

注重城乡发展
,

实行计划生育
。

要求城乡均

衡发展
,

实行计划生育
,

降低人 口 增长速度
,

提高水

和土地资源 的利用效益和效率
,

以水资源 的可持续

利用来保障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

水资源利用必

须与关 中实施的
“

一线两带
”
建设相协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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