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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湖泊在上海水环境中的作用

  摘要：在河道整治的过程中，水环境治理、水环境保护、水环境建设等用语越来越多。本文从“水环境就是与水相关的自然环境和社会

环境，也就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与水相关的社会和物质条件的综合体”的定义出发，联系上海的实际情况，阐述了水的载体——河道、

湖泊在水环境中的水循环、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水生态、水景观等六个方面作用。本文强调在河道、湖泊整治中，必须立足长远，统

筹兼顾，符合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努力建设一个水循环正常、水安全保障、水资

源丰沛、水文化丰富、水生态良好、水景观优美的符合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要求的的水环境。 

关键词：水循环、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水生态、水景观 

引言 

上世纪末以来，全市河道整治开展得轰轰烈烈，取得了苏州河基本消除黑臭和全市河道“面清、岸洁、有绿”的明显的效果。随着河道

整治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诸如水环境治理、水环境保护、水环境建设等用语在各种文件和会议上不断出现。什么是水环境？河道湖泊与水环

境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索和研究，以便我们更好地治理、保护和建设水环境。 

河道和湖泊是水的载体。大家都知道，没有了水资源，河道与湖泊就干枯而不存在了，当然也就没有了水环境；然而，如果没有了河道

和湖泊这个载体，地面上看得到的水就没有了，水环境也就无从谈起了。河道、湖泊与水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统一体，谁也离不开谁，没有了

河道、湖泊，如同没有了水资源一样，会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上海有多少河道与湖泊？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 

全市现有河道23870条段（不包括长江），总长度21646.29公里，河、湖面积532.6平方公里,河湖面积405.54平方公里，河湖率占全市

6340平方公里的8.4%，常水位下的水面率为6.4%，河网密度为3.41公里/1平方公里。骨干河道有324条，其中有：黄浦江、川杨河、大治河、

金汇港、龙泉港、油墩港、淀浦河、苏州河、蕴藻浜等。长江河口段全长167公里，上海市境内148公里，河道面积1109平方公里，相当于上

海陆域面积的17.5%。 全市湖泊有：淀山湖(47.5平方公里)、元荡(2.2平方公里)、大莲湖(0.97平方公里)、滴水湖(5平方公里）、北湖（暂

名、10平方公里多)等，共23个，将近66平方公里。 

这些河道和湖泊，平均每年承载着上海地区9092亿立方米的水资源量，使上海成为人均54000多立方米之多水资源丰沛地区，自古至今享

受着水资源带来的无尽好处。 

水环境就是与水相关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也就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与水相关的社会和物质条件的综合体。从这一定义出发，笔

者认为水环境主要应包括水循环、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水生态、水景观等六个方面，水环境治理、水环境保护和水环境建设应重点考

虑河道湖泊在这六个方面的作用。下面对河道湖泊六个方面的水环境作用分别予以叙述。 

1 河道、湖泊的水循环作用 

    地球上的水连续不断地变换地理位置和物理形态的运动过程，称为水循环，又称水分循环或水文循环。人们从长期的实践中得出结论，

人类的各种行为可以对水循环产生有益或者不利的影响。我们通过这几年水环境的治理，把水循环区分为大循环、中循环、小循环和微循

环，让各种循环为改善水环境服务。而水循环与河道、湖泊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这么说，没有河道和湖泊，水循环也就无法进行。  

