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河流域水资源可再生性基本理论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黄河流域水资源可再生性基本理论与评价>>

13位ISBN编号：9787806219805

10位ISBN编号：7806219803

出版时间：2005-11

出版时间：黄河水利出版社

作者：杨志峰等

页数：332

字数：49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河流域水资源可再生性基本理论与>>

前言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命脉。
水多为患，水少成灾，水脏贻害。
解决好水的问题，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
因此，流域水资源评价、管理工作历来是研究关注的重点。
其研究工作最早可追溯到1840年美国开展的密西西比河河川径流量统计，此后，前苏联开展的《国家
水资源编目》和《苏联水册》也对河川径流量进行了统计分析。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西欧、日本、印度等国在重点分析可供水量和供水需求的基础上，相继开
展了水资源评价、管理研究。
我国于1979年开始第一次水资源评价工作，较为全面地评价了全国地表水及地下水资源数量、质量、
分布规律和水资源总量以及开发利用现状及供需情况。
20世纪80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水资源评价不仅是水量评价，还包括对水质、水资源保
护、供需状况、水资源管理等进行综合评价。
尽管水资源评价技术相对成熟，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水资源评价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也凸显出来，如水
质水量割裂评价、未考虑生态需水和流域的整体特性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水资源的自然流域特性实施水资源统一管理已为世界所公认，其核心是以健
康河流为目标，维持流域水资源的可再生性。
因此，从水资源可再生性进行水资源评价成为水资源评价的必然。
但迄今为止，有关水资源可再生性的系统研究还未见报道。
黄河流域是我国人均占有水资源量很低而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极高的地区之一。
黄河的水患治理和水资源开发利用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许多新的问题又不断产生，主要
表现为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三大问题相交织。
寻求维持黄河水资源可再生性的途径，提出缓解黄河水资源短缺的方法，是解决黄河流域所面临的水
资源危机的关键，也是维持黄河河流系统健康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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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有关黄河流域水资源可再生性理论与评价的专著，主要内容包括六个部分：（1）流域水资源
可再生性基本理论及研究方法；（2）黄河流域水资源量可再生性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3）黄河
流域水质特征分析及水资源的水质水量综合评价；（4）黄河流域及其主要城市水资源可再生性综合
评价；（5）黄河流域水体交换规律及水文模拟；（6）黄河流域水资源可再生性维持阈值。
本书以全新的视角探讨黄河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在系统探讨黄河流域水资源的水量再生、
水质恢复、自然再生、社会再生的基础上，建立了流域水资源可再生性的基本理论体系，开展了黄河
流域水资源可再生性评价，探讨了流域水资源的可再生能力，确定了水资源可再生性维持的阈值。
本书研究成果对于实现黄河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可为其他流域水资源管
理提供借鉴。
?本书可供流域管理部门、科研技术人员参考使用，也可供有关大专院校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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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水资源再生包括水量的增加和水质的恢复改善两方面一样，城市水资源社会再生能力（或者可再生
眭）也需要从更多的方面理解。
在对城市水资源社会再生系统进行了分析之后，认为至少有两方面是必须注意的，即绝对再生能力及
相对再生能力。
同样地，在本研究评价城市水资源社会再生能力的时候，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必须注意以下两方面的
内容：（1）绝对再生能力，即城市水资源社会再生的总水量，或城市水资源社会再生能力的再生量
方面。
这与城市的规模及自然条件等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城市获得的社会再生水资源的绝对数
量。
（2）相对再生能力。
本研究称其为城市水资源社会再生能力的再生效率方面，即抛开城市规模的影响而将水资源再生能力
置于城市综合能力的基础上，使不同的城市之间形成可比性，这与城市的发展程度、环保重视程度、
相关项目投资力度等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城市在水资源社会再生方面的工作状况和潜力。
通过对城市水资源社会再生系统进行系统分析，本研究将城市水资源社会再生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分为
两组，每组4部分，具体说明如下：进行评价时，将建立两套指标，一套评价绝对再生能力，其指标
是具有量纲的，评价结果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再生总量的大小；另一套评价相对再生能力，其指标由
无量纲的比率型指标和具有量纲的比值型指标组成，评价结果可以说明城市水务管理、再生潜力等方
面的水平。
两部分有些指标相关，或者具有某种换算关系，但并不是完全对应的。
每组指标都分为以下4部分：城市基础性指标、工业用水指标、生活用水指标和农业及景观生态用水
指标。
在研究自然界中的水问题的时候，指标的划分往往通过水循环途径来考虑，而本研究所关注的社会再
生能力是以城市这个社会环境为基础的，水循环在这里受到了全面的人为控制和调配，因而不能像自
然界那样进行循环。
所以，这四部分的划分是以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用水方式为参考进行的。
这种划分方式能更好地揭示水资源的再生利用状况。
将农业用水和景观生态用水两类指标放在一起考虑是因为它们的用水方式相似，如非管道控制、小尺
度面状用水等，同时它们对水质要求相对较低，因而是回用水的一个重要用途。
它们产生回用的过程或者对这个过程的影响也不像工业及生活用水那么复杂，而是相对简单，因此影
响因子也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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