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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中国的水利史是人类围绕水资源改造和利用

大自然的发展史，水利事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并成为人类社会文明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水质监测作为现代水文监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水资源安全，维护水生态环境健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本文针对国家机构改革后水利部门水质监测职能的变化，梳理了长江流域水质监测的发展历程，阐述

了现代水质监测内涵及外延，结合长江流域工作现状，对水质监测工作未来发展提出建议与思考，以期促进水

质监测行业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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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is the source of all life and is an essential material in human life and production activities. The 
history of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i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human beings around the transfor-
m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With the progress of social productivity, water conservancy 
has been developing continuously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illar of human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hydrological monitoring system, water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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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the safe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maintaining the health 
of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view of the change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fun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departments after the reform of state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comb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modern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and thoughts on the future develop-
ment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work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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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整个生物圈中最重要的物质和资源，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人类通过各种方式提取淡水资源用于生产生活，而产生的污废水随之又排入受纳水体中，大量的水资源开发利

用手段不仅改变了水的自然循环过程，还增加了其社会资源属性，使其逐步成为社会文明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柱。我国的水资源保护工作起步较晚，开始执行的标准体系基本是通过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但在具

体执行过程中经常出现“水土不服”的系列问题，给水资源保护工作带来了较大困难[1]。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

水资源保护经历了开发为主、综合利用、保护修复的不同阶段[2]，人们在对水资源保护科学问题认知方面有了

长足的进步，但围绕水资源污染与保护的博弈，仍需要整个社会力量的共同关注。 
2019 年是国家机构改革的过渡年，也是水利部门职能变化后确定新发展方向的关键一年。随着水利部编制

水功能区划、入河排污口设置管理、流域水环境保护等职能划归生态环境部，这对水文部门一直以来以水功能

区为主要监测对象并进行站网布设的水质监测体系带来了一定的变化；同时各流域机构负责水环境管理与保护

的有关职能部门转隶生态环境部，在人才建设及资产配备方面也对水利部门进行水质监测能力再提升工作提出

了发展要求。 

2. 长江流域水质监测发展历程 

水利部门开展的“水质监测”，其全称应为“水资源质量监测”，通常也理解为“水体环境质量监测”。

一直以来，水利部门的水质监测一般设立在水文部门，水质作为反映水资源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水位、流

量、泥沙等均是水文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反映水资源属性的关键因子[3]。早在 1956 年，长江流域水文部门便依

托流域控制水文站开始天然水化学成分的测验工作，是国内最早开展流域水质监测工作的专业机构。20 世纪 70
年代，长江委水文局在所属的 5 个水文总站设立了水质分析室，建立了专门的水质监测机构和监测队伍，开始

了持续稳定的流域水质监测工作。1977 年，为进一步做好以流域为中心的水质监测工作，长江水利委员会(以下

简称“长江委”)初步构建了长江流域水环境监测站网，拟定在已设置的 156 个监测站开展监测工作。1984 年，

水电部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召开长江水资源保护工作会议，制定了《长江干流水质监测网工作条例》，明确了

长江干流水质监测网络由干流沿江城市及支流入江处的有关环境保护、水利、航政等部门的监测站、水文站组

成，属于全国环境监测网的二级网，牵头单位为长江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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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测站网发展的 40 多年里，水质监测站点范围不断扩大，功能类型逐步增多，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流

域水环境监测体系。从 1959 年长江流域开展水化学分析的 90 个水质站，到目前覆盖长江流域及西南诸河各类

水域超过 4500 个监测断面，依托流域水文站网，大部分监测任务均由水文部门承担，基本覆盖了全流域地表水

体，为全面掌握长江干支流污染状况和科学制定水资源保护措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3. 现代水质监测的内涵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水质监测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中国的水利史是人类围绕水资源改造和利用大自然的发展史，水利事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并

成为人类社会文明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5]。但由于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关系，过去环境保护工作历史欠账严

