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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资源不足、用水紧张已成了制约地区经济发展、影响人民生活的重大社会问题。
同时，地区及地区间大规模的蓄水、引水，又极大地改变了水的自然循环路径，而工业废水的大量排
放更造成水质污染，形成严重的环境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需要了解江河水文情势的一般规律，研究开发利用水资源工程措施与非工程
措施中的工程水文问题，而且还必须对各地区、各流域可利用的水资源数量、质量进行分析评价，在
此基础上，进行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与长期用水预测，并从战略高度研究水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
展，以及如何综合开发和合理保护水资源。
因此，人们不仅要研究水在自然界中的循环、平衡和变化，而且还要扩展到人类社会，去研究水资源
在开发利用过程中的循环、平衡和变化以及供、需、排的综合关系。
所以，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密不可分，水资源水文学是工程水文学发展的历史必然。
　　为了适应从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转变，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的要求，水务
管理、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城市水利、灌溉与排水技术、农业水土工程等专业不仅要具有
为工程提供设计水文条件和一系列“参变数”的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针对高职高专学生的特点，
如何培养其对工程的运用、管理以及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进而充分发挥工程效益的能力。
这是目前乃至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水利工程与管理需要重新考虑、重新认识的问题。
正是因为如此，为适应工程水文学科发展及水利发展的新要求，编写了本教材《工程水文及水资源》
。
　　全书共分十四章，包括：绪论，水文循环与径流形成，水文观测与资料收集，水文统计，径流分
析计算及水生态环境修复，由流量资料推求设计洪水，由暴雨资料推求设计洪水，小流域设计洪水分
析计算，地表水资源估算与评价，地下水资源计算与评价，水资源总量计算，水资源持续利用规划，
地表水资源调控及水资源管理等内容。
为了加强学生技能与能力的培养，崔振才、杜守建、王启田于2007年编写出版了《工程水文及水资源
学习指导与技能训练》一书，与本教材《工程水文及水资源》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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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可作为高职高专水务管理、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建
筑工程、城市水利、灌溉与排水技术、农业水土工程等专业的教材。
全书共分14章，主要讲述工程水文分析及水资源的基本理论和应用，并且叙述了近年来在工程水文及
水资源中的某些新思想、新技术与新方法。
    本书也可供其他相关专业的师生和工程技术人员使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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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工程水文学的任务与内容　　水文，就是泛指自然界中水的分布、运
动和变化规律，以及水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等规律。
研究水文规律的水文学是属于地球物理科学范畴的～门学科。
它通过模拟和预报自然界中水量和水质的变化及发展动态，为有关开发水资源、控制洪水和保护水环
境等方面的水利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根据研究水体的不同，水文学可分为水文气象学、陆地水文学、海洋水文学和地下水文学。
但是，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陆地水文学，它又可分为河流水文学、湖泊水文学、沼泽水文学、冰
川水文学等。
河流水文学发展最早、最快，内容也最丰富。
本教材中是讲述河流水文学的内容。
　　工程水文是结合工程建设的需要，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一门应用技术，即应用水文知识于工程建设
的一门学科。
它不受研究对象的限制，但主要是研究陆地上的水体，尤其是河流，也包括海洋和大气。
它研究所有与工程（如水利水电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和运行有关的水文问题。
工程水文的应用范围很广，除为水利、水电建设服务外，还为农业灌溉、城乡建设、航运、铁路、公
路交通等部门的工程建设服务。
　　每一项工程建设在实施过程中，都可以划分为规划设计、施工及管理运用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
需要提供关于未来水文情势的报告。
但由于各阶段的任务不同，对于水情报告的要求有着不同的内容和特点。
　　规划设计阶段水文分析的主要任务，是合理地确定工程措施的规模。
倘使规模定得过大，将会造成投资上的浪费；如果定得过低，又会使水资源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对于防洪措施，还可能造成工程失事，甚至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酿成巨大的损失。
由于水利工程的使用为几十年甚至百年以上，因此在规划设计时，必须知道工程所控制的水体在未来
整个使用期间可能出现的水文情势。
工程水文正是为解决这一类问题而服务的学科。
　　施工阶段的任务是将规划设计好的建筑物建成，将各项非工程措施付诸实施。
因此必须对施工和实施期间的水文情势有所了解。
为了预估整个施工期间可能出现的来水情势，也需要通过工程水文学的途径来解决。
　　管理运用阶段的主要任务在于发挥已建成水利措施的作用。
为此就需要知道未来一定时期内的来水情况，以便确定最经济合理的调度运用方案。
这一阶段需要通过工程水文计算来获得未来长期可能出现的平均水文情势。
　　随着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及可持续发展水利的转变，非工程措施在水资源
开发利用、洪涝干旱治理中的地位愈加重要。
例如，一个区域（或流域）的洪水预报预警系统和防洪抗旱管理信息系统，都离不开水文分析的基础
性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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