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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学校规划教材，是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主要专业课《水工建筑物》课程教学用书。
全书共分15章，包括：总论，水工结构上的作用，水工水力学问题和水力设计，岩基上的重力坝，拱
坝，支墩坝，土石坝，河岸溢洪道，水工隧洞，土基上的闸坝，水工闸门，过坝建筑物，渠首及渠系
建筑物，水利枢纽布置，水工建筑物的安全监控及运行管理。
每章附有复习思考题。
    本书可作为水利类专业及其他专业师生教学参考书，还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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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长松，男，(1954.10－)，江苏江都人，1978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
现任河海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水电学院专业建设办公室主任，兼任全国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
，河海大学高教研究会理事。
水利部优秀教师。
教学与科研：一直从事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教学和教改工作，主讲“水利工程概论(全校公选课)”、“
土木水利工程专业导论”、“水工建筑学”、“高等水工结构、土石坝地震工程学(研究生)”等课程
；负责并参与江苏省品牌专业(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精品课程(水工建筑学)建设及教育部水利水电工
程专业规范编制等教改项目。
指导工学硕士研究生40余名；一直从事水工结构、土石坝静动力、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控及土石坝新技
术、闸坝工程等方向科学研究工作。
参加75、85、95国家科技攻关，主持水利部重点项目四项，横向和工程设计项目若干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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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论第一节　水资源与水利建设一、水资源存在于大自然中的水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因为它是
生命和工农业生产必需的物质，不可须臾或缺；它是发展航运交通以及水产事业必要的介质；它在自
然循环过程中是一种可利用的和可再生的重要能源；它也是改善环境和发展旅游事业的必要条件。
地球上的总水量很大，约为13.86×108km3，但绝大部分是海洋中的咸水，其中通过大气循环，以降水
、径流方式在陆地运行的淡水，相对就很少了，只占2.5％。
全球年径流总量为4.7×105亿m3，按全球人口计，人均约为9000m3，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水，但这部
分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极不均匀。
我国幅员辽阔，河流也不少（流域面积超过1000km2的大河有1598条），年径流总量约2.78×104亿m3
，而按人口平均，仅约相当于全球平均数的1／4。
所以，从人均意义上说，我国的水资源并不丰富。
而降水、径流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分布也很不均衡。
不同地区之间，南方一日雨量可远超过西北全年降水量；同一地区，一次暴雨可超过多年平均年降水
量，这就导致我国各地历史上洪、涝、旱灾害频发。
由此可见，大力治水，根除水旱灾害，进而充分开发利用珍贵的水资源是何等重要！
虽然我国水的人均拥有量不算多，但由于从青藏高原到海平面之间的巨大落差，我国可用于发电的水
能资源却十分丰富。
全国水能理论蕴藏量达6.94×108kW，其中可开发的达4.02×108kW，年发电量可达19100×108kW·h
以上，这些数字均居世界首位。
因此，利用这一优势，大搞水力发电，对解决能源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水利建设远古以来，我国人民曾为治理水患、开发水利，进行过长期的英勇奋斗，取得了辉煌的
业绩，至今还有一些纪元前修建的水利工程在为我们服务。
如秦代李冰主持修建的岷江都江堰分洪灌溉工程，一直是成都平原农业稳产高产的保证，堪称中华民
族的骄傲之一。
但由于长期封建统治，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人民群众的力量与智慧受
到压抑，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落后，水利设施失修，灾患频仍，水利事业处于停滞状态。
例如1928年遍及全国的旱灾，灾民人数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4；1931年、1933年、1935年、1939年，长
江、淮河、黄河、汉水及海河的洪灾，也都使人民生命财产蒙受了极大的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水利建设才有了较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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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规划教材·水工建筑物》可作为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及其他专业师生教学参考书，还可供有
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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