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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文科学是关于地球上水的起源、存在、分布、循环、运动等变化规律，以及运用这些规律为人类服
务的知识体系。
水文模型就是以水文循环过程为研究对象的模型，目前的流域水文模型广泛应用于水文模拟、水文预
报、水资源规划与管理、产沙输沙、污染物运移等领域的科研和生产中。
随着高新技术的引进、相关学科的渗透以及水文科学研究的深入，分布式水文模型近些年来取得了极
大的进步和发展，其应用范围也逐渐扩大，并因其对水文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描述而广受水文研
究者的青睐。
分布式水文模型通过将研究区域划分为大量的基本单元（如栅格网、不规则三角网等）来考虑各种水
文响应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布，并以GIS、RS、雷达等空间分布的信息为数据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无资料或缺资料地区的水文模拟问题。
分布式水文模型以其信息源的优势，可以较为方便地用于研究下垫面变化（包括地表覆被、人类活动
等的时空变异性）对水循环过程以及水资源的影响；以其结构的优势，便于与气候模式和气象模型耦
合，进一步研究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同时，由于分布式水文模型的数据源输入多为分布式的，
它可以充分考虑降水、气温等气象因素的空间分布，进一步确定径流、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为水资源
的管理和水灾害的防治提供科学的时空信息和参考。
然而，在目前分布式水文模型的研究和应用中，还面临着非线性、尺度、唯一性、等效性和不确定性
等问题。
本书为作者多年从事水文规律模拟及分布式水文模型研究过程中所积累的一些研究成果，研究内容涉
及分布式水文模拟的空间信息提取、尺度、资料时空分布的影响等问题，以及产汇流过程自身的一些
理论研究。
另外魏林宏博士、池宸星硕士等也参与了本书的部分研究和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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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作者多年从事水文规律模拟及分布式水文模型研究过程中所积累的一些研究成果总结，研究内
容涉及分布式水文模拟的空间信息提取、尺度、资料时空分布的影响等问题，以及产汇流过程自身的
一些理论研究。
全书共十三章，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基于DEM的流域特征提取研究，涉及单一信息和
复合信息的流域特征提取、集水面积阈值确定等内容；第二部分针对分布式水文模型中的尺度问题和
资料空间分布情况对水文过程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分布式模型的结构，针
对土壤水再分布、土壤热传导、蒸发、产流、汇流等分布式水文模拟中的细节进行了描述和研究。
    本书可供水文学、水资源、气象、水利工程等学科的科研人员、从事水资源管理的技术人员以及高
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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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全球气候系统非常复杂，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非常多，驱动全球变化的最终能源是太阳能，能
量和水以各种方式贯穿于整个体系。
同时，全球生态系统中主要由人类活动驱动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的变化、陆地和水生生态系统的变
化正在全球加速发展着，并通过气候一植被的相互作用影响着气候的变化。
全球环境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涉及自然和人文多方面的问题，是自然与人文过程交叉最为密切的问题
。
因此在众多的全球变化问题中，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LUCC）的研究亦显得尤为重要。
气候对水循环的影响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影响主要来自大气环流变化引起的降水时空分布、强度
和总量的变化，雨带的迁移以及气温、空气湿度、风速的变化等；间接的影响主要来自陆面过程，在
太阳辐射和大气强迫的驱动下，发生在陆面上的热力过程、动量交换过程和水文过程不断变化，它们
的相互反馈引发了不同时空尺度的降水、土壤水、蒸发及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变化。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代表了一种人为的“系统干扰”，是直接或间接影响水文过程的第二个主要边界
条件。
在一定的条件下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和全球变化的其他要素一样，会对水量与水质起到相当的影响，
它们可以引起洪涝、干旱、河流与地下水动态变化以及对水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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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分布式水文模型理论与方法》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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