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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可持续发展一直是近些年的重要主题，众多国际公约、国际报告和国际组织均强调可持续发展，如《
联合国千年宣言》、2002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峰会、2003年的世界水论坛和国际科学联合会（I（2S[J
）等。
流域尺度的水资源综合管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拓展到可持续发展领域，得到快速的发展，也正是这些
发展让学界和政界都意识到知识储备的不足，不仅要科学理论，而且急需应用技术。
在生态水文和生态经济基础上认识水一生态过程及其水资源合理利用领域成为流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
亮点。
2001年出版的《流域整体水资源管理》超越了“实体水”理念，意识到水资源整体管理还只是目标。
2004年出版的《流域综合管理——生态水文和生物技术》首次综合生态水文学和植物技术考虑流域管
理。
2004出版的《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丛书的生态环境卷专设章节
讨论黑河流域生态环境建设的区域配置与分析。
我国西北干旱区，水是生命和经济活动之源；有水就是绿洲，无水便成荒漠。
西北地区每个内陆河流域都是一个山区与平原、绿洲与荒漠，地表水与地下水相互转换的独立单元，
可持续地运行该单元的根本是流域内水一生态一经济的协调发展。
黑河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是西北地区灌溉农业大规模开发最早的流域，是急剧恶化的水一生态环境
明显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流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流域，是中亚内陆干旱区形成演变和西北水土资源
开发利用具有良好代表性的流域。
黑河流域生态系统经历了荒漠变绿洲的辉煌，也面临着沙漠化和沙尘暴的尴尬，稀缺的水资源必需平
衡环境变化、经济发展和生态健康，在流域尺度提高水效益成为基本目标。
为整治黑河流域，1992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复了“黑河干流分水方案”，1995年国务院八部委、院士
考察团对流域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调研；1997年国务院批准了“黑河于流水量分配方案”，成立了黑
河流域管理局；2001年2月在第94次总理办公会上，提出“维护现有绿洲不再退化，使干涸的居延海再
现碧波荡漾、天水一色的美景”。
国家“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项目投入23亿元实施黑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2002年夏末黑河水重新
注入东居延海。
中国科学院落实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及时启动了中国科学院“西部项目群”，黑河流域项目是其中
五大试区之一，也是唯一在流域尺度上进行水资源整体管理试验示范研究的项目。
《黑河流域水一生态一经济系统综合管理研究》一书是我国干旱区首部以流域为单元的水一生态一经
济系统综合研究论著，该书依托黑河流域长期野外监测、试验、示范和数字黑河等平台，从流域生态
水文学和生态经济学研究的理念人手拓展流域水资源整体管理的理论和方法，融合生态经济学于生态
水文学和恢复生态学阐述流域生态系统管理和节水型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技术，并从生态经济学角
度尝试了生态系统价值和服务功能评估，在生态水文学、生态经济学和恢复生态学等科研支持下初步
形成了流域水资源整体管理的科学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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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拓展了国内外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热门学科——生态水文学和生态经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生态恢复
理论和实践指导下集成的节水型生态系统整体水管理技术体系，建立在野外监测一试验一示范一数字
流域平台上的实验生态水文学研究方法和内陆河流域水一生态一经济系统综合管理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框架，是首部自然和人文学科综合集成、理论联系实际的流域尺度的科学著作。
　　本书主要供地学、农学、生态学、经济学、流域管理学、信息学等领域的科技研发人员、管理决
策层、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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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国西北干旱区众多内陆河形成于高山地区，山前平原和下游地区为水资源开发利用区和水资
源消耗区。
祁连山、天山、昆仑山等高大山系成为西北干旱区的水源地，对于干旱内陆区绿洲形成、发展、维持
以及经济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西北干旱内陆区河流从发源区到尾闾湖？
白，依次穿越了高山冰雪冻土带、山区植被带、绿洲带、下游荒漠带四个气候带，形成具有干旱内陆
河流域典型特征的冰雪带一山地森林草原一山前绿洲一荒漠复合生态系统，呈现出西部内陆河流域典
型的生态景观格局特征：气候梯度和生态梯度明显；生态系统、农业经济系统和牧业经济系统界面分
明。
这种特殊的地理景观格局和水资源条件决定了山区以牧业经济为主、中游以绿洲农业经济为主、下游
荒漠区以生态建设为主的经济格局。
近几十年以来，上游山区水资源系统、生态系统主要受气候变化扰动，中下游水资源系统、生态系统
受人类活动扰动影响突出，因而中下游地区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加强，生态退化问题日趋严重。
水资源特殊的分布格局使之成为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主要制约因素，也是社会和生态系统的联系纽
带。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从而使水资源开发利用成为驱动现代生态
环境演变的基本动力。
黑河是西北地区较大的内陆河流之一，发源于青海省祁连山区的冰川和积雪带。
黑河流域主要位于祁连山和河西走廊中段（37~45’～42~40’N，96~42’～102~04’E），流域面积
约13万km2，共有大小河流4l条。
从河流的水力联系来看，黑河流域包括讨赖河水系和黑河水系。
莺落峡为黑河干流出山口，莺落峡以上为径流形成区，以下为径流消散区，下游额济纳旗为无流区。
黑河大部分水资源在进入中游地区以后，用于灌溉农田，有相当一部分被无效蒸发所消耗，只有很少
一部分地下水和夏季洪水汇入下游终端湖——东、西居延海。
黑河流域横跨青海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图1.1），南部为祁连山山地，中部为中游平原，北部
为低山山地和阿拉善高原，并部分与巴丹吉林沙漠接壤。
按气候和水资源条件，依次可划分为高山冰雪冻土带、山区植被带（包括水源涵养林带）、山前绿洲
带和荒漠绿洲带，各带具有独特的地质地貌、水文气候和土壤植被条件。
祁连山区为高山寒漠、草甸、草甸草原、草原和森林土壤系列分布区；流域中、下游地区分别属灰棕
荒漠土与灰漠土分布区；额济纳旗为以灰棕漠土为主的地带性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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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黑河流域:水、生态、经济系统综合管理研究》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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