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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水利学会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安排，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共分为7章和2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

规划内容、建设实施、运营管理等。 

本文件由水利部综合事业局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水利学会归口。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水利学会（地址：北京市西

城区白广路二条16号，邮编100053，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文件主编单位：水利部综合事业局 

本文件参编单位：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  斐  董  青  陈吉虎  李灵军  赵  楠  

陈文峰  卢玫珺  韩凌杰  于小迪  张元曦 

王欣苗  李小芬  熊  媛  宋  鑫  宋海静 

巫云飞  张智通  邵佳瑞  吴  猛  宋亚亭  

范永明  李一帆  丰  莎  曹龙辉  李堃瑞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T/CHES XXX-202X 

IV 



T/CHES XXX-202X 

5 

水利风景区水文化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利风景区水文化建设总体要求和规划编制、建设实施、运营管理各阶段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水利风景区开展水文化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0248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GB/T 41130 展览场馆安全管理基本要求 

GB/T 42934 水文化遗产价值评价指南 

LB/T 054 研学旅行服务规范 

SB/T 10852  展览场馆运营服务规范 

SL/T 300 水利风景区评价规范 

SL 471 水利风景区规划编制导则 

WW/T 0088 博物馆展览内容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SL/T 30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文化资源  water culture resources 

是水文化展示和水文化解说的对象，包括水文化景观、治水实物、史料与科技文献等实物，以及水

利相关的历史、人物、事件、精神、民俗等现象。 

3.2 

水利风景区水文化建设  construction of water culture in water park 

是指为满足公众对水文化产品的需要，围绕水文化资源的保护、挖掘和利用，营造水文化景观、建

设水文化展示场所设施和水文化解说设施并开展水文化教育体验、水文化传承与弘扬等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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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4.1 水利风景区水文化建设以保护传承中华优秀治水文化和繁荣发展新时代治水文化为目的，通过建

设水文化展示系统，为公众提供独具特色的水文化产品，将景区建设成为水文化传播与弘扬的重要阵地。 

4.2 水文化建设贯穿于水利风景区规划、建设、管理全生命周期，分为规划编制、建设实施和运营管

理三个阶段。 

4.3  水文化建设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导向，立足治水实践，挖掘提炼治水文化精髓，向社会大

众提供思想健康、内容丰富的水文化产品。 

4.4 水文化建设不得影响水利工程安全运行，围绕水文化教育体验活动配备必要的安全设施和运营管

理保障。 

4.5  立足水文化资源禀赋，突出流域、地域文化特色，因地制宜开展水文化建设，传播治水理念、治

水人物事件及群众身边的河湖故事，展示治水经验和成效。 

4.6  创新水文化建设和运营管理理念、模式，融入流域、区域文化建设整体格局，吸引政府、市场和

公益性资金投入，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提升景区水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 

5 规划内容 

5.1 规划与衔接 

5.1.1 按照《水利风景区管理办法》，将水文化建设纳入所在区域水利风景区总体规划，并在水利风

景区建设规划中设置水文化建设章节。 

5.1.2 水利风景区规划宜充分做好与景区内同步实施的新、改、扩建水利工程规划设计衔接，并与文

化旅游、生态环境、科教、市政等相关规划相协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和要求： 

a) 将水利工程规划建设阶段实施的水文化场所设施纳入景区水文化建设整体布局。

b) 统筹考虑水利工程建设前、中、后期场所环境的动态变化和空间利用条件，针对施工道路、隧

道、备料场、厂房等临时或永久场所设施，提出水文化景观营造和水文化场所设施改造设计要

求，并与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做好衔接。

c) 与景区周边文化、科教、艺术等公共场所设施规划设计做好衔接，充分利用相关场所设施设置

水文化展区，并畅通与景区间的游览线路，拓宽水文化传播路径。

5.2 水文化资源调查与现状评估 

5.2.1 收集、整理与水文化建设相关的水利工程、经济社会、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等方面

