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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论述了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学科及其主要研究领域的战略地位、发展规律和趋势、发展战略和优
先领域、保障措施等。
本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二五”发展规划》中两个重点领域“变化环境下水资源高效利用”和
“海洋工程基础理论与前沿技术”的学科层面上比较详细的论证材料，同时也是2008年版《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申请)代码》中该学科申请代码调整后的首次学科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本书由总论和四篇共十三章组成。
四篇分别是水利科学与水利工程、岩土工程与水电工程、海岸工程与海洋工程、水能科学与海上新能
源工程；十三章分别是总论、水文水资源、农业水利、水环境与生态水利、河流海岸动力学与泥沙研
究、水力学与水信息学、水力机械及其系统、岩土力学与岩土工程、水工结构和材料及施工、海岸工
程、海洋工程、水能科学、海上风能工程与潮汐能工程。

本书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和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直接领导下，按照“支持基础研究
，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的战略定位和“更加侧重基础、更加侧重前沿、更加侧重人才”的
战略导向，经过本学科老中青科学家历时近两年的讨论和修改完成的，它将是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学
科“十二五”期间遴选优先资助领域的重要依据，可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开展相关基础研
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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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农田排水和水盐调控 控制排水指在排水暗管或明沟出口加设控制设施，按照农作
物种类的不同或生长季节的不同调控地下水位。
控制排水已经在美国、荷兰、日本等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它可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与湿地、水
塘相结合，能有效地处理排水中的氮、磷污染物质。
 排水再利用可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它在我国南方山区、平原湖区、北方井渠结合区得到应用。
设施农业中，除了盐碱化问题之外，高强度的种植和施肥，排水中化学物质的浓度远远高于常规种植
，因此，排水再利用和控制盐碱化成为设施农业中要解决的两大主要排水问题。
 排水指标研究由静态指标发展到动态指标，由涝、渍分开发展到涝渍兼治，由一次涝渍过程的影响发
展到多次涝渍过程，由主要考虑农作物生长和产量有关指标到考虑可耕性指标、与肥料流失相关的指
标等。
 由于区域地下水位的下降，我国华北地区的土壤盐碱化得到初步控制。
根据副E地区盐碱地控制的研究，在规划盐分出路、旱排盐、不同灌溉期土壤盐分动态调节、膜下滴
灌的控盐措施等方面取得一些研究成果。
由于对农田排水的重要性缺乏足够认识，相对于节水灌溉研究而言，我国的农田除涝防御理论研究和
技术开发还很落后，面临大量的洪涝、渍害、盐碱带来的严重经济损失，暴露出我国目前农田排水研
究的一些薄弱环节。
 4.农业用水效率研究 提高农业用水效率是解决我国农业水资源短缺的根本途径。
农业用水效率研究主要从田间尺度、灌区尺度和区域尺度展开。
 在田间尺度上，主要研究作物需水、渠道输水、田间灌水的管理与控制技术，充分合理地利用引到田
问的水量，提高农田用水效率。
 在灌区尺度上，研究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研究灌区尺度的水循环模式和机理，兼顾田间
尺度上的微观循环与灌区尺度的宏观循环之间的结合，将大气水、土壤水、地下水、灌区地表水之间
的循环转化纳入统一系统中进行研究。
二是评价灌区灌溉水利用率，建立针对不同渠系越级、不同的渠系布置方式、灌溉回归水利用的影响
对灌溉水利用系数的修正方法；提出首尾测定法、综合测算分析法，并应用于灌区灌溉水利用率的测
量；此外，灌区级灌溉水利用率的尺度转化方法也在研究之中。
三是探讨灌区节水对当地经济和生态系统的影响。
四是研究灌区节水潜力和节水标准，将灌区合理的需水预测、水资源配置、水循环、节水工程和管理
措施下工程效益、生态效益分析、以水资源消耗为核心的效率评价纳入统一的体系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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