1.1大循环 

所谓大循环就是水面（包括海面）和地面上的水，通过蒸发、云气输送、降水、径流等交替变化物理形态和地理位置的运动过程叫作大

循环。水面和地面上液态的水，在太阳光的照射下，水分蒸发、云气升腾，由于比重较轻，随风飘逸的云气在空中集聚向陆地移动，遇空中

的冷空气凝结成水珠降落到地面上。云气薄、冷空气弱，则细雨濛濛，云气厚、冷空气强，则暴雨如注。到了地面上的雨水，从四面八方进

入河道、湖泊，沟渠入小河，小河进中河，中河汇成大江大河，最后是大江奔流、一泻千里，流入东洋大海。在这个过程中，河道和湖泊的

一部分水滋润土地，继续蒸发，大部分的水回归大海后再次蒸发，以上过程周而复始，形成了水的大循环。影响大循环的有地理、气候、绿

化植被等因素；但是，河道和湖泊是不可忽视的必要条件。 

1.2中循环 

所谓中循环就是地面上的水在较大的范围内，不断地变换地理位置叫作中循环。上海是感潮型的平原河网地区，多少年来一直依靠水利

工程，利用潮差动力进行引清调水，既灌溉农田，又改善水质，其形式就是中循环。近几年太湖流域开展的“引江济太” 是比较典型的中循

环，苏州河东引西排也是中循环，苏州河东引南、北排更是中循环，张家浜、杨树浦港、虹口港等水系的调水也都属于中循环。实施水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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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有效增加水体的环境容量和自净能力，在河道整治起到的效果有目共睹，其中，河道、湖泊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 

1.3小循环 

所谓小循环就是水在相对封闭的水系内通过机械动力，变换地理位置叫作小循环。从古至今，人们为了美化环境，在一些公园、花园、

大型绿地、住宅小区内建造了一些人工的水系，为了水质的改善和增加景观效果，增设了一些人工溪流、人工瀑布和喷泉，应该都属于小循

环。上海市区的延中绿地、虹桥中心花园、漓江山水花园等小溪流，盛大花园、鼎邦丽池花园等瀑布，曹杨环浜、世纪公园、太平桥绿地等

喷泉都是小循环。 

1.4微循环 

所谓微循环就是水体通过地面和地下的交换，在潜移默化中变换地理位置，叫作微循环。只要是泥面的坡和底，在正常的地下水位条件

下，微循环就能进行。为了促进地面和地下水体的交换，在松江水绘园和延中绿地（静安）的小水系的底部挖了若干口井，使微循环的效果

更佳。这一做法是古代园林建设通过长期的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上面所说的四种循环，都离不开河道和湖泊，如果没有了河道湖泊，这个地区就会发生水灾、干旱，甚至引起生态灾难，形成大片荒

漠，历史上有很深刻的教训，玛亚文化和楼兰古城的湮没，无不与此相关。 

2 河道、湖泊的水资源作用 

河道和湖泊是水资源的载体，也是水资源流动输送的通道和滞留的场所。利用水资源离不开河道、湖泊，港口、航运离不开河道、湖

泊，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河道、湖泊，人类生存更离不开河道、湖泊。  上海年总用水量已达到101.73亿立方米，其中：一般工业用

水量10.92亿立方米，居民生活用水量7.49亿立方米，公共生活用水量8.07亿立方米，农业用水量15.57亿立方米， 电力工业用水59.68亿立

方米，这些水几乎都来自于长江、黄浦江和遍于全市的河网及湖泊 

从远古时代到现在，上海地区河道和湖泊提供的水资源，为各个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保证。可以这么说：是河道、湖泊提供的

丰沛水资源滋润了这一块冲积平原，使大地生机蓬勃；是河道、湖泊提供的丰沛水资源浇灌了万亩良田，使农牧业兴旺发达，人民得以繁衍

生息；是河道、湖泊提供的丰沛水资源满足了城市和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使社会繁荣繁华；更是河道湖泊造就了上海近代的航运事业，促使

上海逐步成为东北亚航运中心。 

3 河道、湖泊的水安全作用 

水的作用有着明显的两重性，“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上海沿江沿海，地处太湖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最下游，在充分享受水土膏腴

和舟楫之利的同时，也饱尝了水灾害带来的威胁。而河道和湖泊既是洪水的通道，又是涝水槽蓄场所，是一个地区缓解洪涝灾害的基础和必

备条件。 

长江口是长江流域泄洪的口门，常年平均流量29600立方米，历史最大流量达到达92600立方米／秒，无论是那一年的洪水都从这里流向

东洋大海。黄浦江是太湖流域和上海大陆地区的主要泄洪通道，全流域60%～70%的洪水，从这条通道进入长江口。全市23870条段的河道和23

个湖泊（总长度21646.29公里，水面积405.54平方公里，除涝的槽蓄量3.88亿立方米），每年都发挥了泄洪通道和涝水槽蓄的作用,是全市防

治洪涝灾害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区防洪治涝的能力。 

如果泄洪通道因填堵或淤塞而消失或不畅，那么上游洪水就会因阻滞而泛滥成灾，当地涝水就也会因没有出路而积水成灾；如果内河因

各种原因而引起水面积大量减少，那么在我们平原地区，就会造成因槽蓄量不足而一下雨就一片汪洋的后果，或造成防汛墙坍塌，引起更大

的灾害。这些现象在上海历史上一直到现在都是有深刻教训的。 

4 河道、湖泊的水文化作用 

所谓水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与水相关、相联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上

