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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秦巴山脉水资源保护及利用现状，并针对其面临的问题及压力，提出了秦巴山脉水资源保护及利用战略的

总体发展思路、目标及任务，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对策：①加快法律建设，完善配套政策；②强化依法治水，严格“红线”

管控；③改革流域内管理机制；④完善生态补偿体系；⑤加强水质监测预警建设；⑥建立区域内重大水污染事件应急机制； 
⑦依托资源优势，创新水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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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of the Qinba Mountain Area, 
and propose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ideas, objectives and tasks, as well as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with regard to the strategy 
of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The measures involve: ① hast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laws and regulation and 
finalizing the supporting policies; ② strengthening water conservancy based on laws and the strict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strictive 
region; ③ reforming the present watershed management mechanism; ④ refining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⑤ enh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and warning system; ⑥ establishing an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for large water pollution 
events; ⑦ developing an innov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for water based on resource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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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秦巴山脉水资源保护及利用战略研究

一、前言

秦巴山脉水资源丰富，是拥有我国最优质水源的

地区，丹江、汉江、嘉陵江以及汉江最大支流堵河等

均发源于此 [1]。根据区域内各省市水资源公报提供的

地表水量汇总计算得到：秦巴山脉每年汇入长江、黄

河及淮河的累计水量约为 1.5×1011 m3，其中长江为

1.4×1011 m3，黄河为 7.0×109 m3。同时，秦巴山脉还

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分布有多个水源保

护区及涵养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原始林区、水土

保持区等生态敏感片区。尽管秦巴山脉水资源众多，

但其水环境情况不容乐观，由于地区生态保护压力

较大，近年来水环境资源保护与各方面的矛盾突出。

本文根据调研情况，分析了秦巴山脉水资源保

护及利用现状，总结了其目前面临的问题，提出了

战略思路、目标、任务，重点从完善生态补偿体系、

加强水质监测预警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保障

措施与政策建议。

二、秦巴山脉水资源保护及利用现状

（一）水资源现状

秦巴山脉地域幅员辽阔，流域水系发达。根据

本课题在秦巴山脉地区的调研统计数据，区域内一、

二级支流集水面积在 5~100 km2 的河流有 254 条，

集水面积在 100~1 000 km2 的河流有 93 条，集水面

积大于 1 000 km2 的有褒河、水河等 10 余条河流，

分布于汉江干流的左右岸。丰富的地表水资源保证

了整个秦巴山脉的水资源处于丰水区水平。

根据区域内各地水资源公报提供的水量数据，

近几年来秦巴山脉水资源量现状见表 1，各省年均

水资源量见图 1。秦巴山脉内水资源空间分布不均，

各省市水资源量差异较大。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量

及水资源总量均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从侧面反

映了该地区急剧增加的自然开发活动对水资源的减

少有重大影响。

（二）水环境现状

1. 水环境监测现状

根据本课题调研过程中各地方环保及水利部门

提供的数据，目前水利系统流域水文局和地方水利

部门在汉江干、支流上共设置水文站 20 个。水利

部门在丹江口库区及上游设水环境监测断面 73 个；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在丹江口水库库区及其上游共布

设 49 个水质监测断面，涉及陕西（12 个）、湖北（24
个）、河南（13 个）三省；地方环保部门在丹江口

                                        表 1 秦巴山脉水资源量现状  (×108 m3)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多年平均值

地表水资源量 1 245.4 1 355.5 1 017.13 953.46 1 095.3
地下水资源量 * 341.2 357.4 321.7 303.8 348.15
水资源总量 1 363.9 1 487 1 123 1 048.5 1 252.3
注：*：根据水资源公报，地下水资源量与地表水资源量有部分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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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区及上游布设水环境监测断面 63 个。

