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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具有典型江淮丘陵区特征的滁州市南谯区水生态文明城市创建为例，基于其在建设初期存在的水安全、

水生态、水环境等方面问题，在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中实施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管理、水景观

与水文化等“五大体系”建设，通过构建水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对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效益进行分析和评价，本评价成果对于指导江淮丘陵区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具有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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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ity in Nanqiao district of Chuzhou city 
with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Jianghuai hilly area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problems of water 
safety, water ecology and water environment in the early stage of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im-
plementation of the “five systems” construction of water security, water ecology, water environ-
ment, water management, water landscape and water culture. By constructing the evaluation in-
dex system and evaluation model of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benefit of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ity construction is analyzed and evaluate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are of great signi-
ficance in gui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ity in the Jianghuai hill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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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生态文明建设是以人水和谐为主线，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为核心，以水生态保护与修复为重

点，以水生态理念为指引，以改善人类居住环境为根本出发点，运用生态学原理和循环经济理论，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力相协调，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水生态文明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资源基础、重要载体和显著标志。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通过水

安全、水生态、水管理等方面能力提升的评价，是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

重要途径。学者们采用了灰色粗糙集[1]、层次分析法和 BP 神经网络[2]、熵权法[3]等，从不同角度建立

评价指标体系对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成果进行了评价。基于南北过渡区域的滁州市南谯区水生态建设初

期存在的问题，采用加权比较法对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进行效益评价，为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提供借鉴

意义。 
滁州市南谯区地处江淮丘陵区东部，属亚热带过渡区域，南谯区借助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契机，立

足典型的江淮丘陵区城市特点，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构建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水安全、

水生态体系，打造“依山伴水，山水城林”的“亭城”明珠，在建设过程中以可持续发展的治水思路，

通过实施“五大体系”，最终形成带、区、点结合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格局。 

2. 建设初期存在的主要问题 

南谯区在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初期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水安全体系脆弱，防洪供水能力有待加强。区内流经的主要河流为滁河、清流河，防洪排水体系

主要以自然河网、沟系为主轴，防洪排涝标准相对较低，堤身单薄，容易引起暴雨时雨水排除不畅，河

道阻水造成的内涝问题相对突出。 
2) 水生态环境改善缓慢，水生态保护任重道远。河道坡降较缓，水流速度较低，水体循环能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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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形成互联互通的水网格局。且河道穿城段由于城区生产、生活污水的排放，及居民生活垃圾的倾倒，

水质恶化、水系淤积等问题严重，水生态环境改善速度较缓，水生生物生境依旧恶劣。 
3) 水环境仍未好转，治理力度仍需加大。水环境较以前重度污染改善为轻度污染，但水环境仍未好

转，饮用水源为地表水源地，易受到污染，一旦发生水污染突发事故，很难实施统一调度和相互支援。

此外，分散设置的取水口，也给有效保护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因此饮用水源地安全保障程度不高。 
4) 水管理能力亟需加强，管理制度有待完善。水务一体化的管理体制尚未完全建立，制约了资源节

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水利工程管理意识淡薄，重建轻管思想严重，加之产权不明晰，管理制

度与管理措施不到位；管理资金投入少，部分工程损坏得不到及时维修，影响工程效益发挥。 
5) 水景观建设需要完善，水文化载体亟需提高。南谯区水文化遗产众多、古迹分布广泛，但一些文

化和历史遗迹尚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有效的保护。在水景观打造中生态功能考虑不充分，部分河道整治

方式单一，偏重于简单的河道硬化、裁弯取直、护坡陡直等，缺乏生态的理念。 

3.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实施措施 

南谯区以可持续发展的治水思路，着力开展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管理、水文化与水景观“五

大体系”建设，水生态文明试点建设有序推进，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3.1. 水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工程 

加快实施城区骨干河道防洪除涝工程，逐渐完善主城区保护圈，加强圩区防洪排涝建设，致力构建

高效完善的防洪除涝安全体系；形成以区长为指挥长的南谯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做好洪涝灾害事件预警