海，是一座从江南水乡中走出来的新兴城市。昨天风景秀丽的江南水乡，今天繁荣繁华的新兴城市，明天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无论是物质

财富还是精神财富，都离不开上海地区的河道和湖泊，留下和将要留下的将是无数精美无比、博大精深的水文化。  

4.1 黄浦江是记载着上海近代发展史的母亲河  

昨天的黄浦江和外滩，既记载着西方的文明,有着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美称；更深深刻印着上海人民的苦难历史，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耻辱。

静静流淌的黄浦江，既有让人难以忘怀的情结，更有许许多多血泪斑斑的往事，她以母亲河博大精深的胸怀，包容和包含了古今中外的沧桑

与苦难。 

今天的黄浦江和外滩，无论是浦西还是浦东，白天还是晚上，都充满了勃勃生机，无时不刻地向世人展示她的风采，她的两岸不仅仅记

录着上海的历史；而且已经成为展示上海风貌、文化底蕴、人文景观以及城市人智慧和创造结晶的走廊。她不愧为是上海人民的母亲河。在

举世瞩目的申博活动中，上海又把2010年上海世博会规划选址在黄浦江的两岸。这是市委、市政府的英明决策，其目的是借助黄浦江水环境

优势，显示东方水都的魅力。 

4.2 苏州河的变迁印鉴着上海城市的历史 



苏州河曾经是连通富庶的江南地区和上海海上贸易的通道，当年两岸码头如麻、船只似云，建筑材料、粮食、棉花、蚕丝、茶叶、瓷器

等在这里运进送出，岸边弯弯曲曲、细细窄窄的牵道纪录着川流不息的繁忙。20世纪以后，大量的修造船厂、面粉厂、纺织厂、机器制造

厂、冶金厂及水电、煤气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下游金融、商业和高级住宅应运而生，大量的移民由船上过渡到陆上，上海这座城市从这

里起步。昔日的苏州河承载着城市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也承受着粪便、污水和垃圾的污染，刻印着历史的沧桑，留下了累累伤痕。 

解放后的苏州河，两岸从一片片灰头土脸的棚户区，发展为一条条绿带和一个个功能各异的现代化小区、园区，河水从干流到支流，由

清变浊再变清，她宛如一条动脉，静静流淌在在这座城市的街巷楼宇之中，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见证历史，延续文明。苏州河综合整治

二期工程和正在计划中的三期工程，以“水清、岸洁、有绿、景美”为特征，注意了挖掘苏州河两岸地区的人文特色，积极保护历史风貌，

把苏州河及沿岸地区建成文化底蕴深厚、时代特色浓郁的历史走廊。 

4.3 与水相关的文物和文化是江南水乡的写照  

在历史的长河中,上海地区留下了很多描绘江南水乡景物和风情的诗画,其中：有“海天血日”、“吴淞烟雨”、“风楼远眺”、“江皋

霁雪”等意境深远的名画；唐朝大诗人杜甫和杜牧分别有“吴门转粟锦，泛海陵蓬莱”和“风波烟雨一相失”的名句；还有唐朝皮日休的

“沪渎”，宋朝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的“过吴淞”、“柘湖”、“江上渔者”，元朝赵孟頫的“吴淞江上”，明朝夏元吉、董其昌、海

