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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郭中小、贾利民、李振刚、郝伟罡、徐晓民等编著的《干旱草原水资源利用问题研究》较详细地分析
了水资源及其可利用量概念、内涵，提出了适合干旱牧区水资源评价的计算方法；系统地研究了干旱
牧区水资源脆弱性问题；分析研究了干旱牧区草地植被生态系统的分类、分布，植被需水机理、需水
补充来源，以及植被需水与土壤水含量、地下水埋深的关系，界定了干旱牧区草地植被地下水生态水
位：就凝结水对干旱牧区草地植被的生态作用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提出了以耗水系数为基础的干旱
牧区草地埴被生态需水计算模型，并给出了不同分区、不同类型草地植被生态系统的相关参数；提出
了干旱牧区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基本概念及其内涵，并对干旱牧区水资源承载能力的特性进行了分析；
按照耗散系统平衡的要求，建立了草地资源
“三元化”利用的理论基础，据此分析了干旱牧区不同分区灌溉饲草料地、灌溉草地的发展规模，及
其对水资源的需求；提出了不同草地类型区人工草地牧草及饲草料作物的需水规律和需水量及灌溉制
度；建立了基于熵权系数的多指标灌溉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并对典型区进行了计算，提出了适合干
旱牧区的牧区水利建设模式和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模式，以及基于草原生态保护的水土资源优化整合
和合理布局的对策方案。
本书提出的研究成果较好地解决了干旱牧区水域生态的问题和水草资源高效利用问题。

《干旱草原水资源利用问题研究》既有理论和方法方面的论述，又有应用实例。
可作为高等院校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地下水科学工程、水土保持等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的
教学参考书，也可以供从事水文水资源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行政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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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人为脆弱性 这是指人为活动主动改变地表水资源系统自身结构所形成的维持其在
水量上符合各种利用要求（需要）的适用性或敏感性，表现出地表水资源脆弱性的动态性特征。
在水量方面，影响人为脆弱性因素主要有： （1）通过提水、引水、蓄水等水利工程设施的建设来改
变地表水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不均匀问题，从而增强系统的功能，降低脆弱性。
 （2）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合理布局，使其与资源的空间分布更加协调，从而减少农牧业旱灾
以及其他用水户因缺水停产等不良后果的出现。
 （3）通过草原生态建设以及草地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等改变下垫面结构的合理行为来降低地表水资
源的脆弱性。
 （4）通过改善水资源管理水平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建立节水型社会，从而降低对水资源利用
压力的有效管理行为等。
 3.承载脆弱性 这是指系统应对外部负荷或人类不合理扰动所形成的维持地；表水资源系统在水量上符
合人类各种利用要求的适用性或敏感性。
自然和人为脆弱性是由系统结构所形成的，而承载脆弱性则是由系统外部冲击力（负荷）所形成的。
其影响因素主要来源于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给系统带来的压力，亦即系统的使用负荷。
水资源需求数量与区域经济发展总量、人口规模以及消费水平等相关，因此，影响地表水资源水量承
载脆弱性的因子主要包括工农业产值、人口数量以及消费水平等经济、社会发展指标。
 3.2.3.3地表水资源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 1.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针对目前水资源脆弱性研究成果少的现状
，立足于上述对地表水资源脆弱性内涵的理解，考虑到北方干旱牧区地表水资源系统的特点，指标体
系构建遵循以下原则。
 （1）主导因素原则。
影响地表水资源脆弱性的因素很多，不可能将其全部纳入指标体系，必须从中选择对地表水资源脆弱
性影响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况且，指标的选取并不是越多越好，指标多了既会带来资料获取的难度和
工作量的加大，也会削弱主要指标的影响作用。
 （2）可操作性和可比性原则。
指标计算所需的数据应该易于从各种渠道获得，在统计和计算上具有一致性才能够确保最终结果的可
比性。
 2.指标体系 （1）自然脆弱性指标体系。
根据北方干旱牧区地表水资源量自然脆弱性的决定性影响因素，选择多年平均年降水量（X1）、多年
平均径流深（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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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干旱草原水资源利用问题研究》既有理论和方法方面的论述，又有应用实例。
可作为高等院校水文水资源、生态环境、地下水科学工程、水土保持等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的
教学参考书，也可以供从事水文水资源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行政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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