基础资料以及相关规划、管理资料。 

5.2.2 宜按照 GB/T 42934、SL/T 300对水利风景区水文化资源及相关联的地域文化资源开展调查，建

立资源档案和数据库。调查内容参见附录 A。 

5.2.3 分析水文化资源特点，对水文化建设现状及需求进行评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分析评价水文化资源的空间分布、资源价值与利用条件。

b) 分析水利风景区已有水文化场所设施建设质量、开放程度和运行维护情况，从水文化资源挖掘

与利用、水文化教育体验活动开展、水文化交流与传播、水文化品牌建设与宣传推广等方面对

水利风景区水文化功能发挥情况进行评估。

c) 从景区所在流域、区域范畴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生态与文化建设、水利工程建设、河湖管理及

幸福河湖建设等方面对水利风景区水文化建设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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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水文化内涵挖掘 

5.3.1 分析水利风景区在所属流域、区域水文化特色，根据景区内水文化资源禀赋、场所设施和运营

管理条件、辐射人群等，明确景区水文化建设定位，提出水文化建设总体目标和阶段目标。 

5.3.2 根据水利风景区水文化建设定位和水文化资源禀赋条件，从景区所在流域、区域的治水历史人

物事件、治水理念和精神、水利科技、河湖变迁、历史文化脉络、集体记忆等方面凝练水文化内涵，提

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水文化主题。 

5.3.3 围绕水文化主题，筛选适用于水文化展示和解说的水文化资源，并从实景展示、实物展陈、图

片展示、艺术加工、文创开发等方面提出水文化资源的差异化利用方式。 

5.3.4 采取史料研究、专家咨询、人物访谈等方式对所筛选水文化资源进行价值阐释研究，挖掘提炼

水文化资源所蕴含的思想、精神、自然、生态、工程技术、治水理念、经济社会、人居环境、人文历史、

艺术美学等水文化知识。水文化知识内容参考附录 B。 

5.3.5 宜参照 WW/T 0088 归纳整理水文化知识，提出水文化叙事主线，合理划分并系统设计水文化展

示板块。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和要求： 

a) 宜结合水利工程建设历程、河湖变迁史、人水城关系演变历程等时间轴线，提出水文化叙事主

线。

b) 宜围绕水文化叙事主线，从治水文化、水文与水情、水与生态文明、水与经济发展、水与传统

文化、水与治国安邦等方面划分水文化展示板块，提出用于支撑各板块的水文化资源及其对应

的水文化解说知识内容。

c) 对于水文化资源丰富且分布较为分散的景区，宜进一步细分水文化主题，设计多条水文化叙事

主线及水文化展示板块方案。

d） 水文化展示各板块层次结构合理，主次分明、相互呼应。

5.4 规划布局 

5.4.1 根据不同水文化展示板块特点、水文化展示和解说要求，充分整合水利风景区内已有水文化景

观和水文化场所设施，统筹部署水文化建设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水文化景观营造。包括水利工程景观、河湖景观等。

b） 水文化展示场所设施建设。包括水文化展馆展室、室内水文化展陈布置、水文化主题园区、

水利科普教育场所、水文化景观小品等。 

c） 水文化解说设施建设。包括解说牌、语音导览、辅助读物等。

d） 安全管理设施。包括安全警示、安全防护、安全监控等设施。

5.4.2 根据水文化叙事主线及水文化展示板块方案，结合水利风景区场地空间条件，对水文化建设项

目进行合理布局。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和要求： 

a） 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水利工程、河湖管理要求前提下，宜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区、重点河湖区

段、水文化资源富集区等区域集中布置水文化景观、水文化展示场所设施和水文化解说设施，

其他区域可根据水文化资源分布情况，进行分散布置。

b）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区、河湖管理区、生态环境脆弱区域等不宜新增水文化建设用地，可对水