瑞的“踏车叹”、“漴阙石堤记”、“开吴淞江祭文”等脍炙人口的诗篇……这些都充满了诗情画意，让人回味，由人追溯。 

在近代史上有许多回味无穷的老照片留了下来，有碧波荡漾、烟雾浩淼的湖泊，有河湖如织、水清岸绿的世外桃源，有桅帆林立、船只

如云的水上通道，有鱼船影绰、水清见底的水乡风光……这一切留下了永远的回忆和美好的向往。 

青浦朱家角、练塘，南汇新场等历史古镇，石驳岸贴水而砌、街道沿河而建，河中舟船往来，居民枕河而眠，跨河桥梁各异，两岸古色

古香……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无数的古迹文物和历史故事，江南水乡的韵味尽在这些历史古镇。人们人们为此而不断地追寻、挖

掘和探索。 

4．4 与水相关的历史文物和故事 

上海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6000多年以前，在古海岸（岗身）以西，现嘉定、金山、青浦、松江一线，就有祖先在此居住。据考古发

掘，金山查山遗址包括了马家浜、马桥、吴越文化等，距今7100～5900年；青浦的菘泽和汤庙村遗址包括了马家浜、菘泽、吴越文化等，距

今5900～5100年；青浦福泉山和松江广富林遗址散布有马家浜、菘泽、梁渚、马桥、吴越等文化和和汉代墓葬，距今5100～4200年； 闵行马

桥遗址，称马桥文化，覆盖范围很广，北起外岗，南至柘林，经大小金山至杭州湾滩浒山一带岸线以西地区都有马桥人活动的痕迹，距今

3800～3100年。从历史遗址的考证中可以了解到，上海先民于6000多年以前就居住在江河湖海的岗阜高地，刀耕火种，以种植稻谷、豢养家

畜、制作陶器，进行渔猎为生，从而创造了灿烂的古文化。有人说“到上海看百年文明史”，这中认识至少说是很不全面的，也可以说是一

个误区。 

4.5经济社会的发展史与水的关系更是密切 

上海素有“因水而生、水而兴”之说，有史可证。由于东江、娄江相继淤塞，松江水系成为太湖流域人海的主要通道，公元７４６年

（晋天宝五年）在青浦青龙镇设青龙港，上海地区第一次有了贸易港的地位，由于港口和航行的发展，使上海地区成为“人物之盛，财富之

夥，盖可当江北数郡，蔚然为东南名邑”的名城。以后，随水道的变迁又几易港口，明弘治年间，在黄浦水系形成以后，移至黄浦江、吴淞

口一带，上海便成为“海运要津，东南通闽越，西北距江淮”的通商要塞。清康熙二十五年建海关，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丧

失主权，洋人、洋船大量涌入。这段与水相关的经济社会发展史，留下了许多值得纪念的文物，如：泖河上的泖塔，松江的青龙塔、方塔、

李塔，浦东六团的万缘塔，普陀区桃浦镇的白塔、北塔等古塔；静安寺、万缘寺，还有敦煌石窟中“石佛浮游吴凇江”的壁画；位于吴淞口

的炮台山，最早的海关，1893年重建的江海大关，自动潮位指示针等等，几乎都与水运有关，留下了一段段难忘的历史和一个个脍炙人口的

传说。 

4.6 水上和水边体育文化活动 

水上和水边的体育文化活动自古以来一直盛行，划龙船、赛龙舟等活动，可以追朔到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和水环境的改善，不仅传统的水上和水边的体育文化活动蓬勃开展；而且新的形式、时髦的的活动方兴未艾，如：水边的体育锻

炼、文娱活动、歌舞表演、大型烟火晚会等，已经屡见不鲜；水上的帆板、划艇、冲浪、滑水、游艇等正蓄势待发。多样化的水上和水边体

育文化活动将成为上海人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5河道、湖泊的水生态作用 

水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水生态就是河流、湖泊中的水与生物群落（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共存，水体与生物群落相互依

