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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表述清楚，是水利科技文献宝库中的一部好书。
全书共18章，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的水资源、水利史、防洪、灌溉排水、水力发电、内河航运、水利渔
业、水利综合经营、海岸带开发利用、用水与供水、水土保持、河流泥沙问题、水利与环境、坝工、
江河综合规划、水利经济、水法与水管理、水利决策问题等。

　　本书的主要读者对象是水利工作者、水利研究人员和国内外希望了解中国水利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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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水资源概况　　从人们认识到水是一种具有多种用途的宝贵的自然资源起，就开始考虑在
地球水圈中哪一部分可以称为水资源，水资源的正确涵义是什么。
对此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见解。
早期曾有人定义水资源为存在于自然界一切状态的水，并且迄今在大英百科全书中仍是这样定义的。
后来通过实践，人们认识到这样广泛的定义水资源实际意义不大，便逐渐把作为资源的水与自然界一
切形态的水分开。
到1977年联合国水会议后，由于计划进行全球水资源评价工作的需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
组织共同提出了水资源的涵义，并为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所采纳，即“水资源是指可资利用或有可能被
利用的水源，这种水源应当具有足够的数量和可用的质量，并在某一地点为满足某种用途而能得以利
用。
”从实际工作中人们又进一步认识到作为资源的水，除了上述的性质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
须具有可以更新补充、可供永续开发利用的这样一种不同于其他矿产资源的特点，这是因为水在维持
生命的存在方面是不可替代的。
因此，在作为参加水的供需关系分析中的水资源，应当主要指不断通过蒸发、降水、径流的形式参与
从海洋到陆面，又由陆面回到海洋，从海洋到大气又回到海洋，以及由陆面回到大气又回到陆面的这
样在全球水循环平衡活动中的动态水源，这种水源又是人类可以加以控制、开发、利用的水源。
通常在水资源供需分析中只把可能加以利用的地表水源如河川径流和地表水体中参加水循环活动的水
，地下水源中参加水循环活动的水，作为进行定量统计的对象。
因此，在本节中只把河川径流和浅层地下水资源作为水资源进行阐述，而大气水、土壤水、冰川和高
山积雪，永冻层中的水、深层地下水以及海洋中的水都不作为本节阐述的对象。
　　在水资源评价工作中，为了进行水平衡演算，常需从降水、蒸发、地表径流、地下水等各个与水
循环有关的水文气象要素的统计分析中获取对水资源的量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但有的意见认为，降
水量并不能作为水资源量的总体进行考虑，不能作为进行水的供需分析的依据，因而在计算水资源量
时只统计地表水与地下水。
　　水资源的性能反映在水量、水质和河川径流的能量等方面。
这些性能使水资源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并要求在开发利用水资源时必须充分照顾到水资源的多种用途
并加以协调以获得社会的最大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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