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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公布的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指出，随着世界性的人
口爆炸而引起的全球变化（大气污染、气候变暖、土地变化等），地球上几乎任何角落都或多或少经
历着生态系统失调，自然资源尤其是淡水资源短缺的危机（MEA，2005）。
联合国最新公布的《全球环境展望报告》指出最近二十年（1987-2007）地球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地球
总人口增长了34％，达到67亿。
全球人均年收入增长40％，达到8 162美元。
地球每年失去7.3万km2森林，相当于英国威尔士面积的3倍。
每年有7.5万人死于自然灾害。
发展中国家每年有300万人死于与水有关的疾病，大部分是5岁以下儿童。
为了农业灌溉或发电需要，人类已在世界60％的主要河流兴建水坝或令其改道，造成淡水鱼数目下
降50％、河流生态系统的功能退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
2007年1 1月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发表了第4次评估报告，进一步肯定全球
气候变暖并更明确地认为过去50年地球气候的变暖非常可能是由于人类排放“温室”气体所致。
气候变化将引起海水水位升高、气候变异加剧、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下降等一系列重要全球性生
态问题。
这些问题都清楚地表明：21世纪人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恶化的严峻挑战。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环境方面付出的
代价也是十分巨大的。
中国在21世纪要有所作为并正朝着世界经济大国“和平崛起”。
然而，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道路将不会平坦。
不合理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造成局部和区域性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破坏与恶化。
例如，华北地下水严重超采，最大超采量达到150％，地下水位持续下降。
中国近700个城市中约有2／3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由此带来的工农业年损失需以千亿计算。
现在“母亲河”黄河污染严重，并多次出现断流；长江水质恶化，污染与泥沙问题很严重。
全国近一半城镇、农村约3.6亿人饮用水源的水质不符合标准。
中国年大气污染SO2排放为1 995万t，为世界第一；酸雨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30％。
据对323个城市的调查，仅116个达二级空气质量标准。
2003年，全球20个空气严重污染城市，中国占16个。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流域生态系统过程与管理>>

内容概要

本书把流域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从综合的角度论述各个重要的系统过程对包括全球变化在内的
人为与自然干扰的响应，提出了相应的流域管理策略；在阐述中强调生态系统的综合性和复杂性，以
生态水文过程为中心，从流域研究、规划、管理与政策多个方面论述流域生态系统过程之间的相互作
用。
    书中引用大量国外实例及最新研究成果，便于读者快速了解国外有关学科进展，适于相关领域的研
究生、科研工作者、政府规划与管理人员及高年级的大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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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②有助于评价流域系统的累加影响及流域过程在河流网络内的动态变化。
正如在第16章所阐述的，流域资源管理者越来越关注多种人为或自然干扰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所表
现出来的累加流域影响，以及上游所发生的干扰对下游的影响。
对这些影响的定量化研究对水资源的有效管理与分配都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流域系统是不同等级的子流域系统所构成的，一个子流域系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又是其更
高一级流域系统的组成成分。
不同等级的子流域系统表现为嵌套的关系。
而这种系统之间的嵌套关系则反映流域空间尺度的变化。
因此，采用生态系统途径还有助于研究流域中各个过程的空间尺度规律，对于综合管理和保护流域系
统是十分有利的。
③有利于长时间监测流域过程的动态变化规律。
任何生态系统都表现明显的动态规律，既有短时间尺度的日变化，也有长时间尺度的月和年变化。
例如，一个以森林为主的流域生态系统，森林会发生明显的演替变化，最后被自然干扰（例如火烧、
病虫害或风倒等）毁灭。
干扰以后，新的演替又重新开始。
这种陆地上发生的演替——干扰一再演替一再干扰的动态变化，也导致河流系统或水生系统发生类似
的变化规律。
例如，水文、泥沙、溪流倒木和河流形态会随着植被的恢复和干扰发生相应的变化。
由于流域有一个固定的边界线，这样流域内发生的各种动态过程便可容易进行定量监测。
流域的长期监测对于我们管理与保护流域内重要资源、功能与价值是必需的。
④有利于对流域土地、水资源利用进行规划与模拟。
流域是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它可划定的边界线为流域规划与模拟提供了便利。
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都把流域作为一个区域开发与保护的实体（entity）。
各种针对流域的机构或法规也不断涌现。
比如在中国的长江委员会、黄河委员会和珠江委员会，在加拿大的Fraser流域委员会、Mackenzie流域
委员会，等等。
这些机构的宗旨是把整个流域作为一个大生态系统，协调流域的各种规划、资源利用及环境保护。
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比把流域内资源分割管理的策略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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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在过去30年的社会发展举世瞩目，但是生态环境的恶化状况也是空前的。
我认为，水资源的逐渐枯竭将是21世纪北方地区生存的最大威胁。
对此，我有极好的见证。
我从小在典型的冀东平原上长大，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赴京上大学。
在小学的作文中描绘河北老家的情景是：“在风景如画的还乡河畔，有个美丽富饶的村庄——渠梁河
”。
还乡河发源于燕山东北部的迁安县，经丰润、玉田县流入蓟运河，最终人渤海，是海河流域的一部分
。
童年的我是喝着还乡河的水、吃着还乡河的鱼长大的，在河边的芦苇湿地和片片柳树林下度过了无忧
的美好时光。
1976年7月28号那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夺走了25万唐山人生命的大地震发生了。
震后降雨连绵不断，还乡河洪水泛滥，家乡大面积地区受淹。
之后，政府组织改造还乡河，动用了大批人力物力，占用了大量农田挖出了一条又直又宽的人工渠，
以为从此会告别祖祖辈辈曾受到的洪水的威胁，一劳永逸。
然而，在今后的多年中，这条河并没有发挥其防洪效益，上游修建水库（邱庄水库），城市大量引水
使地下水位下降，下游来水很少。
开始农民还能用还乡河被取直时遗留下来的弯弯曲曲的河套地作为池塘养鱼，之后这些水塘受周围地
下水位逐年下降的影响，逐渐枯竭，后来人们在这干枯的河床上开始开垦种植农作物。
而这条人工渠近年来受两岸小企业排出污水的影响，河水连牲畜都不能饮用。
还乡河，这条贯穿于有千年历史的玉田县的一条主要河流，就这样在21世纪成了华北地区“有水皆污
，有河皆无”的代表之一。
可以想象，多少曾经依靠这条河的生物种将因此在此地消失。
地表水消失后，华北平原人们赖以生存的地下水也不是取之不尽的。
每年下降1 m的地下水位迫使人们频繁更换水井，加深抽水深度。
随着中国北方气候变暖，干旱趋势加剧，这种恶性循环何时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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