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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冰情监测与预报》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寒区冰情，介绍了寒区冰塞冰坝类型，分析了冰塞冰坝的
成因。
结合黑龙江和黄河流域的冰情监测技术，介绍和展望了冰情监测技术的发展，总结了黑龙江冰情特点
，详细介绍了历次典型冰坝。
结合实际，着重阐述了冰凌输沙过程，冰情预报理论及其在黑龙江的实际应用。
首次提出了冰凌气候的概念，并对此作了大量的论述和分析。
　　《冰情监测与预报》内容丰富，冰情预报方法来自于基层工作实践，经过在冰凌灾害预报上的检
验，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对从事江河冰凌防治、水电工程建设、寒区水资源研究等工作的水利、水文工作者都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冰情监测与预报》适合广大水利工程、水资源及其广大水利读者参阅，亦可作为高等学校寒区
冰情研究相关专业的参考用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冰情监测与预报>>

作者简介

　　戴长雷（1978－）男，山东郓城人，博士，1996～2006年就读于吉林大学水文学及水资源专业。
现为黑龙江大学水利电力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黑龙江大学寒区地下水研究所所长.同时为国际水
资源协会（IWRA）会员.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委员.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评审专
家。
主要从事寒区地下水及国际河流方向的教学、科研工作。
自2008年起，成功筹划并推动举办了3届&ldquo;寒区水资源及其可持续利用学术研讨会&rdquo;系列会
议，策划编著出版&ldquo;寒区水科学及国际河流研究&rdquo;系列丛书3册（含本书），致力于推动黑
龙江（阿穆尔河）流域寒区水问题研究。
主持并参与各类科研项目及课题18项，发表科研论文32篇。
　　于成刚（1973－）男，黑龙江双城人.高级工程师，现为黑龙江省佳木斯水文局副局长，此前在黑
龙江省大兴安岭水文局工作多年，主要从事寒区水文系统监测和分析方向的研究工作。
长期在寒区水文系统的冰凌监测、冰凌预报、冰凌与气候相互影响方面从事一线的研究工作，具有丰
富的实践经验。
先后参加过黑龙江省水文局组织的冰凌研究.大兴安岭地区生态战略研究等工作：多次参加全国水文系
统会议。
发表冰凌方向.寒区河川水文方向论文十余篇。
在黑龙江流域冰凌研究方向具有重要影响，较早研究了冰凌与气候的耦合相关关系。
　　廖厚初（1981－），男.工程师.广西柳州人，2005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水文与水资源专业，目前
在黑龙江省水文局工作，主要从事水文情报预报、冰坝凌汛、冻土水文学方向的研究工作。
在冰坝凌汛方面研究中得到了黑龙江省著名冰问题研究专家肖迪芳老先生的指导，分析能力得到很大
的提高。
主持编写了&ldquo;黑龙江省冰坝凌汛预报方案大纲&rdquo;，完成了《黑龙江省江河冰坝凌汛论文集
》汇编，先后发表了8篇关于冰凌方面的论文.其中&rdquo;松花江冰坝凌汛最高水位短期预报方
法&rdquo;这篇论文被选送参加&ldquo;第19届世界冰工程学术会议&rdquo;。
　　张宝森（1965-），男，河南洛阳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防汛抢险技术、工程管理、防凌减灾
等方面的研究。
现为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黄河防汛抢险技术研究所防汛减灾研究室主任，中
国水利学会河南水利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土工合成材料工程协会会员。
先后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10项，获得国家专利4项，撰写学术报告60余篇，曾多次参加国内，国际学术
研讨会，在专业期刊、大学学报、学术研讨会，在专业期刊、大学学报、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40余篇
；主持 《黄河治河工程现代抢险技术研究》，参与《黄河水利工程管理技术》、《堤坊工程手册》等
专著的编写工作。
另外，作为水利部专家参加过2008年四川抗震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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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3.2.2 地球物理测试技术　　地球物理测量技术是应用于冰雪和冻土领域测量的技术方法，应用于
黄河冰凌测试，可以有效地弥补遥感监测手段的不足，实时监测预警河道冰情。
由于冰与水的导电性有明显差异，随着冰凌密度的不断增加，冰水混合体的视电阻率也会不断增大，
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耦合关系。
黄河冰凌处于冰盖与河床所限河道内，冰水混合物与冰盖和河床沉积层之间的地电物性差异是显著的
，为采用地电测试技术提供了理论依据。
电测深曲线是冰盖下流凌密度、河道地形地物的综合反映，对电测深曲线进行子波分解后，可以定量
确定曲线阈值，经与冰塞和卡冰情况下的视电阻率曲线比较，可以判断冰凌的出险状况，有效实施冰
凌预警。
　　3.3.2.3 计算机模拟技术　　冰凌在形成、生长、冻结或消失的过程中，冰块体之间的位置和距离
不断发生变化，场景变化幅度及差异性较大，因此，通过构建能够模拟水动力场及冰凌运动场的耦合
模式，可以直观地再现冰凌的运动状态。
由于冰凌自身运动规律的复杂性，对冰凌运动的数值计算及模拟是比较困难的。
目前对冰凌模拟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物理模拟技术，如人造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虚拟仿真技术通过三维建模，构造各种冰水实体的三维形体，再通过添加材质纹理、光照等效果，渲
染出具有视觉真实感的冰凌流动三维模型。
然后应用计算机图形学的方法，将三维模型在计算机上显示出来。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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