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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是生态环境的控制性要素。
随着全球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人类生存发展与水资源有效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水资源问题已
成为当前国际上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联合国于2009年第五届世界水论坛发表的《世界水资源发展报告》指出，如按当前的水资源消耗模式
继续下去，到2025年，全世界将有35亿人口缺水，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将超过40个。
长期以来，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都面临严峻的水问题。
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和生态与环境退化、洪涝干旱等问题严重影响两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两国政府和人民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近年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澳两国在水资源管理、防洪减灾、节水灌溉、水土保持、水环境保
护以及水权制度建设等领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交流合作，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成果，为提高中国
水资源管理水平和防洪能力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水权制度建设项目就是中澳双方在水资源领域合作的典范之一。
中澳合作中国水权制度建设项目开始于2006年，在中澳两国政府部门和专家三年的共同努力下，深入
探讨了中澳水权制度的政治经济基础，系统总结了中澳水权制度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实证分析了水权
制度下的灌区水量分配和管理、环境流量的界定方法，提出了中国水权制度建设框架，通过典型示范
和试点应用，有力地推进了我国水权制度的建设。
《中国水权制度建设丛书》是中国水权制度建设项目三年研究和实施成果的结晶。
相信本套丛书的出版将为我国水权制度建设的全面开展，为中国施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提供重要
参考，也将为进一步促进中澳科技交流和解决世界水问题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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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流量是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的关键因素，也是水量分配的基础。
《环境流量界定与管理》主要对环境流量的内涵、环境流量的计算方法、环境流量确定的过程等进行
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全书共分7章，前4章主要阐述环境流量的理论与方法，从河流生态资产、河流保护目标出发，对环境
流量的内涵、组成、特征、估算方法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第5章椒江环境流量界定，按照《环境流量界定与管理》提出的思路和步骤，具体阐明环境流量界定
的过程，包括生态资产的识别、河流资产受到的主要威胁、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的流量识别、河段的
划分、环境流量估算方法的选择，环境流量的计算、计算结果的风险评估，实施环境流量的障碍因素
及其改进建议等。
第6章介绍了国际环境流量管理的2个案例。
第7章论述了环境流量面临的挑战与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书可作为水资源管理、水利学、环境科学、生态学等学科研究、管理和决策者使用，也可供相
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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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河流生态系统的空问范围上看，河流边界不限于河道，还包括周围的河岸带系统。
河道系统在河流中呈狭长网络状，包括干流及各级支流等。
河道是由水流及其所搬运的沉积物共同塑造、维持以及改变。
通常情况下，河道的形状可分为V形、U形等，从上游到下游，河道形状差异较大。
河道冲淤平衡和流量是河道最基本的两个特性，也是影响河流的最重要的物理特性，同时也是河流管
理者最关心的问题。
河道平衡涉及到4个基本要素：①沉积物；②流量；③沉积物颗粒大小；④河流的坡面。
它们之间互相影响，共同塑造河道的形态。
河道系统具有输沙、输水、泄洪、提供生物栖息地、接纳污染物、防止海水入侵等功能。
河岸带系统或者河岸生态系统是河岸边生态交错带，是介于河溪和高地植被之间典型的生态过渡带，
具有明显的边缘效应。
水文学上的河漫滩是低于齐岸水位的基流流量所在的河道附近的区域。
在三年中可能有两年的时间都处在被淹没的状态。
并不是每一条河流廊道都存在水文学上的河漫滩。
地形学上的河漫滩，是包括水文学上的河漫滩以及水位在某个频率下达到了洪水高峰期时河道附近的
区域，比如，百年一遇的河漫滩。
河岸带是一个具有高的生物多样性的区域，在与河流生态系统相联系的群落的组成、多样性和动态变
化等方面，河岸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河岸带低草地及河漫滩小水池是鱼类重要的生境，河岸灌木的枝条和根系为鱼类提供食源和避难所。
河岸带对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尤其重要，沿河道、天然河漫滩，特别是河漫滩湖泊和小水池等区域，
是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分布较为密集的地区。
鸟类常常是水陆交错带的一个象征，许多鸟的生活周期与洪水泛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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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流量界定与管理》是中国水权制度建设丛书。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流量界定与管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