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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北方水资源短缺问题

南水北调工程旨在通过调配南方丰富的水资源，缓解北

方地区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保障北方地区的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

优化水资源配置

通过南水北调工程，实现全国范围内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

改善生态环境

南水北调工程有助于改善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提高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目的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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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运行监管

汇报南水北调工程在运行过程中的监管措施，

包括水量调度、水质监测、工程安全等方面的

监管。

生态环境保护

介绍南水北调工程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

措施和成效，包括生态补水、水源地保护、

水生态修复等方面的内容。

社会经济效益

分析南水北调工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

效益，包括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等方面的内容。

未来展望与建议

展望南水北调工程未来的发展趋势和面临的

挑战，提出加强监管、完善政策等方面的建

议。

汇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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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工程概述



中国水资源南北分布极不均衡，北方地区水资源
短缺问题严重。

水资源分布不均

随着北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水资源需求量不断
增加。

经济发展需求

通过南水北调工程，改善北方地区生态环境，促
进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改善

工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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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通过水资源配置，促进南北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01

缓解水资源短缺

通过调水，缓解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保障生活和生产用

水需求。

02

改善生态环境

增加北方地区水资源量，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

工程目标和任务



南水北调工程分为东、中、
西三线，总调水规模达数
百亿立方米。

调水规模 调水路线 受水区范围

工程涉及长江、黄河、淮
河和海河四大流域，穿越
多个省份。

工程受水区主要包括北京、
天津、河北、河南等省份
的重要城市和地区。

030201

工程规模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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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期监管措施



加强对南水北调水源地

的保护，确保源头水质

安全。

建立完善的水质监测网

络，实时监测水质变化。

建立水质预警机制，及

时发现并应对水质污染

事件。

加强水处理设施建设，

提高水质净化能力。

水源地保护 水质监测网络 水质预警机制 水处理设施

水质监管措施



工程安全监测

应急预案制定

工程维修养护

安全管理制度

对南水北调工程进行定期安全监测，确保工

程运行安全。

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应对突发事件和自然

灾害。

加强工程维修养护工作，确保工程设施完好。

建立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各级管理职

责和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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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安全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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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南水北调工程生态

用水需求，维护河流生

态健康。

生态用水保障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

因工程建设受损的生态

环境进行补偿。

生态补偿机制

加强环保设施建设，减

少工程运行对环境的影

响。

环保设施建设

建立健全的环保监管制

度，对工程运行过程中

的环境问题进行监督和

管理。

环保监管制度

生态环保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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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措施实施情况



水源地保护

加强水源地周边环境保护，严格控制污染排放，确保水源水质安
全。

水质监测网络

建立完善的水质监测网络，实时监测水质变化，及时发现并处理
水质问题。

水质信息公开

定期向社会公布水质监测结果，接受社会监督，提高水质监管透
明度。

水质监管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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