存，相互作用，形成了江河湖泊的自净能力的系统。 

过去，上海地区有着比较完善的水生态系统，水生动物和植物非常丰富，生态系统十分完美。上海郊区的水边植物和挺水植物有传统的

芦苇、苍蒲、野茭白、茅草、辣蓼草等；主要浮游藻类有蓝藻、绿藻和硅藻；在水底下生长的沉水植物有竹叶眼子莲、苦草、金鱼藻、大茨

藻等；漂浮植物有水葫芦、水狐狸、萍、紫背萍、凤眼莲等；浮叶植物有莲藕、睡莲、红菱、野莼菜等。根据华师大调查，仅淀山湖区域水

草种类就有17种23属26件。鱼类有刀鲚鱼、银鱼、鲤鱼、鲫鱼、青鱼、鲢鱼、鳙鱼、鳊鱼、旁皮鱼、翅咀白鱼、穿条鱼等；虾类有日本沼虾、

河虾、青虾、白虾、中华绒螯蟹等。据华师大调查，仅淀山湖地区鱼类多达60属75种。底栖动物有河蚌、螺丝、黄蚬等8种；无脊椎软体动物

有摇蚊幼虫、沙蚕、水蚯蚓等21种；水生昆虫有多毛类、寡毛类2种；浮游动物主要由有原生动物、轮虫、枝角类和桡足类等四大类。 



完善的水生态系统，不仅使生物的种类与种群得以繁殖和延续，还为人们提供生存和生活所必须的食品及美味佳崤；更为重要的是，维

持了大自然的生态平衡，通过生物种类中的生产者——消费者——还原者的的生物链，在不断的循环中生物得到了延续、环境得到了平衡。

那时的上海河道、湖泊基本上都是水流清澈、鱼虾洄游、水草茂盛、清新自然。然后，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上海的水生态系统遭到人为的破

坏，绝大多数河道、湖泊水体污染、生物稀疏，甚至污水横流、鱼虾绝迹，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目前，全市各个方面都在全力进行修复，增加水面积，治理水污染，恢复水流的多样性，建设自然型的护坡，种植水生植物，放养水中

