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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利工程师实用手册》根据水利水电技术最新规范，结合水利技术人员实际需要编写而成。
全书共分十六章，包括：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常用建筑材料特性和指标、水文地质环境、水资源评
价指标、防洪标准、防汛抗旱、土壤墒情监测、渠道防渗、输水管道特性和参数、农田灌溉、喷灌工
程、微灌工程、低压管道输水灌溉、雨水集蓄利用、水土保持、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除水利工程常用到的专业技术知识外，还包括部分与水利相关的其他资料。
《水利工程师实用手册》多以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快速便捷的表格形式出现，为广大工程技术人员
提供一份简明、方便、实用、翔实的计算参考资料，减少查找工作量，非常便于查阅和使用。
　　《水利工程师实用手册》可供从事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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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工作压力校核 第十四章雨水集蔷利用 第一节雨水集蓄利用工程的组成 第二节雨水集蓄利用基本资
料 1地形地貌 2水文气象 3地质 4作物及土壤 5建筑材料 6集流面 7社会经济 第三节雨水利用技术指标 1
集流效率 2可集水量的确定 3人畜饮水技术指标 4雨水灌溉技术指标 5经济指标 第四节雨水集蓄利用T
程设计 1集流工程 2蓄水工程 3灌溉工程 第十五章水土保持 第一节土壤侵蚀分级 1风蚀强度分级 2土壤
侵蚀强度分级标准 第二节水土流失治理 1土壤侵蚀调查方法 2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第三节山区
小流域综合治理 1水土保持农业耕作措施 2水土保持林草措施 3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第四节水土保持效益
1效益计算的分类 2水土保持基础效益的计算 3水土保持经济效益的计算 4水土保持杜会效益的计算 5水
土保持生态效益的计算 第五节水土保持报告书编制 1综合说明 2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总则 3项日概况 4项
目区概况 5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6防治责任范围及防治分区 7水土流失预测 8防治目标及防治
措施 9水土保持监测 10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11实施保障措施 12结论与建议 13附件、附闭、附表 第十六
章小型农田水剥工程 第一节农田水利建设主要内容 第二节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方案编制 1综述 2项目区
基本情况及建设必要性 3项目区水量供需平衡及水质分析 4建设任务及工程设计 5施工组织设计 6工程
管理 7投资预算及资金筹措 8效益分析和经济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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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不要选择在夏季主风向的向风面的凹岸处，因为在这些位置有大量的浮游生物集聚
并死亡，沉至湖底后腐烂，从而水质恶化，水的色度增加，且产生臭味。
 为了防止泥沙淤积取水头部，取水构筑物位置应选在靠近大坝附近，或远离支流的汇人口，因为在靠
近大坝附近或湖泊的流出口附近，水深较大，水的浊度也较小，也不易出现泥沙淤积现象。
 取水构筑物应建在稳定的湖岸或库岸处，因为在风浪的冲击和水流的冲刷下，湖岸、库岸常常会遭到
破坏，甚至发生坍塌和滑坡，一般在岸坡坡度较小、岸高不大的基岩或植被完整的湖岸和库岸是比较
稳定的地方。
 2地表水可供水量计算 可供水量是指在不同水平年不同来水情况下，通过各项工程设施，在合理开发
利用情况下，能满足一定水质要求，可供各部门使用的水量。
可供水量强调的是不同水平年和不J司来水概率情况下，可提供满足一定水质要求的可供水量数量。
可供水量是在需水量预测和工程规划的基础上，将工程设计供水能力与来水、用水过程相结合，通过
水量调节计算而确定的供水量，既不是工程的最大供水量，也有别于已经发生的实际供水量。
 不同水平年水源地可供水量的计算需要确定水平年和保证率。
计算方法有长系列和典型年调节计算两种方法，调节计算时段根据水源工程的规模与性质以及建设项
目取水的设计保证率要求确定，对于具有多年调节功能的蓄水工程，一般以月为调节计算时段；而对
于年调节的蓄水工程，计算时段以旬较为常见；而对于调节功能差或无调节功能的水源工程，如河道
上的闸坝或直接从河道取水的建设项目，其调节时段最长只能取旬，最好以日为调节计算时段。
 可供水量分析与计算时需要考虑来水情况、需水要求、水质及工程条件等影响可供水量的因素。
其中来水情况包括河川径流的数量、质量，年内年际变化和地区分布特征等；需水要求包括用户的地
区分布和用水组成，各类用户需水量的时间变化和保证率，尤其是河道内的用水要求对可供水量有直
接影响；水质情况是指因污染严重不能满足用水部门对水质的要求的水量，这部分因水质差而不能利
用的水不作为可供水量；工程条件包括现有和新增地表水工程的调蓄能力和引水能力，工程配套情况
及运行管理方式等。
 2.1 区域可供水量计算方法 一个区域内往往由各种水利工程构成一个或几个供水系统，共同为用户提
供水源。
一般来讲可供水量应包括蓄、引、提、调、回（回归水）等项，各部分可供水量相互制约、相互补充
，比较复杂，可根据不同系统进行相应的分析，但应注意以下原则：先使用小工程的水，再使用大工
程的水；先用自流水，再用蓄水和提水；先用近水后用远水；先用地表水，再用地下水；先用当地水
（包括过境水），再用外流域水；优水优用。
要力求做到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有利于缓解供需矛盾，使水资源得到高效、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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