2. 水环境质量现状

从各地环境质量公报发布的数据看，2011—
2014 年，秦巴山脉汉江流域水质绝大部分保持在Ⅱ

类水体标准，全部满足Ⅲ类及Ⅲ类以上水体标准，

上下游区域水质无明显变化。三峡库区及其上游干

流水质总体为优，支流总体为轻度污染，劣Ⅴ类水

质断面主要集中在普渡河、三岔河、釜溪河、五桥

河等支流。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水质状况总

体为优，局部河段水质较差。水源区水质整体以Ⅰ

类、Ⅱ类为主，但空间分布差异明显，支流上游控

制断面及水库水质类别多为Ⅰ类、Ⅱ类，而河口控

制断面水质类别多为 Ⅲ类 ~ 劣 Ⅴ 类，支流上游水

质、水库水质状况明显好于河口区域。嘉陵江流域

水质多维持在Ⅱ类及Ⅲ类水质标准，基本达到规划

要求。黄河流域内总体水质较好，干流上游区水质

可达到Ⅱ类标准，但支流部分水域遭受污染，如渭

河天水市部分流段、洛阳好阳河等。个别河段污染

严重，如葫芦河和宏农涧河。总体来说，秦巴山脉

总体水质良好，仅在局部地区、部分河段存在污染

或严重污染现象。

（三）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1. 生活、工业、农业用水现状

根据区域内各地水资源公报提供的用水量数

据，近年来秦巴山脉水资源利用量见表 2。各用水

总量中农业用水量占比最大，超过 50 %。这主要

是由于秦巴山脉产业结构仍以农业为主，生产机械

化、现代化程度低，用水浪费，少有采取大规模节

水灌溉等一系列原因导致了农业用水比例较高。秦

巴山脉地区工业不发达，工业用水约为农业用水的

一半。而由于生活水平的限制，居民生活用水量也

相对较少。

             表 2 秦巴山脉水资源利用量  (×108 m3)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生活用水 30.49 32.45 34.59
工业用水 52.73 56.37 54.21
农业用水 99.47 99.82 101.36
用水总量 184.92 189.57 191.09
注：根据水资源公报，用水总量通常除了生活、工业和农业用水，还包括
1 % 左右的生态环境补水，由于数量较少，没有列出。

2. 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秦巴山脉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水资源丰

富，是当前水资源开发和利用的重点。根据调研过

程中各地方部门提供的数据，目前秦巴山脉装机容

量在 1×104 kW 以上的水电站共 83 座，其中大型

水电站 8 座，总装机容量为 5.245×106 kW；中型

水电站 37 座，总装机容量为 3.927 5×106 kW；小

型水电站 38 座，总装机容量为 8.525×105 kW。与

水能资源开发相配套，秦巴山脉修建了大量水库。

在调研中的 62 座中型以上水库中，大Ⅰ型水库有 9
座，大Ⅱ型水库 30 座，中型水库 23 座。

3. 跨流域调水现状

为了充分利用秦巴山脉水资源丰富的优势，缓

解北京、天津、陕西、华北地区水资源危机，政府

规划实施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引汉济渭工程、西

安黑河引水工程等10个主要跨流域调水工程。其中，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无论是在调水量、调水范围还是

管理复杂程度上均远超其他所调研的调水工程。引

汉济渭工程、引乾济石工程及鄂北调水工程等调水

量较小，涉及市县少，管理机构简单，不存在跨省

调水协调的问题。

三、秦巴山脉水资源保护及利用面临的问题

（一）水资源利用率低，分配体系亟需完善

秦巴山脉水资源丰沛，但水资源利用率较低，

其中地表水利用率仅为 28 %，地下水利用率为 45 % 
（由区域内各地水资源公报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

另外，尽管目前秦巴山脉用水需求矛盾并不突出，

但其水资源分配体系急需完善。以河南省为例，其

供水主要采用地表水、地下水联合供水，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通水后，新增调水供水。调水水质优良，

但存在部分被用于农业灌溉的问题。

（二）河流受污染风险较高

1. 部分河段污染现象较为严重

秦巴山脉整体水质状况良好，但部分河段，如

十堰市天河、南阳市老灌河、天水市渭河等污染现

象严重。汉江上游地区工业布局不尽合理，众多工

厂多依汉江或其主要支流而建，存在医药制造、食

品酿造、化工等废水重点工业污染源。区域内部分

企业存在不正常使用污染处理设施违法排污、超标

排污、偷排漏排等现象，造成部分河段水体水质下降。

2. 农村生活污染、农业面源污染日益突出

区域内农村生活污水、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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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均较低，大多数直接排入江河，造成大量营养物

