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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九届全国环境与生态水力学学术研讨会2010年10月在武汉召开。
这次会议由中国水利学会水力学专业委员会（环境与生态水力学学组）主办，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
学院承办。
中国水利学会水力学专业委员会环境与生态水力学学组（原名为环境水力学学组）成立至今已经21年
，伴随着学科的发展学组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现有成员单位32个，成员52名，其中顾问7名，委
员45名，涵盖了全国从事相关研究的大部分单位。
环境与生态水力学学组的发展大致经过两个重要阶段。
从1989～2000年，在学组老一辈学者的大力倡导和组织下，分别在武汉、北京、西安举办了前三届学
术研讨会，并在《水利学报》上出版了专刊；与此同时，学组还邀请著名学者来华讲座，组织青年学
者和研究生参加国际环境水力学会议等研讨会，大力培养青年科技英才；1999年，学组组织出版了李
炜主编《环境水力学进展》，反映了中国环境水力学取得的最新成果。
在这一时期，环境水力学的老一辈学者和专家为中国环境水力学研究的蓬勃发展以及学组的逐渐壮大
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0年9月，在成都召开的第四届全国环境水力学研讨会期间，学组完成了新老更替，一批中青年学者
积极组织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并制定了《中国水利学会水力学专业委员会环境水力学学组章程》。
这一时期，学组的活动逐渐规范，特色更加鲜明，学术研讨会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自2002年开始，学组坚持了两年一次的学术会议，正式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论文集在注重论文质量的前提下，保持论文体例与文集外观等总体风格不变，迄今为止已形成系列，
独具特色。
2006年，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拓展环境水力学的学科方向，在宜昌举行的第七届学术研讨会上，“
环境水力学学组”更名为“环境与生态水力学学组”，并得到水力学专业委员会的批准和认可，吸引
了更多相关学者参加学组的活动；为了学科的长远发展，培养环境水力学的后备人才，提高研究生的
研究兴趣与学术水平。
在四川大学的支持下，于2008年贵州会议上设立了学生论文奖，鼓励提高研究生的论文水平和质量。
这些工作使得研讨会的影响和声誉日渐扩大，论文集的引用率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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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收录论文80多篇，主要从水环境模拟与应用、水环境机理试验与评价方法、水污染防治与水资
源保护、生态调度与生态水力学四个方面介绍了近年来我国在环境水力学领域所取得的理论和实践研
究的最新成果。
    本书适合环境保护、水利工程、电力工程、市政建设等相关部门的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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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2 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影响水资源开发利用是河流服务功能的主要内容之一。
富春江电站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为300亿m2。
河口两岸的生活用水、工农业用水、环境用水大多取自钱塘江，目前全年用水量为10亿～12亿m3。
每年枯水大潮期间，江水含氯度常因超标而被迫停止供水，给两岸人民的生活和正常的工、农业生产
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盐水入侵强度与潮汐大小有关，潮汐大小常用七堡处的潮差来表示。
根据实测资料分析，治江缩窄后七堡平均潮差比缩窄前主槽顺直时减小0.37～0.59m，削弱了盐水入侵
强度。
另外，新安江水库建成后，通过人为调节，增大了枯水大潮期的径流量，顶托咸水上溯。
因此，与上世纪60年代相比，目前的取水保证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3.3 对岸线资源、航运资源开发利用的影响治江缩窄前，主槽不但摆动幅度大，并且摆动频繁，对岸线
资源和航运资源开发利用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取水口、排放口、排涝闸常因主槽摆动离岸而影响
发挥正常功能，甚至淤死。
治江缩窄后，主槽稳定，为两岸的取排水口和排涝闸的布置创造了有利条件，大大改善了排涝条件。
同时，还改善了河口段码头建设和航运条件。
但治江缩窄后，引起了杭州湾北岸深槽一定程度的淤积，对嘉兴港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3.4 对涌潮景观的影响钱塘江涌潮往往淘空沿江建筑物基础，使堤防失稳、毁坏，是钱塘江两岸毁堤成
灾的主要祸根之一。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涌潮具有两面性，钱塘江涌潮又是独特的
旅游资源和宝贵的自然遗产。
治江缩窄后，由于潮波变形更加急剧，涨潮历时缩短，潮差增大，导致涌潮加大。
治江围涂后，由于河床下段淤高，沙坎顶点位置下移，因此涌潮起点由尖山附近下移至高阳山下游，
同时最大涌潮点也有所下移。
治江缩窄除影响涌潮强度外，还影响涌潮观赏点、时间及潮景。
治江缩窄前，江道主槽大幅摆动，有时主槽走北，傍南岸为滩地，此时主槽长度较短，涌潮到达时刻
较早；有时主槽走南，傍北岸为滩地，此时主槽长度较长，涌潮到达时刻较迟。
如1968年主槽走南，北岸盐官发育大片滩地，出现无潮可观的现象。
治江缩窄后仍保留了交叉潮、一线潮和回头潮等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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