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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家远收集相关资料编写《中国水利水电工程》，是为了使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学生了解中
国水利工程建设的悠久历史和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本书的编写，按流域或地区分章，淮河、海河、黄河、珠江等四大水系治理分别各编一章，长江防洪
与河道整治和长江水能开发利用各编一章。
把已建的水利工程和界河上修建的大型水电工程纳入其中介绍。
河川水电站建设，按地区分章介绍，主要介绍大型水电站和部分中型水电站。
书中简略介绍了水利水电工程相关基础知识和专业术语，以便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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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家远，1936年出生，重庆市人。
1959年大学毕业于原成都工学院水利系河川结构及水电站水工建筑物专业，同年考入原华东水利学院
河川系，攻读水能利用专业研究生，1963年毕业，随即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曾任河川系副主
任。
1980年调入原成都科技大学水利工程系工作，历任付教授、教授。
1987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访问一年，1991年和1993年曾两次赴英国合作研究。
1988年和1993年先后担任水利十木系和水利工程系主任，长期从事水电站教学和非恒定流科研工作，
曾先后承担长江三峡、溪洛渡、二滩、洪家渡、锦屏二级、大桥等水电站和云南颠东、贵州发耳、重
庆万盛等大型火电厂水力过渡过程试验和数学模拟等研究项目40余项，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
曾担任过中国水利学会理事、长江技术经学会理事、四川省水力发电工厂学会副理事长、成都市水利
学会副理事长和四川大学高速水力学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以及水利学报和成都科技大学学报编
委。
1985年与人合作翻译出版了【加】M.H乔德里博士专著《实用水力过渡过程》，1985年主编《四川省
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手册》，1988年参加《能源大辞典》编写以及吴铭汉翻译【苏】B.A基京柯著Ⅸ径流
调节分析计算方法》一书的校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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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3.2 水资源综合利用要求　　为了解决水资源与人类生产、生活不相适应的矛盾，在河流上修建
水利工程，控制洪水，消除或减轻洪水灾害，并通过水库的调节，改变径流的分配，使其服从生产、
生活的需要，以达到除害与兴利的双重目的。
不仅如此，河流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应是不破坏生态环境条件下的多目标综合利用。
河川水资源包括水能资源、航运资源、水产养殖和旅游等。
水资源利用部门对水的要求各不相同，除城市供水和引水灌溉农田需消耗水外，其他用水部门如航运
、水产养殖及旅游，只是要求河道保持一定水量，并不耗水。
水力发电则是利用水作为载体所蕴藏的能量。
兴建水利工程要综合利用，尽量考虑满足各用水部门的用水要求，以获得最大社会经济效益。
　　（1）发电　　水力发电是利用水作为载体所蕴藏的能量，发电本身不消耗水量，只是水库蒸发
要损失部分水量，为维持河道的生态条件也需要一定的水量。
　　（2）灌溉　　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发展农业离不开水。
自古以来，引水灌溉农田都是水资源利用的重要目标，兴修水利水电工程必须满足灌溉用水的需要。
　　（3）供水　　人类生产、生活都离不开水。
对水的需求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关。
随着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城镇用水量日益增加。
城镇供水已成为水资源利用的重要目标。
　　（4）航运　　航运包括船运和筏运（木、竹浮运），是运费低廉的交通运输方式。
通航河道，为使其维持航运必要的水深和宽度，需要一定的流量。
根据航道等级标准及航道条件，由最低通航水深确定航运用水的控制流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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