质随地表径流进入水体，局部水体富营养化问题突 

出 [2]。农村耕作大量不当使用农药、化肥和地膜等，

使土壤残留污染严重，残留物随水土流失排入江河。

农村生活污水垃圾及农业污染对河流水质造成的威

胁不容忽视。

3. 尾矿库分布较多，监管落后

秦巴山脉矿产资源丰富，是我国多类矿种分布

密集区，采矿、选矿及其加工企业众多，形成了数

量众多、形式各异的尾矿库、废石场及废渣场。大

部分建设时间较早，建设标准低，环保设施缺乏，

安全基础差。由于废矿渣含有硫、砷、汞等多种有

害成分，有毒渗滤液的渗透将进一步污染地下水。

目前，部分尾矿库尚未建立在线监测系统，缺乏综

合数据库，难以对整体区域内的环境风险进行综合

评估。而“无主库”“三边库”的存在使得监管难

度加大，易导致突发环境事件和重特大生产安全事

故，严重威胁流域水质安全。

4. 石漠化，水土流失较为严重

根据《中国石漠化状况公报》等统计数据，秦

巴山脉石漠化较为严重的地区有三峡库区和丹江口

库区。三峡库区石漠化总面积为 6 680 km2，库区

面积土地石漠化率为 10.8 %。丹江口库区石漠化总

面积为 4 620 km2，库区面积土地石漠化率为 10 %。

石漠化直接加剧了区域内的水土流失现象。三峡库

区作为我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 其水土

流失面积达到 2.7×104 km2， 每年流失的泥沙总量为

1.4×108 t，占长江上游泥沙的 26 %。丹江口库区的

水土流失面积达到 1.9×104 km2, 每年流失的泥沙总

量为 9×107 t。由于坡耕地种植等人类活动干扰的加

大，造成了土地荒漠化的进一步加重。而区域内水

土流失治理程度和水平尚低，传统农业活动对土地

的过度开垦，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秦巴山脉侵

蚀程度以轻度和微度侵蚀为主，占水土流失总面积

的 68 %，强度、极强度和剧烈侵蚀占水土流失总面

积的 21.6 %。这对区域内生态系统的稳定、水源涵

养功能的发挥均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三）水质监测预警能力较为薄弱

1. 监测点位布设不足、局部重复

丹江口水库、汉江、丹江等均布设了多个水质

监测断面，在重要节点布设了控制断面；其他重要

入库支流一般只在支流口或上游布设为数不多的断

面。环保系统和水利系统布设的断面不完全相同，

监测重点有所差异。现有水质自动监测站点数量少，

监测点位布设存在局部重复、局部不足（尤其偏远

地区）的情况，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库区及上游地

区水质的现状和变化趋势。

2. 环境监管能力、手段较落后

目前，以人工为主的监测方式仍是在丹江口水

库及上游地区进行水质监测的主要手段，全流域范

围内仅配有两个水质自动监测站，水质远程自动监

测在站点位置及数量、仪器配置等方面与库区规划

目标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
[3]。库区及上游地区环境

监管主要以现场检查为主，监管手段单一，环境监

察监测人员编制尚不能达到国家环境监测标准化建

设要求，与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环境保护工作

总体要求不匹配。环境应急中心建设缓慢，难以保

障库区及上游地区的水质应急监测，部分区域污染

源在线监测设施安装不到位，难以实现对污染源的

实时监测，威胁流域水质安全。

3. 水质预警预报能力薄弱

目前，尚未建立全流域的风险源、水环境数据

库，信息传输系统有待完善，无法对库区重点污染

源进行实时监控和有效预警，以应对流域突发水环

境污染事故。

（四）生态补偿机制有待完善

1. 补偿标准不统一、补偿金额过低

近年来，针对丹江口水库及上游地区的水质

保护，国家与地方政府都制定了一些涉及生态补

偿的制度和措施，但目前实施的一些补偿办法，

标准随意性较大，存在着核算标准不统一、标准

偏低、不足额补偿等问题。总体来看，国家的重

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金额与地方政府的环保投

入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转移支付资金难以全面支

撑丹江口水库及上游地区的水质保护，不能保障

调水工程的顺利运营。

2. 生态补偿方式和资金来源较为单一

丹江口水库及上游地区的生态补偿方式主要为

国家的重点功能区转移支付。区域的生态补偿主要

依靠政府采取财政补贴、行政管制等手段
[4]，如进

行资金补偿、实物补偿、政策补偿等。当前国家采

取的生态补偿措施和政策，基本上是以工程项目建

设投入为主，主要为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项目，

但投资项目不配套、标准偏低 [5]。生态补偿资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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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源于中央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缺少横向补偿，

