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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水文学是水文学与自然地理、地球物理、环境科学、社会行为学等的一个交叉学科，在继承
传统水文学基本特点的基础上，重点突出水文系统（如流域、水系、水体等）与自然环境、人类活动
之间的交互响应，以保持区域环境可持续发展为原则，探讨水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水环境灾害的预
防及控制等内容．环境水文学与传统水文学的区别在于，后者重点讨论水文过程、水文现象产生的机
理及水文统计方法，而前者着重解释水文现象产生、水文要素演化过程中的“事理”（即水文一环境
效应），阐述如何有效控制与合理利用水资源，使水文系统朝着健康、良性的方向发展。
　　环境水文学是环境科学及其相关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着重培养学生运用系统科学的观
点分析水文、环境与人类社会三大系统之间关系的能力，使学生了解水文现象产生的原因及机理，并
能运用正确的社会、经济、环境发展观来研究水资源保护与利用、水环境灾害预防控制等相关的问题
。
　　环境水文学是在传统水文学的基础上融入了包括环境科学在内的其他学科内容而发展起来的，理
论体系并未十分成熟，正处于不断发展与完善阶段．国内外高校环境水文学的课程教学经历了近二十
年的时间，但教材的建设工作严重滞后．从目前国内外现有的环境水文学方面的教材来看，均未能从
“水文一环境一社会”三大系统的交互与响应出发进行相关学科内容的有机整合，教材内容也没有涵
盖水文现象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了适应水科学发展和教学改革的需要，编写一本适合环境科学专业
学生学习的水文学教材势在必行。
　　在上述背景下，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编写了本书．在编写时主要考虑了结构的合理性、内容
的系统性和知识的完整性，因而符合课程改革的要求和形势发展的需要．本书的第1章至第3章为第一
部分内容，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水文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将之应用到实例研究中；第4章至第6
章为第二部分内容，以系统的观点分析不同水文系统的特征、演变规律及与环境要素的关系，以特定
的水系为研究对象，大多给出了实用性的结论和对主要原理的理解；第7章至第8章为第三部分内容，
以人地关系为本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阐述水对于人类具有的利害两重性和水资源稀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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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课程改革的要求，秉承了经典、成熟的理论体系，在系统阐述水文科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基
础上，强调分析与应用，保证了知识的完备性，充分反映了当代水科学研究的新观点和新技术。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环境水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研究方法；第二部分阐述水文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的交互关
系；第三部分阐述水灾害的成因及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
    本书结构合理，内容新颖，资料丰富，图文并茂，针对性强，突出了理论基础知识与实践应用，强
调环境意识，贯穿人地关系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符合课程改革的要求。
可作为水文水资源、环境科学、地理科学等专业人员和高校师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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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地球系统的水文循环与水量平衡　　本章系统地介绍了作为地球最活跃的自然现象之一
的水文循环及水文系统的水量平衡。
整个水文循环过程包括了水分蒸发、水汽输送、凝结降水、下渗、径流5个环节。
通过这5个环节，地球系统内各圈层的水分得以相互交换，使地球上的水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水量
平衡是分析研究地球系统内水量的变化及水分循环过程中各要素的内在规律，是计算区域水资源总量
及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基础。
　　1.1　水文循环现象　　地球是一个由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构成的巨大系统，水在这个
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有了水，地球各圈层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变得十分密切，水文循环则是这种密切关系的纽带。
地球上的水在太阳能和大气运动的驱动下，不断地从水面（江、河、湖、海等）、陆面（土壤、岩石
等）和植物的茎叶面，通过蒸发和散发，以水汽的形式进入大气圈。
在适当的条件下，大气圈中的水汽凝结成水滴，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以降水的形式降落到地球的表
面。
一部分降水通过地面渗入地下；另一部分降水则在重力作用下流入江、河、湖泊，再汇人海洋；还有
一部分降水通过蒸发和植物的散发重新逸散到大气圈中。
渗入地下的那部分水，或成为土壤水，再经蒸发和散发逸散到大气圈，或以地下水形式排入江、河、
湖泊，再汇人海洋。
水的这种既无明确开端，也无明确终了的永无休止的循环运动过程称为水文循环，又称水分循环（如
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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