与处置工作；积极开展城西水库、沙河水库水源地达标建设工程，加强水源地保护，开展水质监测，完

善城乡供水网络，实现饮水水质安全、供水全部到户。 

3.2. 水生态保护体系建设 

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以维护区域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为宗旨，按照

“保护优先”的要求，实施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建设河流绿色生态廊道，扩张城市绿色生态空间；加强

重要生境保护与修复能力，建设水源保护区，提高水生态系统多样性，提升城市水生态环境品质。通过

实施区域水环境治理工程、河湖生态环境提升工程等措施着力构建水质良好、河湖相通、城水相融、水

清岸绿的水生态体系。此外，加强对境内中小河流、沟道进行综合治理，在沟岸两侧增设生态护坡、植

树种草，建造水源生态林、护坡林、护堤林，综合防治水土流失。 

3.3. 水环境保护与水污染防治 

按照源头控制、末端治理相结合的原则，加强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综合防治，扩建和新建城镇污水

处理厂，完善污水管网建设工程，提高污水处理排放标准，严格控制入河污染排放，提高城市污水处理

回用率及城区垃圾处理能力。 
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加强污染源治理，控制污染排放，减少入河及入污水处理厂的废污水，提高污

水处理标准；采取雨污分流制，最大限度地减少直接排入地表水体的废污水；加强对河道淤泥的清理，

清除污染物质在河道中的淤积；建立“控源、截流、清淤”三位一体的水污染防治体系。 

3.4. 水管理体系建设 

南谯区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体系，不断健全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按照水资源管理“三条红

线”要求，严格控制用水总量，实行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制度。通过有效落实水资源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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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取水许可审批制度，严格实施水资源有偿使用等措施，严格控制用水总量、用水效率；通过采取农业、

工业、生活节水措施，推进非传统水源利用，进一步提高区域用水效率。 

3.5. 水景观与水文化建设 

以现代景观水利的理念和现代公共艺术、环境艺术设计思路与手段去建设和改造水利工程，实现水

利与园林、治水与生态、亲水与安全的有机结合，展现治水兴水的文化魅力，打造优美的水景观。通过

加强古文物遗址保护、生态湿地公园建设等水文化载体、全方位开展水生态文明建设宣传活动保护，传

承“依山伴水，山水城林”为特色的亭城水文化体系。在水景观的建设中彰显具有地方特色的水文化，

将“亭城”水文化融入到南谯区水景观的建设中。 

4. 水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水生态文明是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水利建设的各个方面和环节[1]，深化水利改革，不断创新管理

体制机制。在充分理解水生态文明建设内涵和要求的基础上[2]，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关政策法规，

按照系统性与全面性、客观性与针对性、可操作性与定量性等原则，选取能够反映水安全保障、水生态

修复与保护、水管理创新、水景观提升及水文化传承“五大体系”之间相互关系与协调状况，从众多的

影响因子中筛选出具有一定综合性和代表性的指标，按其特征进行层次组合，构建较为客观科学、操作

性较强的水生态文明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3] [4] [5] [6] [7]，详见表 1。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of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ity in Anhui province 
表 1. 安徽省水生态文明城市评价指标 

目标层(A) 准则层(B) 指标层(C) 

水生态文明城市

评价指标体系 

水安全 城市防洪达标率；城市排涝达标率；城市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水生态 生态需水维持度；水环境维护度；城市水面率；水生生物丰富度；植物配置合理性；

