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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可持续用水的关键
Neil Andrew
Chair of Australia’s Murray–Darling Basin Authority and Fellow of the Australian Academy of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Australia

尽管澳大利亚以世界上最干旱的有人居住的大陆而

闻名，但水资源短缺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近几个

月来，南非的长期干旱引发了一场切实而紧迫的水资源

危机——该国第二大城市开普敦面临着缺水的危机。在

印度，北方的夏季再次出现了严重的水资源短缺状况。

据报道，许多地区的水龙头都已经干涸，一家政策智库

警告称，在印度约有6亿人面临水资源紧缺的危机。

联合国水资源署表示，水资源短缺影响着每个大

洲；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不断增长的人口以及不断增

加的用水量使得越来越多的地区正走向可持续用水的极

限。用美国发明家、政治家、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

话说：“当水井干涸时，我们才知道水资源有多珍贵。”

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期待整个世界的工

程师、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能提出管理河流系统的新方

法，以确保这口“井”不会干涸，并确保水资源可以得

到有效公平的利用。

近年来，澳大利亚正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我

们确保跨多个政府边界可持续用水的做法，很可能成为

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尽管澳大利亚是一个干旱的大

陆，但它是一个主要的食品生产国和出口国。根据澳大

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与科学局（ABARES）的最新官方

预测，澳大利亚的农业产量在未来一年将达到610亿澳

元，出口额将达到约470亿澳元。这些产值中的大部分

来自墨累-达令盆地，这是一个覆盖面积超过100万平方

公里、横跨澳大利亚东南4个州的23个河流系统的全球

重要区域。墨累-达令盆地分布着两百多万人口，也是

全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地。

2007年是有史以来干旱状况最严重的一年，随着 

50多年来取水量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环境

遭到严重危害以及各地区之间关于水资源共享安排的争

论不断，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的领导对于解决这些问

题非常重要。于是澳大利亚便出台了新的墨累-达令盆

地计划，并于2012年年底将其纳入法律。该计划有一个

明确的目标：确保水资源能够长期并可持续地使用，以

保护环境并平衡河流系统沿岸的灌溉者和社区的需求。

墨累-达令盆地计划要求墨累-达令盆地的河流平均年采

水量减少约20％，相当于2750 GL。
这项减少采水量的政策所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效应在

某种程度上被政府的大量投资所抵消，这些投资包括从

愿意出售取水许可证的人手中购买取水许可证，以及投

资于更有效的灌溉基础设施。澳大利亚政府已经为这些

水回收工作拨款超过100亿澳元，目前已经获得了超过

2100 GL水的取水许可证。这种水正被返回环境中以改

善其水质。

该计划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将土地价值与水资源价值

分离。现在，墨累-达令盆地的每个人都知道水的真实

经济价值，而这种观点的转变推动水资源使用方式产生

了实质性变化。

墨累-达令盆地管理局负责制定该计划，并与州政

府机构一起监督实施，至少每十年审查一次。墨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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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盆地管理局的工作基于现有的最佳科学依据，并与受

影响社区不断进行协商。在国际层面上，墨累-达令盆

地计划跨越多个政府边界，处于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前

沿。它独特的地方在于它不仅考虑了社会和经济需求，

也考虑了生态需求。

最初五年的评估发现，该计划运作良好。环境受益

于水流量的增加，水权被用来交易以获得更高价值的使

用，河流系统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意识到了水的真正价

值。五年后的研究结果表明，河流和邻近的河滩湿地中

存储了更多的水，并且更有效地利用水的灌溉可以维持

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所有这些变化都带来了更高效、

更灵活的农作方式，并使人们重新关注21世纪管理水资

源所需的工程和农业解决方案。

过去100年中，众多大型土木工程项目都建造了水

坝、堰、拦河坝和水闸，以帮助控制河流、预防洪水，

并开辟广阔的灌溉和粮食生产区域。展望未来，澳大利

亚需要制定更多的基础设施项目并不断改进，可以向中

国的主要土木工程项目学习，如淮河流域项目，但仍需

要新的工程解决方案。

2018年，澳大利亚农民迫切希望获得有助于提高效

率、增加产量的新技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农作方

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农民使用电脑键盘就像在

拖拉机驾驶室里一样舒适。在墨累-达令河流域，许多

农民现在使用全渠道控制系统和智能水表来监测和控制

作物的供水。新设备可以主动测量土壤水分，在需要

的时间和地点将水输送给植物和作物。全球定位系统

（GPS）卫星可以引导农场设备穿过农田，牧场主只需

要点击计算机鼠标，就可以为牲畜释放水源。

受益于工程和技术的进步，河流当局现在利用卫星

技术来监测墨累-达令盆地的环境流量和蓄水能力，并

利用智能水表测量水量分配。这些宝贵的新工具加强了

水资源市场的顺应性和可信度。水资源管理和灌溉正在

不断地向更加高效的方向发展。墨累-达令盆地内目前

正在开发的一些项目将进一步优化供水方式，以供人类

和环境使用，并将提高农场内外的用水效率。

尽管如此，相关部门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加强协

作，提高数据收集能力，提高未来五年及以后的效率，

为墨累-达令流域环境、工业、社区更好的可持续发展

做好准备。在接下来的五年中，保障墨累-达令盆地正

常工作所需的工具将全面投入使用。为了确保墨累-达
令流域计划取得成功，墨累-达令盆地管理局致力于运

用我们通过透明和基于证据的决策中学到的知识，以

符合国家利益为责任和宗旨来管理墨累-达令盆地的水

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