重，导致现阶段环境问题突出，其中水环境作为当前环境治理的难点，需要整个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 
水利部作为国务院下设的专门涉水行政机构，对水环境的保护和管理更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根据

《水法》第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水资源的动态监测”。

《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水行政等部门组织监测网络，统一

规划国家水环境质量监测站(点)的设置”。《水文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水文机构应当加强水资源的动态监测

工作，发现被监测水体的水量、水质等情况发生变化可能危及用水安全的，应当加强跟踪监测和调查，及时将

监测、调查情况和处理建议报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其水行政主管部门”。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最新印发的水利部内

设机构职责中也明确水利部水文司“负责水文水资源(含水位、流量、水质等要素)监测工作”。由此看出，水质

监测是法律赋予水利部门开展水资源监测的职责，也是水利部履行水资源保护、饮用水水源保护、河湖生态保

护职责的客观需求，在支撑水利部职能转变和水利行业改革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6]。 
但对于水质监测的具体范畴，水利部门还需要进一步澄清：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的“INTERNATIONAL GLOSSARY OF HYDROLOGY”(国际水文学名词术语，第三版，2012 年)中
有关水资源的定义，水资源是指，可资利用或有可能被利用的水源，这个水源应具有足够的数量和合适的质量，

并满足某一地方在一段时间内具体利用的需求。简单地说，水应该满足水量和水质两个要求才可称为资源，因

此水利部门开展水质监测的对象是水资源，其职能方向是如何更好、更高效地利用和保护水资源。与生态环境

等其他部门重点关注“水污染防治”等管理目标不同，水利部门更专注于水的“自然属性”，工作中对“水”

的研究也往往更加专业和深入，水质监测的成果也更能体现水的真实存在状态，即更能突出水的资源利用价值，

“以水定需，量水而行”这一科学论断正是出于水资源价值的考量。与环保部门开展水质监测具体工作相比，

两部门在实际监测过程中采用的分析标准基本一致，而在评价过程中出于不同的职能目标，采用的评价方法略

有差别，但在对水资源总体评价结果方面差异不明显。 

4. 水质监测未来发展展望与建议 

当前随着国家机构改革的调整，水质监测的职能分工更加明确，水利部门开展水质监测的本质更加清晰。

但在水质监测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在涉水问题上存在的“九龙治水”管理问题；在应用评

价过程中出现的技术标准不完善问题；在治水保水过程中出现的技术短板问题；以及面对社会快速发展需求时

的管理思想转变问题等[7]。这些问题伴随着中国水环境经历了从惑到求的转变，却也一步步在污染威胁下摸索

前进，不断适应着社会发展的需要。2020 年 12 月 26 日，我国审议通过了首部流域法《长江保护法》，这将给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资源合理高效利用指明了可持续的发展方向。我们本文针对长江流域水质

监测现状与特点，提出以下建议。 
1) 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水体的物理、化学特性是决定水体质量、环境、生态的重要因素，是水文监测的天然对象。机构改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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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三定”明确规定水质是水文水资源要素之一，水质监测属于水文水资源监测的一部分，“水质”的水

文水资源属性得到强化，水利部行使水质监测职责也更加清晰，故在加强水质监测方面，不能有丝毫含糊，更

不能推卸责任。 
2) 转变观念，坚定信心 
2019 年 12 月，水利部部长鄂竟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明确指出，全国江河要做到防洪保安

全、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四个方面一个都不能少[8]。2020 年 12 月，鄂竟平部长在《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提升生态系统

质量和稳定性[9]，对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中说

明，水文的发展目标需要随着社会的新需求而不断修正与改变，即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大局面前，水文

要从过去服务防洪安全为主的目标，转移到服务优质水资源，保障宜居水环境等四个方面上来，因此水质数据

应用范围也不再局限于水环境，而应与河道地形、降水、流量、泥沙等水文水资源要素相结合，共同为生产生

活生态供水、水资源配置、水工程安全保障、水生态修复与保护等工作提供支撑，应用前景更加多元化。 
3) 找准定位，明确方向 
过去流域机构不仅承担着水利部外派机构的各项行政管理职能，还肩负了流域内重要水域的水质常规监测