迹地恢复治理率；水土流失治理率；林草覆盖率。 

水管理 

万元 GDP 用水量；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取水量；废污水排放达标率；城市污

水处理回用率；供水管网漏损率；节水型社会普及情况；水源地保护效果；工程达

到防洪排涝标准；供水标准情况；工程设施完好程度；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三

同时”落实率；规划编报情况；水利工程管理到位率；配套法规和制度建设情况。 

水景观 自然水景观；水利风景区；亲水岸线。 

水文化 水域及周边景点观赏性、水文化特色；水文化普及情况。 
 

参照《安徽省水生态文明城市评价准则》(DB 34/T 3321-2019)，南谯区水生态文明县评价的赋分标

准以总分 100 分计，则各项评价内容赋分分别为：水安全体系评价 15 分、水生态体系评价 35 分、水管

理体系评价 30 分、水景观体系评价 10 分、水文化体系评价 10 分。 

5. 评价模型建立 

5.1.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综合得分计算 

水生态文明状况评价是一个非精确的定性与定量问题，没有截然界限和标准，只有相对优劣之分。

对水生态文明状况评价，选择适宜的评价方法至关重要。目前，国内评价水生态文明状况的方法主要包

括：综合指数评价法、加权比较法、模糊综合评价法[6]等方法。基于加权比较法操作简单、实用性强等

特性，本研究选取加权比较法作为水生态文明建设效益评价的方法。加权比较法通过计算或打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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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生态文明评价指标确定权重，并求出该评价因子的实际分值，并与评价等级加以比较[8]。计算公式

如下： 

1

n

i
i

E C
=

= ∑                                     (1) [9] 

式 1 中：E 为最终得分；n 为评价指标的个数；Ci 为各个评价指标的实际得分。 
根据评分标准为各个指标进行打分，再将各评价指标的得分进行加权，可以计算出水生态文明的综

合得分。公式如下： 

1 2 3 4 5E B B B B B= + + + +                               (2) [9] 

式 2 中：E 为总体评价分；B1 为水安全体系评价分；B2 为水生态体系评价分；B3 为水管理体系评价分；

B4 为水景观体系评价分；B5 为水文化体系评价分。 

5.2. 评价指标标准 

水生态文明城市评价指标较多，且既有定量指标，也有非定量指标，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对各评估指标的重要性定权有很大的困难。因此，在水生态文明评价中，专家的作用非常重要，评估结

果的科学性、准确性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专家在分析评估中作用的发挥。 
根据安徽省评价办法及相关地方标准，设立 29 项指标总分 90 分及以上为优秀，总分 85 至 90 分(不

含)为良好，总分 80 至 85 分(不含)为合格。 

6.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效益分析 

根据安徽省水生态文明城市评价指标和评分标准，南谯区在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初期现状得分为

61.66 分。在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建设期间，其在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期通过水利工程建设提高防洪保安

能力、通过区域水环境治理、河湖生态修复和保护等方面水生态环境得到全面改善，通过进一步深化水

利改革，不断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建立了“明晰所有权、规范管理权、委托经营权”的三权管理模式，

为水生态文明城市创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根据评分标准通过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南谯区水生态文明

城市建设状况评估得分为 93.5 分。 
通过水生态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基本完成《南谯区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实施方案》确立的各项工程

建设任务，城市防洪排涝体系日臻健全，水源工程保护得到加强，水安全供给能力大大提升，市民身心

健康及生命财产安全进一步保障；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得到进一步落实和深化，三条红线管控得到加

强，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全区各领域节水减排和污染治理工作得到加强，水生态环境得到有

效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呈现勃勃生机，人水和谐的环境进一步凸显。水利工程生态化、景观化充分

体现，为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型工业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亭城特色水文化为内涵的纳百

川、守诚信、敢为先的南谯精神进一步弘扬，城市历史风貌得到进一步挖掘和保护，广大市民精神风貌

焕然一新。 

7. 结论 

基于水生态文明的理念，结合江淮丘陵区的区域特征，从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保护、水管理、

水景观与水文化等 5 个方面，构建了由 3 个层次，29 项指标组成的水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 
1) 根据加权比较法，通过计算或打分的方式对水生态文明评价指标确定权重，并求出该评价因子的

实际分值，并与评价等级加以比较，得出各准则层以及目标层的评价等级状况。应用所建立的水生态文

明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选取滁州市南谯区进行实例应用，评价结果为优秀，评价结果较为全面客观反

https://doi.org/10.12677/ojswc.2022.103006


刘旦旦，张春强 
 

 

DOI: 10.12677/ojswc.2022.103006 39 水土保持 
 

映了评价城市的水生态文明的现状，所建立的城市水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可推广用于同类区域城市水

生态文明现状评价，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2) 建议继续做好城市防洪排涝体系、水源工程等工程运行管护，加强水资源管理、节水减排和污染

治理工作，为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型工业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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