补偿的资金来源单一。

3. 生态补偿政策法规有待完善

目前尚未形成和建立针对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

区的生态补偿政策，已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对水资源

保护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责任缺乏明确的

界定，对补偿内容、方式、标准和实施措施也缺乏

具体规定。

4. 后评估机制有待健全

虽然制定了一系列生态补偿的激励约束政策，

但其权威性和约束性不够。库区及上游地区各地区

的资金分配后，对专项资金存在挪用、乱用现象。

（五）水经济发展优势有待进一步发掘

秦巴山脉地理环境特殊，生态环境优良，是国

家重要的生态安全保障区。大部分地区降水较为充

沛，部分区域水资源储量丰富、类型多样、水质良

好、水量稳定，有适合规模开发的水源地。2011 年，

全国最大的富硒矿泉水生产基地在安康建成投产；

2015 年，丹江口水源地入选首批“中国好水”水源

地。目前，秦巴山脉矿泉水品牌主要有商洛威氧矿

泉水、安康市康硒矿泉水、白水县杜康矿泉水、汉

中市云雾山矿泉水、神农溪矿泉水、武当山天然矿

泉水、麦积山泉矿泉水、淅川县丹水泉等。整体来

看，秦巴山脉具有较高的矿泉水产业发展优势。但

当前国内瓶装水市场已被康师傅、娃哈哈、农夫山

泉、乐百氏等大企业占据，短期内打造自主品牌的

条件并不具备，形成新的统一的秦巴山脉特色饮用

水品牌存在较大难度。

四、秦巴山脉水资源保护及利用发展战略

（一）总体发展思路

1. 保护优先

划定秦巴山脉的生态控制红线和分阶段环保目

标，引导秦巴山脉产业合理布局，积极落实《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推动秦巴山脉水量调度、环境

功能区划、质量目标管理、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

流量保障、船舶和陆源污染防治等相关法规制定，

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为秦巴山脉生态环境保护

和污染综合整治提供法规保障。加强秦巴山脉生态

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控顶层设计，逐步实现由行政区

域环境管理向流域环境管理和“山、水、林、田、湖”

一体化管理的转变，推进秦巴山脉生态环境保护和

污染综合整治。

2. 创新支撑

以绿色发展为理念进行创新，引导绿色发展实

践创新。通过推行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等措施，推

动经济、社会和环境三重转型发展，变控制、限制

为引导产业发展，以转型发展取代关停并转的短期

行为，实现工业废物资源化利用。积极构建绿色农

业、生态农业产业链，提高化肥和农药利用率，促

进农业、农村废物资源化利用，减少农村水源的面

源污染。大力倡导绿色生活理念，转变生活方式，

降低生活污水及垃圾排放。

（二）战略目标

到 2020 年，建立起完善的水质监测、预警网

络；形成科学合理的水资源保护与利用管理机制和

补偿体系；初步构建出先进的水资源保护和应急保

障技术。到 2030 年，形成基于优质水资源的经济

发展模式；完成前期过度开发造成的石漠化等生态

修复；建立水资源绿色开发的技术平台及和谐共处

的生态模式。

（三）战略任务

1. 健全法律法规

建立健全适合我国的跨流域水资源管理的法律

法规体系，包括水量调度、功能区划、质量目标管理、

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流量保障、船舶和陆源污染

防治等相关法规。

2. 完善补偿体系和机制

探索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模式，建立区域共同发

展机制。除财政补偿外，同时提供技术补偿（智力

补偿）及产业补偿
[6]。向水源区的生态建设直接投

入一批高素质人才，包括科技人才、高级技工、管

理人才等，提高水源区生态建设的整体现代化水 

平 [7]。资助水源区发展替代产业或无污染产业，促

使水源区搭建好产业转移承接平台，接纳和汇聚资

源型、劳动密集型与高技术低污染型产业，形成工

业加工区和产业集群。

3. 构建先进的水资源监测预警网络和应急处置

技术

基于云计算技术，构建全流域集自动监控、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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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预警、业务管理、公众服务于一体的综合信息系

统，设立专项基金，提高应对突发性水污染事件、

自然灾害、极端天气、恐怖袭击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的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

4. 开发绿色产业技术保障水资源品质

基于先进的生物、材料等绿色技术对传统行业

进行改造，减少对水资源及环境的破坏，确保在发

展的同时，保障水资源安全。

5. 推进水经济发展模式

减少水力资源开发，重点发展高附加值的优质

水资源经济，实现优质水资源合理使用的经济模式。

五、保障措施与政策建议

（一）加快法律建设，完善配套政策

应加快立法制定秦巴山脉顶层设计与规划的步

伐，以保证区域内管理机构、各地方政府、企业、

社会等多元主体在参与共治中有章可循、协调一致。

建议国务院将秦巴山脉纳入国家重点流域水污染防

治规划，尽快推动国家层面立法制定和推动实施《秦

巴山脉水环境功能区划》《秦巴山脉水资源开发利

用与保护总体规划》《秦巴山脉水污染防治规划》等，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通过并颁布实施，以增强