利工程附属设施和既有场所设施改造利用，补充、完善水文化展示场所设施。

c） 宜结合景区游客服务中心、文化旅游项目、市政公共场所设施等统筹布局水文化展示场所设

施和水文化解说设施。

5.4.3 根据水利风景区内水文化景观、水文化场所设施分布情况，综合考虑游览时长和人群特点，围

绕水文化叙事主线，规划一条或多条水文化游览线路。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和要求： 

a) 合理组织交通，安排线路转换节点，规划布局交通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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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围绕水文化游览线路规划布局水文化解说设施，并提出标识导览、道路、照明、座椅、垃圾箱、

信息问询、安全等基础服务设施配套建设要求。

c) 针对水文化游览线路合理设计水文化解说词，并确定人员解说、语音导览等解说方式。

5.4.4 统筹水利工程建设和水利风景区建设实施安排，制定水文化建设项目分期实施计划，进行投资

估算。 

6 建设实施 

6.1 水文化景观营造 

6.1.1 以水利工程、河湖水域及其岸线等为展示对象，通过景观环境和游赏设施建设，向公众展示独

具特色的水利工程、河湖等水文化景观。 

6.1.2 宜提升水利工程主体及附属设施的文化品位，营造水利工程景观，并建设水利工程观赏设施。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和要求： 

a) 宜综合考虑地域文化和水文化特点，确定水利工程及附属设施的造型、色彩、材料等建筑风格，

通过外立面装饰、亮化工程、配套景观构筑物等措施，提升水利工程美学和文化品位。宜利用

水利工程挡墙、护坡、护栏等建设水文化展廊、展墙。

b) 对于具有鲜明历史文化、红色文化特色的水利工程，在改扩建过程中宜沿用已有建筑风格和文

化要素。

c) 宜通过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环境景观营造等措施，提升水利工程及附属设施周边环境。

d) 宜对水利工程遗迹遗存进行保护和修缮，恢复空间格局和景观风貌。

e) 宜围绕水利工程，根据不同观赏视角，配建观景平台、瞭望塔、栈道、绿道等观赏设施。

f) 具备条件的景区，在保障水利工程安全运行前提下，可合理开放水库大坝、发电厂房、启闭机

室等水利工程及附属设施开展水文化教育体验活动，并配套完善安全防护和监控设施。

6.1.3 宜系统实施河湖生态环境修复和岸线生态景观建设，突出展示具有流域、地域特色的河湖自然

与人文景观，展现人水和谐的河湖生态风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和要求： 

a) 宜采取生态保护修复措施，丰富岸线生态植被，恢复河湖风貌，打造岸线生态景观。

b) 宜结合河湖沿线既有的桥梁、码头、河埠头等人文景观的保护与复建，营造具有地方历史人文

特色的滨水景观。

c) 宜围绕河口、河湾、岸滩、泉瀑、水生动植物群落及栖息地等自然景观，配置观景平台、栈道、

动植物观察室等观赏设施。

6.2 水文化展示场所设施 

6.2.1 按照水利风景区总体布局和场地条件，以水利工程、水域及其岸线为核心，设置水文化展馆展

室。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和要求： 

a) 宜优先利用已有建筑、既有设施和闲置场所，打造水文化展馆展室。

b) 对水利功能已经丧失的水利工程，宜将工程建筑更新改造为水文化展馆展室，保留延续水利工

程及其周边区域的文化风貌。

c) 在保持真实性、完整性前提下，宜将古代水利机构衙署、水利人物居住场所、涉水祭祀建筑等

适当改造，再利用为水文化展馆展室，延续和扩展其使用功能。

d) 具备条件的景区宜分主题建设多个水文化展馆展室，并设置水文化活动空间，满足开展科普、

研学、遗产传承等活动的需要。

6.2.2 围绕水文化主题和水文化叙事主线，根据水文化展馆展室空间和水文化资源条件，进行展陈布

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和要求： 



T/CHES XXX-202X 

9 

a) 宜系统展示水利遗产、治水实物、文献典籍等水文化资源，并配套相应的解说牌、语音导览等

水文化解说设施。

b) 宜通过图片、沙盘、水利工程模型、水利设备实物、互动体验装置、视频动画等方式，还原水

利工程建设历史，展示水利工程建设过程及工程运行原理。

c) 宜探索虚拟仿真、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技术、新理念在水文化展示中的应用，有条件的景