与监督工作。但在目前水利部改革发展总基调要求下，流域机构应该积极推进部–流域–省–市四级监测体系

完善工作，加强流域监管职能。在水质监测方面要强化监督性监测力度，同时做好流域监测机构质量管理工作，

保障成果质量。在技术上也要引领行业发展的方向，尤其在标准规范的完善补充，新技术的研发推广及监测成

果的管理应用等方面做好行业带头人的角色。 
4) 加强内部保障机制 
水质监测事业要健康发展，必须要有充足、专业、多元、持续的人才队伍支撑。在当前水质监测现状下，

要加快推进长江流域水质监测中心的建设工作，以保持监测机构的完整性，维持监测能力建设平台，不断提高

综合监测能力，继续发挥流域的指导监督作用。 
5) 加强水文–水质–水生态综合监测能力的快速提升 
水质是水文的要素之一，而水质只有与水量、泥沙、河道地形、水生态有机整合，才能形成水利独有监测

成果，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全要素水文监测体系的优势，真正满足水文监测现代化的需求。在当前市场需求下，

只有传统水文与水质的深度融合，真正实现水资源量与质的并重，才能促使现代化水文事业的再发展。水文水

质的同步结合可以形成断面物质通量成果，指示碳氮磷等资源循环途径；水量与水生态结合，可以形成水量–

生物栖息地/生物多样性响应关系，为生态需水量计算、河湖连通、水电开发区生态修复提供理论依据；水质与

泥沙结合，可以形成泥沙化学指纹谱，进而估算水土流失来源、面源污染来源；水质与河道地形结合，可形成

河湖水动力—水质耦合模型，为重要河湖自净容量计算、水资源承载力计算提供理论依托。孤立地监测水质已

经不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唯有多元整合才是未来水文发展的方向。 
6) 加强市场化运作探索 
结合机构自身情况，针对性地开展采样外包、检测外包、设备维护外包、废弃物处置外包、信息系统服务

外包等对外委托，将优秀的社会服务引入监测流程，促进自身监测体系的高效化、精细化和现代化。同时，也

要主动参与社会经济市场竞争，积极跟进先进的市场营销理念，充分利用当前生态保护修复、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河湖长制提供的发展机遇，激活市场资本，提高服务能力及成果质量。 
7) 加强科研合作探索，完善部门间共建共享共管机制 
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前提下，积极与科研机构开展多种合作，积极发挥监测站网优势，大力挖掘

序列数据内在价值，将监测成果转化为评价预警成果，为政府提供先进、实用的技术服务。同时，要充分利用

现有的各种协作机制创新平台，强化资源整合，突出水利特色，推进多部门间的监测协同、数据互认和成果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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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完善共建共享共管机制，推动将地表水国家重点站水质监测成果纳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河湖长

制考核和生态环境目标考核等，打造监测、监督、研究一体化的行业引领性机构，更大程度地发挥行业影响力。 

5. 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务院和水利部的高度重视下，长江流域水质监测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成

长，逐渐建立了一套技术较为先进、能较好适应长江实情和满足流域管理需要的水质监测体系，成为长江流域

水资源质量监测的一支主要力量，为维护健康长江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面对国家机构改革调整，水利部门要主动顺应水质监测工作面临的新形势，紧紧抓住国家重点水质监

测断面、饮用水水源地监测、地下水监测及水生态监测等重点工作，不断加强社会服务能力，以充分满足流域

水源安全保障监测体系、水资源基本动态监测体系、水资源配置和调度监测体系以及水生态监测体系等建设要

求。在新的发展机遇面前，长江流域水质监测应肩负起改革发展先驱的重任，主动探索，先行先试，引领和开

拓水质监测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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