规划的权威性。

在立法过程中，需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

是秦巴山脉水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体制性问题。应进

一步优化现有管理体制，明确秦巴山脉管理机构、

各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厘清各部门的具体职责，

建立制衡和监督机制。二是秦巴山脉水环境保护与

治理的协调性问题。包括建立跨行政区交界断面水

质达标管理、跨行政区污染事故的应急协调处理以

及水环境安全保障和预警等机制。三是秦巴山脉水

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的约束性问题。对丹江口水库

等重点水源区的取水总量控制、水工程调度作出规

范；明确在流域从事开发利用活动要符合水功能区

保护要求，主要流入秦巴山脉各河道控制断面需达

到水功能区水质标准等。

（二）强化依法治水，严格“红线”管控

秦巴山脉水环境保护与治理必须牢固树立依法

治水思维，全面做到依法履职、依法决策、依法执

政和依法监督，善于用法律手段去解决流域水环境

保护与治理中的冲突。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按照国

务院发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要求行动。

严格落实生态“红线”要求。加快区域内各省各地，

特别是上游地区生态控制线地图的制定工作，将主

体功能区规划划定的禁止开发区和环保规划划定的

严格控制区等重要生态区域落实到地图上，使生态

控制线范围得到进一步细化。严格开展水功能区限

制纳污红线考核，加大对入河排污口和重要饮用水

水源地的监督检查力度，将水功能区水质达标、饮

用水水源地达标建设、生态需水满足程度、地下水

退采量等目标要求纳入对各级政府的考核内容，强

化水功能区划的约束作用。

（三）改革流域内管理机制

秦巴流域跨五省一市，管理难度较大，应借鉴

欧盟治理莱茵河、多瑙河，美国治理田纳西流域的

管理经验建立跨区域专门机构，强化流域跨区域管

理机能，协商合作解决流域污染问题。

当前，急需通过建立秦巴山脉各省、各利益主

体间互动协作、协商的常态化机制，来协调流域上

下游不同地区、部门、行业对水资源的需求，破解

区域碎片化管理困境。应积极推进“秦巴山脉水资

源保护与水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的建立，进一步加

强区域内各省市间的合作，并积极探索“政府间联

盟”式的“府际协作”机制在跨行政区水环境治理

中的新模式。在此基础上，再将应用范围逐步扩大，

建立面向全秦巴山脉的“府际协作”机制，共同推

进秦巴山脉跨省水资源利用和水环境保护工作。

（四）完善生态补偿体系

一是建立区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体系。在

监测、评估生态环境状况的基础上，依照保护水质、

维护重要生态功能的原则，综合考虑保护自然资源、

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方面的需求，以及居民平

等享受公共服务、减少发展制约因素等，根据环境

治理成本，充分考虑库区面积、淹没土地面积、总

人口、水质影响程度、人均财力、移民安置、企业

关停受损和工程建设贡献等综合因素，区分不同权

重，合理确定库区及上游地区的分配比例，开展库

区及上游地区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研究。

二是建立协商谈判与区域共同发展机制。建立

输水区、受水区生态保护共建共享机制。引导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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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者和受益者之间通过自愿协商的方式实现合理