区可建设数字化展馆。

6.2.3 根据水利风景区场地空间和水文化资源条件，整合资源、创新理念，建设水文化主题园区。主

要包括以下内容和要求： 

a) 宜对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施工道路、备料场、弃渣场等临时场地进行改造，建设水文化广场，

将水文化元素融入广场铺装、石碑题刻等文化设施中。

b) 宜在绿道、水岸公园、口袋公园、广场等景区公共空间建设中融入水文化元素，赋予园区水文

化主题。

c) 宜结合水质净化湿地、沉淀池、沉水植物净化塘、叠水曝气等水生态环境治理设施，建设包含

动植物科普观察室、水生生物观察径、水质净化观测点、游憩式叠水景观等水生态体验园区。 

d) 宜设置防汛、抗旱、工程施工、生态治理等水利劳作场景，建设水利劳动教育体验园及中小学

生研学实训基地。

e) 宜根据公众需求，建设水动力游憩园、数字体验馆、水文化微剧场、文创体验空间、水文化街

区、水文化灯光秀场等满足亲子、游憩、沉浸式体验需求的水文化主题场馆（园区）。

6.2.4 宜结合水利风景区内水文站、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水情教育基地、水利科普基地等建设，整

合水质检测、测雨雷达、节水灌溉等设施，建设水利科普教育场所。有条件的景区可建设研学教室、实

验室及相关服务配套设施。 

6.2.5 在水利风景区内重要出入口、滨水空间等节点合理布设水文化景观小品，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和

要求： 

a) 宜综合利用水利工程建设生产过程中遗留的工程材料、电机设备、车船设施等物品，建设景观

建筑物、艺术雕塑、游憩设施、实物展品等水文化景观。

b) 宜统筹休闲游憩设施建设，设置水排、水磨坊、水碓、水车、阿基米德取水器等水动力装置景

观。

c) 宜建设雕塑、浮雕、碑刻等文化景观，反映治水过程中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传承治水精神、

红色文化、廉洁文化。

d) 宜结合景区园林水系和地形整理，塑造河流、湖泊、水利工程等微缩景观。

e) 宜将水文化元素融入灯具、座椅、垃圾桶等设施的外观造型。

6.3 水文化解说设施 

6.3.1 水文化解说牌可分为室内解说牌和室外解说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和要求： 

a) 宜根据水文化资源及解说对象合理设置水文化解说牌，室内、室外解说牌宜风格统一、功能互

补。

b) 水文化解说牌宜文字准确、简洁，内容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可采用实物图片、示意图、解析

图、漫画等多种表现形式。

c) 室外解说牌宜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可与景区标识导览、水文化景观小品、景区游憩和服务设施

等一体化设计建造。

d) 在可能影响生态环境和人流密集、空间局促的区域，不宜设置解说牌。

6.3.2 宜采用现代信息技术为游客提供智能语音解说和电子导览服务，针对不同受众群体提供多版本

解说内容和多语种导览服务。 

6.3.3 宜制作美观便携且具有趣味性的解说手册、水文化地图、科普读物、科普影像制品等，宜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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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公众号、数字水文化地图等线上平台相结合。 

