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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文风险一直是水文计算中评价设计成果的一个中心问题，但也是一项困难的任务，长期以来仅
限于定性分析或在简单情况下的估算。
近年来通过各国水文界的努力，采用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逐步取得了一些可供实际分析计算用的成
果，并在特定的范围内得到应用。
　　总的来看，现有的风险分析方法虽然不少，但很不系统，也不易找到统一的分析原则，往往使初
学者无所适从，难以人手。
而且现在的各种方法均散布于中外文献之中，国内尚无可作教材的资料。
基于此，初学者迫切需要一本条理清楚、系统连贯、内容比较全面、有算例便于学习和讲授，又能指
导实用的教材。
　　本书是作者在对水文风险分析原理的学习和研究基础上，以讲义形式编写的研究生教材。
希望能以简明的形式让学生对水文风险分析的主要原理和计算过程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并可供今后实
际工作中作参考。
突出逻辑联系和可计算性是本书两大特点，其中有的算例是作者或其他研究者的最新成果。
本书对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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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现代水利工程设计和管理的要求，阐述了水文风险研究的对象与任务，风险分类及其影
。
向因素，以及风险研究的主要方法。
并系统介绍了水文风险分析的概率统计基础，重点对风险分析中的随机模拟方法，水文风险分析原理
和减小风险的途径进行了全面地阐述，在此基础上，以典型示例说明了风险分析在水利工程和环境保
护上的应用。
　　本书可作为水利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生的教材，也适合从事水利工程设计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
及其他相关领域希望了解水文风险分析原理的人员参考阅读-它是一本用数学工具研究水文风险的入门
书，尤其适合这方面的初学者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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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洪水风险发生的根源是由于所面临的自然现象是不确定的，其发生具有随机性。
在影响工程安全的水文要素中，降水的时间是偶然的，历时是随机的，降水总量也是不确定的，即使
不考虑流域产汇流场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最终的出流过程也属于随机过程。
而水利工程一旦建成，其主要的抗洪能力和蓄水能力也就确定了，不能随时变动，因而必然要有设计
规模小于需要的情况，这时就发生水文意义上的风险，这是从大洪水事件造成的工程损害的情况；若
遇干旱，事先未能蓄够足够的水量（受工程规模或调度规则限制），到一定时期难以提供必要的水量
或电量，这也是一种风险，它的损害是以工程效益小于设计效益为标志的。
　　一般来说，工程规模越大，设计标准越高，工程能抗御的洪水或干旱能力就越大，风险就越小。
但是不可能也不必要使工程能抗御一切洪水（或干旱），因为工程规模的扩大要受经济条件、技术条
件和当地材料的限制，而选择偏小的设计值将使工程冒一定的风险，只要这个风险是为公众和社会能
接受就行。
换句话说，如果现在全国已建成的水库全部完好，而且今后也无破坏的可能，这并不是好事，而是说
明工程的设计标准太高了，相反如果有很小比例的水利工程在非常洪水中毁损，这种设计才是合理的
。
这种说法似乎荒唐，但仔细分析却是正确的。
如美国水资源委员会的《大坝设计手册》（1979）规定，在任何一年中，每一万座大坝应有一座垮坝
，并且其中有一半的垮坝事件发生在蓄水初期。
　　风险来源于事件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分为两种。
一是暴雨洪水本身的不确定性，它包括降水的时机、大小、历时等的随机性，是复杂天气系统固有的
属性。
流域下垫面的产流条件，汇流参数的偶然变化也是这一类的不确定性，称为客观的不确定性；二是人
类认识能力和分析方法欠缺产生的不精确性，它们是简化和近似的结果，如流域洪水过程预报的误差
，对未来需求预估的不准确，分析工具的线性化，参数误差以及工程调度不适当等，它们代表主观的
不确定性。
　　风险研究就是要分析与计算这两种不确定性，并确定出由此产生的工程失事（广义的失事或者失
效）可能性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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