动物及微生物等措施，在水环境整治中应地制宜地得以实施，上海地区河道、湖泊水生态的作用将逐步得到修复。河道水生态的修复要逐步

做到：岸边种树木，河边植草坪（灌木），墙上（防汛墙）攀青藤，水边栽植物，水面养萍草，水里游鱼虾，水下长水草，河底爬螺蚌。  

6 河道、湖泊的水景观作用 

    在一般意义上讲，与水相关的地表自然景色称为水景观。也可定义为人们身边的水以各种目的，用各种形式达到各种不同的景观效果，

从立体到平面、由静态及动态、从无声到有声，并综合四周的景物和倒影及水中、水边的动植物等，供人们享受并使人获得愉快的整体组

合，即为水景观。各种水景观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6.1与水相关的地表自然景色 

与水相关的地表自然景色，突出的是水与自然景色，可分为山水型的，如漓江山水，小三峡等；峡谷型的，如九寨沟，黄龙等；湖泊型

的，如太湖，喀那斯湖等：河流型的，如长江、黄河等；瀑布型的，如黄果树瀑布、壶口瀑布等……。这些水景观一般风光旖旎、气势磅

礴，或是碧波万顷的湖泊，或是奔腾咆哮的瀑布，或是一泻千里的大河，或是清澈见底的涓涓溪流……让人心旷神怡、感慨万千，几乎每一

条河流，每一个湖泊，每一片水域都具有各自的性格、各自的风貌，体现了大自然的力量和奇妙。 

6.2城市水景观 

从立体到平面、由静态及动态、从无声到有声，并综合四周景物的城市水景观有传统和现代之分。 

传统的有江南小镇，如江苏的周庄、浙江的乌镇、上海的朱家角等，一般是“小桥、流水、人家”有模有样，民风、民俗、民间传统依

稀可辩，有“依水筑榭、恬淡清雅”的韵味，又有“江南水乡、世外桃源”的野趣。 

现代的有穿越大都市的河流，如黄浦江、苏州河，两岸融合了各个时代的建筑和人文景观，是展示城市风貌、文化底蕴、人文精神以及

城市人智慧和创造结晶的走廊。 

现代城市水景观，一般要求：一是要河道断面不一，水流多样，能够弯曲逶迤穿越公园绿地、小区街坊、商业网点；二是断面设计要因

地制宜，尽可能使坡、墙、平台的不同组合形成各具风格的景观，各不相同，各有千秋；三是河水、边坡、防汛墙、平台、绿化小景要通过

有机组合，成为相得益彰、交相辉映的风景线；四是努力改变过去“河道笔笔直、堤岸崭崭齐、河水低低流、行人远远离”的情况，让水跑

到人们脚边，人可以跑到水边，创造水和人近了，人和水亲了的环境，满足现代城市人的需要。  

6.3乡村水景观 

上海郊区丰腴的土地上，到处有水，有浩浩荡荡、气势磅礴的长江、黄浦江，更有蜿蜒曲折、纵横交错的2万多条中小河道。这些河道的

存在和变迁，造就了上海的昨天、今天和即将到来的明天。乡村水景观，应该包含水为背景的大自然风光、田野风貌、农村风俗和古今人

文，并充分考虑它们的一致性，尽可能地为丰富多彩的大自然及人文历史锦上添花，体现上海郊区江南水乡和深厚文化底蕴的韵味。 

河道应该是两岸参差生长的各种树木林立，水边植物茂盛，水中挺水植物、浮水植物和沉水植物多样；水里鱼虾迴游、底栖动物爬行，水体

清澈见底；水面或平静如镜，或微微流淌，不时有家禽游弋、野禽出没；河流所经之处形成一些局部河湾或河汊，有条件的建成被水流包围

的岛群及湿地，处处充满自然气息。 

田野应该是土地平整、格田成方、排灌分开、河路成网，大面积的农田在各个季节里色彩斑斓；大量以地方性树木为主的片林和林带，分布

在广袤的田野中间，形成疏密相间、差落有致的绿色板块，让人在河道边或河道上闻得到瓜果飘香和农作物沁人心肺的诱人气息，看得见麦

浪滚滚和桃花红、柳树绿、菜花黄的迷人色彩。 

农村应该是传统和现代的有机结合，在“人口向中心城镇集中、工业向工业园区集中、耕地向种田大户集中”的基础上，更多的农村地

区，应该建设上海特色的田园化农村，将传统的一家一户式农庄与现代化庄园结合在一起，既有江南水乡“井”、“场”型的中式农庄韵

味，又有国外田园别墅型的西式庄园风貌。 

上海既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又是我国现代文明的起源地之一，郊区的人文应该从“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历史资料、当代文明

及乡里民间中去发现、挖掘、整理真实的事件、有趣的故事、美丽的传说，并保留、恢复、整修和新建与之相关的景和物，以形成具有中国

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水乡文化。 

通过乡村水景观的建设，让人们在河道上或河道边，感受得到大自然的野趣、野味，领略绿色田野的无尽风光、风味，体会得到江南水乡文

化底蕴的丰厚、丰富，看得到一望无际的田野和绿树深处或隐或现的现代化庄园，让人感觉清新自然、心旷神怡。 

6.4园林式水景观 



园林式水景观有荷花莲池、楼台亭阁、水榭廊坊的江南园林型的，有小河弯弯、流水潺潺、池塘片片的小区水景型的，有水水相连、湖

面宽阔、碧波荡漾的城市公园绿地型的，更有植物茂盛、生物多样、深浅多变的城市湿地型的……。园林式水景观综合了四周的绿化、景物

及水中倒影，给人以美的享受；融入了各式著名建筑、碑刻雕朔、活动场所和故事传说等古今中外的文化，让人思考、遐想；创建了水边和

水中的动植物生长的条件，生机盎然的环境使人精神和兴奋……。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反思水环境问题，通过园林式水景的开发和建设，让安全、舒适、优美的水环境重新走进市中心区、走进小区街

坊、走进公园学校、走进广场绿地，走到人们的身边、脚边，无疑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水是生命之源，生存之本；而河道、湖泊则是水的载体，水的依托。当前，上海正在认真贯彻党中央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需要水循环正常、水安全保障、水资源丰沛、水文化丰富、水生态良好、水景观优美

的水环境。当前，我们在水环境治理、保护和建设的每一个阶段中，可以突出某一方面的重点；但是，决不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必须立足长远，统筹兼顾，必须符合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必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上面所说的河道湖泊在水环境中的六个方面作用，仅是在水环境的治理、建设、保护实践中的一种探索，有待进一步总结、完善和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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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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