6.4 安全管理设施 

6.4.1 不宜对外开放区域外围宜设置物理或电子围栏、禁入警示牌、电子监控等安全管理设施。 

6.4.2 可对公众开放区域宜根据水文化游览线路安排，在存在安全隐患处设置安全护栏、安全标志、

安全信息板等安全隔离和警示设施。 

6.4.3 宜按照GB/T 40248、SB/T 10852在水文化展馆展室、水文化主题园区等区域配备安全设施。 

7 运营管理 

7.1 安全管理与运营保障 

7.1.1 在水利工程管理区等特定区域开展水文化活动，宜建立预约参观机制，并对水文化活动参与人

员进行安全教育。 

7.1.2 根据水利工程、河湖管理要求和水文化场所设施建设情况，制定游客流量管控措施，科学设定

每日、每次活动的最大接待人数，及时发布水文化场所设施开放区域、时间等信息。 

7.1.3 宜按照 GB/T 40248、GB/T 41130建立水利风景区水文化场所设施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管理

措施，明确安全责任，针对突发事件、极端天气和重大事故等制定安全应急预案。 

7.1.4 根据水文化需要，配备水文化解说员、组织水文化志愿者并定期开展培训。宜为不同游客提供

标准化、定制化等多种形式的水文化解说服务。 

7.1.5 对水文化场所设施、设备定期检查维护，并根据需要对水文化展示内容及时更新。 

7.1.6 定期开展水文化建设效果评估，及时了解公众需求，查找不足，制定改进措施。 

7.2 水文化教育体验活动 

7.2.1根据水利风景区水文化资源条件、水文化场所设施条件和运行管理模式，组织策划水文化教育体

验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和要求。 

a) 利用除水害、兴水利实践中创造的堤坝建设、堵口治理等治水措施，通过情景再现形式开展治

水实践体验活动。

b) 开展水利工程模型制作、水质监测、水生态环境观测等水利科技体验活动。

c) 开展非物质水文化遗产体验活动。

d)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文化、廉洁文化等活动。

7.2.2 以中小学生为主体开展水利研学活动，具备条件的景区可以将服务对象拓展为学龄前儿童、大

学生等。宜按照 LB/T 054针对不同服务对象设计相应课程、提供研学服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和要求： 

a) 宜采取基地共建、研学课程设计大赛等创新形式，在水利部门指导下，引导中小学师生直接参

与水利研学课程及活动方案设计，提升研学课程针对性和实施效果。

b) 宜在景区范围内开发闭环研学旅行产品和线路，整合景区内外餐饮、住宿、交通等配套设施，

提供综合服务保障。

c) 宜纳入区域研学旅行产业整体布局，结合幸福河湖、水利风景区集群与风光带以及城市碧道、

绿道等建设，打造水特色鲜明的综合研学旅行线路。

7.3 水文化传承与弘扬 

7.3.1 组织开展讲座、研讨、论坛、技术交流、书籍出版等活动，对水文化资源价值进行阐释研究与

传承弘扬，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现代水利科技、河湖生态治理等；

b) 当代治水理念、治水精神、治水人物等；



T/CHES XXX-202X 

11 

c) 古运河、古灌区、古堰坝、古梯田等水利遗产所蕴含的治水理念和水利技术；

d) 红色文化、廉洁文化等。

7.3.2 加强水文化品牌塑造与宣传推广。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和要求： 

a) 凝练水文化符号，创建具有地域特色、易于传播的水文化品牌。水文化品牌包括品牌标志、品

牌名称、品牌口号、品牌定位、品牌服务等要素。

b) 对水文化品牌进行有效管理，建立水文化品牌运用、管理、保护制度。

c) 创意设计景区水文化IP形象，运用于文化、旅游、农业等产品开发。

d) 制定年度水文化宣传计划，加大主流媒体宣传力度，拓宽新媒体宣传渠道。利用世界水日、中

国水周等重要水事节点，持续开展水文化传承与弘扬宣传活动。

e) 围绕水文化主题，举办书法、摄影、体育、水文化创意设计等赛事，创作情景剧、舞台剧、电

视剧、综艺活动等水文化作品，提升水文化传播影响力。

f) 把握社会热点，采取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官方网站、社交媒体等渠道进行水文化精准宣传，

