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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1984年建立，是黑龙江三江平原上成立最早的湿地保护区，在维持具有全球
重要意义的湿地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保护区于2002年1月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近二十多年来，由于周边地区水利工程设施的建设和井灌水田的迅速发展等原因，导致该保护区湿地
生态需水短缺、水环境污染和生态功能退化现象日趋严重，如何恢复和管理好其水资源成为各界关注
该保护区的焦点。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全球环境基金(GEF)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共同发起的“中国湿地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项目中，针对洪河保护区水资源恢复问题设计了一个子项目：洪河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水资源恢复与管理研究。
该项目由主持单位黑龙江农垦勘测设计研究院及其协作单位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和
黑龙江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自2001年11月开始执行，历时1 8个月。
在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该研究获取了大量宝贵的科学资料和数据，为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制定
了一个综合的水资源恢复与管理方案。
本项研究主要针对洪河保护区水资源退化原因及退化过程、水资源现状、水资源需求过程、水资源恢
复与管理方案、水资源监测能力建设等领域，详细深入地开展了六项具体的研究工作：第一，洪河保
护区及周边地区水资源评价研究；第二，洪河保护区水资源需求量与补给量研究；第三，洪河保护区
水资源恢复方案设计研究；第四，洪河保护区水资源监测与管理方案研究；第五，开发了水文动态数
学模型；第六，开发了与水资源管理有关的地理信息系统。
研究过程中，以丰富的第一手勘测规划设计数据、水文测验数据、地下水资源观测数据、水环境质量
监测数据，全面深入地分析和展示了该保护区湿地水资源和生境退化的原因和过程。
本研究创造性地视保护区为一个生态水库，引入动态需水量与静态需水量的概念；基于当前状态和恢
复目标状态两个目标层，对下垫面环境进行了合理的区分，为湿地蒸发量计算提供了新的计算方法；
通过大量退化湿地土壤水文物理特性的试验确定了湿地土壤需水量计算参数；结合本区水文地质特征
，合理确定了保护区弱承压水参与湿地蒸发过程中的比例参数和地表水下渗补充地下水的比例参数；
基于不同的降水频率，在维持保护区现状、恢复目标状态和过程等不同情景下，对保护区进行了水资
源需求量和补给量的分析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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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全球环境基金（GEF）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共同发起的“
中国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项目成果之一。
本研究旨在为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提供一个水资源恢复与管理的综合解决方案。
本书是该项研究部分成果的总结，全书共分9章：第1章为绪论，概述了本研究的相关背景信息；第2章
为洪河保护区及周边地区水资源评价研究；第3章为洪河保护区水资源需求量及补给量潜力研究；第4
章为洪河保护区水资源恢复方案设计研究；第5章为洪河保护区水资源监测与管理方案研究；第6章为
水资源监测与管理培训需求分析；第7章为地理信息系统使用说明；第8章为数学模型的构建及其计算
机软件使用说明；第9章为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书适合从事湿地水资源恢复与管理方案开发的设计人员参考使用，同时也可供湿地科学、环境科
学与工程、水文与水资源等相关专业方向的研究工作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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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资源恢复与管理研究》是关于研究“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资源恢复与
管理”的专著。
本研究旨在为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提供一个水资源恢复与管理的综合解决方案。
《洪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资源恢复与管理研究》是该项研究部分成果的总结，全书共分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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