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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黄河流域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流域的兴利与减灾是关系国计民生
的大事。
黄河的基本特点可以简要概括为：水少沙多、水沙异源；上宽下窄、地上行洪；资源丰富、水患制约
。
目前黄河存在三大突出问题，即洪水威胁加剧、水资源短缺严重、生态环境恶化，三大问题之间存在
很强的内在联系，其相互影响的共同基础是流域水循环，其核心是“水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活动的加剧加速了黄河流域水资源演变，例如，河道外取用水量的增加影响
了河流正常生态功能的发挥，排污超出了河流自净能力导致了中下游水质劣变，等等。
在科学认识“自然一人工”双重驱动力作用下的流域水循环系统演化规律的基础上，科学评价并合理
调配流域水资源，是实现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保障。
为此，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黄河流域水资源演化规律与可再生性维持机理”专门
设立了“黄河流域水资源演变规律与二元演化模型”课题，以期在理论与模式创新的基础上，提出人
类活动影响下的流域水资源演化量化成果，以及水资源合理配置与调控方案，为黄河流域水资源的科
学调控和高效利用奠定科学基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河流域水资源及其演变规律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课题“黄河流域水资源演变规律与二元演化模型”提出的
三大创新性的成果总结。
在研究大规模人类活动改变天然水循环的大气、地表、土壤和地下各个过程的基础上，综合分析了现
代环境下流域水资源对不同类型人类活动的非线性响应机理，提出了黄河流域水资源评价的系列成果
。
以流域水循环为各项过程统一的基础平台，以各项人类活动影响为着眼点，以流域水资源评价为主线
，在提出符合流域水循环模式和流域水资源评价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分布式二元模型；并以此为工
具，提出了黄河流域水资源评价的系列成果；分析其中的演变规律，以揭示人类活动对流域水资源演
化影响的内在机理；最后以评价结果为基础，提出了流域水资源调控方案，包括合理配置方案和承载
能力研究。
    本书可供水文水资源、水利规划、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和管理等相关领域的政府工作人员、科研工
作者、高等院校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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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但是，尽管可再生性是流域水资源的天然基本属性，但过度的开发利用也会破坏这种属性。
为指导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在狭义水资源评价口径范围内，引入第三层次评价准则，即可持
续性准则。
从可持续性出发，可在狭义水资源评价口径内作进一步的界定，以便提出国民经济可利用量。
流域径流性水资源在其形成和演化过程中，不仅支撑着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同时还抚育与社会
经济系统同等重要的生态环境系统。
维持良性健康的生态环境系统是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前提，也是水资源可持续性利用的前提，因此流
域生态环境需水量的确定是评价国民经济可利用水量的必要条件。
所谓生态环境需水，是指与特定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相联系的物理、化学、生物过程处于平衡状态时所
需要的水分，涉及不同尺度的水量平衡、水热平衡、水沙平衡，以及水化学平衡等。
一般情形，农、林、牧业既具有经济价值也具有生态环境功能，其用水属于广义的生态用水。
但严格意义上的生态需水，不包括国民经济需水中的种植业和畜牧业需水。
按照需水类型划分，流域单元的生态环境需水可以分为河道内需水和河道外需水；按照生态环境保护
目标划分，可衍生出最小生态需水、适宜生态需水等一系列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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