吸引社会大众关注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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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水文化资源调查内容 

A.1 水文化资源调查内容参见表 A.1。 

表 A.1 水文化资源调查内容表 

类别 要素 调查内容 

工程

类水

文化

资源 

水利工程（包

括工程类水

利遗产） 

水库、水电站、水闸、船

闸、泵站、大坝、橡胶坝、

淤地坝、塘坝、陂堰、堤

防、启闭机室、溢洪道、

泄洪隧洞、涵洞、输水隧

洞进水塔、取水口、倒虹

吸、渡槽、灌区、窖池、

圩垸、水井、渠（沟）道、

鱼道、引调水工程、农村

供水工程、水土保持治理

工程、水利监测设施等。 

景观特征：工程规模、外观、结构、布局、材质、色调等。 

环境协调：工程景观与城乡风貌、景观环境、自然生态的协

调情况。 

文化融合：水利工程植入地域文化元素情况。 

功能拓展：主体工程配套建设瞭望平台、参观廊道、科普观

察点等设施情况；附属场所设施是否为永久性或临时性，附

属场所设施是否兼具景观、文化、科普功能或具有改造提升

潜力。 

观览条件：围绕水利工程展示，在工程周边建设鸟瞰平台、

观景点、视框、视廊、游赏栈道、水上游览路线等工程游赏

设施情况。 

知识内容：主体工程蕴含的防洪、发电、调水、水土保持。

以及水利工程科学与技术等水利知识内容；附属场所设施蕴

含的工程管理、鱼类增殖放流、防汛物资储备、工程监测、

工程运行管理等水利知识内容。 

解说设施：水利工程现场配置标志标识、科普展示牌、工程

模型、电子导览等解说设施情况。 

遗产价值：是否达到工程类水利遗产认定条件，且是否仍然

发挥水利工程功能作用，以及遗产范围、核心保护物项、历

史沿革等基本情况。 

治水文化：水利工程所蕴含的治水精神。 

水利工程附

属场所设施

（包括工程

类水利遗产） 

附属基础设施（道路、桥

梁、渡口码头）、附属管

理设施（工程管理办公用

房、防汛物资仓库等工程

附属厂房、鱼类增殖站、

备料场）等。 

非工

程类

水文

化资

源 

非工程类不

可移动水文

化资源 

水利机构衙署、水利人物

居住场所、涉水祭祀建筑、

水利人物墓葬、水文化雕

刻及壁画、水利纪念物；

古河道、古代水利工程遗

址、遗迹等。 

基本情况：名称、始建年代、真实性、完整性；面积、规模、

场地及周边环境条件等；开发利用及运营管理模式； 

知识内容：治水理念、水治理技术、人水关系等；重要治水

人物事件，以及在中华治水进程中的代表性和历史地位。 

可移动水利

遗产 

水文化实物（古代、近代

水利施工工具、用水工

具）、古代水利工程构件、

水利相关的文物、水文化

艺术品、水利书籍文献等。 

基本情况：名称、年代、保存状态等。 

知识内容：水利科学技术、水法律、水制度、水文化艺术特

征特色等。 

非物质水利

遗产 

古代或传统的治水技艺

（例如古代用于护岸、堵

口和筑坝的埽工技术）、

劳动号子（运河号子、黄

基本情况：名称、年代、保护状态、呈现形式、展现周期、

活化利用、辐射人群规模等。 

知识内容：水利技术、水制度、水文化等特征特色。 



T/CHES XXX-202X 

 
13 

河号子、海盐海塘号子

等）、水文化艺术形式（音

乐、舞蹈、服饰、绘画等）、

水事活动与风俗礼仪（祭

祀活动、泼水节等）、民

间信仰、水利管理制度等，

以及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

的文化空间。 

治水实物 

近现代水利工程建设管

理、河湖治理过程中使用

的工具、工程设备、材料

等治水实物，以及水利实

验场所、水文化标志性景

观等。 

基本情况：名称、年代、保存状态等。 

知识内容：水利科学技术、水法律、水制度、水文化艺术特

征特色等。 

相关

联的

地域

文化

资源 

红色文化资

源 

重要机构、重要会议旧址、

重要人物故居或旧居、重

要事件和重大战斗遗址遗

迹、具有重要影响的烈士

事迹发生地或墓地，近代