的生态补偿。构建政府管理平台，促进调水生态补

偿机制的建立，采取资金、技术援助和经贸合作等

措施，促进输水、受水区协作，推动水源地生态保

护区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

三是积极探索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建立不同

形式的水权交易体系。开放生产要素市场，使水资

源和生态资本化 [8]，达到减少污染和节约资源的双

重效果。完善水资源合理配置和有偿使用制度，推

进水资源取用权出让、转让和租赁交易机制的建立，

推行政府管制下的排污权交易。针对丹江口水区及

上游地区，可以借鉴成熟的案例，探索输水、受水

区的水权交易，跨行业的水权交易和不同用水者之

间的水权交易等，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是完善生态补偿政策体系。建议制定丹江口

水库及上游地区生态补偿政策法规。明确生态补偿

的基本原则、主要领域、补偿对象、补偿范围、补

偿标准、资金来源、相关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考

核评估办法、责任追究等，实现权、责、利相一致。

完善生态补偿资金分配使用考核办法，实现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的合理分配。

（五）加强水质监测预警建设

一是整合环保水利环境监测站点，优化监测站

点布局。建议综合考虑库区及上游地区自然环境特

征、水环境功能区划、区域污染源分布特征、水文

及采样可达性、社会经济特征及管理需求等因素，

对断面临近性、重复性等因素进行综合优化筛选，

最终确定在空间上具有代表性、可操作性、历史延

续性的监测断面布局。同时确保水质监测站点与全

国监测网络系统建设统一。

二是推进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在现有 2 个自

动监测站及 49 个监测断面的基础上，在主要入库

支流汉江、库内重点控制断面、污染问题严重的支

流的入库处、其他存在较大污染隐患的支流等合理

设置自动监测站，弥补监测项目及频次不足；在重

点污染源企业的排放口安装在线监测设备，实现对

重点污染企业、重点污染区段的有效准确监控，以

便为水污染事件提供及时预警。

三是完善监测机构建设，提高水质监测能力。

在合理论证的基础上，按照国家环境监测标准化建

设要求，完善库区及上游地区监测机构建设。探索

建立跨区域水质管理机构，适当提高专职水质监测

人员比例，保障水质监测的准确性、权威性。在库

区及上游地区环境风险较高的区段适当建立水环境

应急中心，提高应急监测能力，保障区域水质安全。

四是建立流域水质监测预警系统。针对南水北

调中线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的环境特点，开展区

域内水质污染风险源调查、识别、分类、评价、分析；

采用适宜的监测方法，掌握流域水质现状；结合水

质模型，模拟水质动态变化过程，实现库区及上游

地区的动态监测、及时预警。

（六）建立区域内重大水污染事件应急机制

一是建立秦巴山脉水污染重大环境事故预防保

障基金。由区域内各省共同出资建立水污染重大环

境事故预防保障金，各省也相应成立省级预防保障

金，主要用于解决秦巴山脉内可能出现的突发性污

染事件，包括水污染损失补偿、治理等。保障金首

期可由各省平均出资组成，以后则按照区域内重大

水污染事故发生的责任地归属对各省保障金出资份

额进行调节。

二是创新应急处理技术。创新研究污染组合控

制技术和工艺优化技术，探索联合净化方法，形成

快速、高效、稳定的突发污染控制关键技术与适用

工艺。在此基础上，研发自动化程度高、占地面积小、

移动方便、处理高效的应急水处理设备，为水源突

发污染事故应急处理提供技术与设备支撑。

三是提高预防监测能力。针对区域上游大批伴

生矿开发可能导致的非常规水污染问题，加强水源

水质监测力度和频度，全面掌握水源地及其保护区

内可能存在的非常规污染的类别、使用和生产危险

品的重点企业地理位置、危险品的性质、实验室监

测方法、现场应急监测方法、应急处理方法、相关

领域专家等基本情况，建立流域水源地非常规污染

情况基础数据库，为水源非常规污染事故应急处理

提供信息支撑
[9]。另外，应建立环保、水务预防应

急信息共享平台，逐步实现应急指挥平台互联互通。

（七）依托资源优势，创新水经济发展模式

商品水的开发是做大水经济的有效途径。对秦

巴山脉现有矿泉水资源要进行勘查，查明矿泉水资

源分布规律、类型、储量，发展矿泉水产业，打造

成天然、健康、高端的优质矿泉水生产基地。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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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国内外饮品生产大型企业在秦

巴山脉内部建厂，利用洁净水源的资源禀赋优势，

依托大公司带动小企业，促进天然水产业集群发展，

实现产业快速崛起。同时积极开发功能性矿泉水系

列饮品，弥补品种不足。对现有商品水企业进行规

范整顿、优化重组；引导和鼓励区域内现有商品水

小企业联合重组，统一标准、统一品牌，以带动区

域内商品水产业发展，形成市场优势。

在优质水源较充沛的地区，实行分质供水 [10]。

分质供水从水源地开始进行区分，分建工业水厂和

生活水厂。工业水厂采用河道水源，用于工业生产；

生活水厂选用水库的优质水源，供城乡居民生活用

水。在优质水源紧缺地区可铺设优质供水管网，沿

途每个村庄或每个小区设配水站，也可直接将管网

接至居民家中，实行有偿送水、计量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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