以来兴建的涉及旧民主主

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念

碑、塔、堂等纪念建筑等。 

基本情况：名称、发生年代、真实性、完整性；面积、规模、

建筑物保存质量、场地及周边环境条件等；开发利用及运营

管理模式。 

知识内容：重要历史人物事件，以及所凝练文化思想、革命

精神等。 

自然科普类

资源 

河流湖泊、岸线、地质地

貌、生物景观等。 

基本情况：景观特征、观赏时节、观赏位置。 

知识内容：河湖变迁历史、河湖治理成效；水文、水资源、

水生态、水环境等水科普内容。 

人文历史类

资源 

古建筑、古城镇、古村落、

民居、古手工业遗址、古

道路遗址、古绘刻、古雕

塑等。 

基本情况：名称、始建年代、真实性、完整性；面积、规模、

历史建筑保存质量、场地及周边环境条件等；开发利用及运

营管理模式； 

知识内容：历史、文化特征和内涵；建筑、书法、绘画、雕

塑等艺术特征、美学价值和科学知识，以及在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代表性和历史地位；古城镇、古村落蕴含

的人水和谐思想和人居环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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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水文化知识内容 

B.1 水文化知识内容见表 B.1。 

表 B.1 水文化知识内容表 

类别 知识点 

水文

与水

情 

水的自然循环 
水的循环概念及类型、循环过程及环节、水循环的全球和地区影响、人类活动

对水循环的影响等。 

水的社会循环 
水资源的获取和分配、水资源的使用和消耗、废水处理和回用、城市水管理、

公众参与和水资源教育等。 

水系及其水利工程 
水系的定义和组成、河流系统和流域管理、湖泊和水库管理、水利工程的种类

和功能、水利工程的设计和建设、水利工程的环境与社会影响等。 

地方水情 
水资源概况、用水状况、水质状况、水利设施与工程、水相关灾害、水政策、

水资源管理等。 

其他相关知识 天文、气象、地理、地质、动物、植物 

水与

生态

文明 

生态文明 概念与原则、政策与法规、技术与创新、经济社会转型等。 

可持续水资源管理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水资源保护与恢复、气候变化与水资源、水资源与社会

经济因素、地区与国际合作等。 

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水生态系统基本概念、水生态保护的策略、水生态修复策略、水生态保护政策

等。 

水与

经济

发展 

水与农业 古代农田水利、现代农田水利、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水法与社会结构等。 

水与城市和工业发展 水与城市发展、工业用水、水与交通运输等。 

水与

文化 

物质形态水文化 
水安全文化、水资源文化、水生态文化、水工程文化、水环境文化、水景观文

化等。 

制度形态水文化 
水法规文化、治水文化、管水文化、饮水文化、用水文化、亲水文化、水的习

俗等。 

精神形态水文化 
水的哲学、水的精神、水的情怀、河流伦理、水利名人、水与文学、水与宗教

等。 

水与

其他 

水与治国安邦 水资源的战略意义、水资源管理与国家发展；国际水资源合作与冲突等。 

水与战争胜负 水资源的军事防御与攻击策略、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冲突的影响等。 

水利

科学

与技

术 

古代水利工程 
古代水利工程的类型和结构、技术与材料、功能与影响、管理与维护、文化与

社会价值、考古发现与研究等。 

当代水利工程 
现代水利工程类型、工程设计与建设、环境影响与可持续性、社会和经济影响、

科技与创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