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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球上的水在水圈、大气圈、岩石圈不断地进行着往复循环，遵循着固有的运动规律。
水是循环性资源，是可再生的资源，但是参加自然水文循环的水量又是极为有限的。
人们的水事活动，即工业、农业、城市的取水、用水和排放，是置于自然水文循环基础上的人为水循
环，也称社会水循环，它是自然水文大循环的支路。
因此，社会水循环的水量和水质与自然水文循环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流域间水资源的随意调动与取用，河川水质的肆意污染，都会严重损害自然水文循环的规律，造成水
环境退化和水资源短缺。
往昔，50年前，100年前甚至更久远，工业和城市不发达，人类用水分散，取水总量少，不足以干扰自
然水文循环的过程。
于是人们漠视水的珍贵，误认为水与阳光、空气一样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但时至今日在高度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人口膨胀的时代，用水量剧增，污水水质恶劣，人们仍然随意
取用，肆意排放，就超出了自然水循环系统所能承受的限度。
于是出现了污染、断流、湿地干涸等现象，使水的自然循环陷入了病态，产生了水危机。
要解决人类社会水危机，社会经济发展必须与水资源、水环境相协调，必须遵守水自然循环的规律。
规范人类社会的水事活动，充分体现水的循环与再生属性，实现社会水系统健康循环，才能支持人类
社会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
这就是人类用水的新理念和循环水务的理论基础。
吴珊博士和吕教授主编的这部《城市水务工程规划和管理》教材，正是在这种崭新的理念指导下，吸
取了给排水工程专业和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经验和成果，完整地论述了城市给排水系统、城市污水
再生循环系统、防洪与雨水利用系统规划和管理的原则、方法和主要内容，给出了清晰、明确的水务
规划与管理理论和方法。
各章之间内在联系紧密，信息丰富。
这是一部水务工程、给排水工程本科教育具有新意的好教材。
将为培养新一代水务工作者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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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城市水务工程规划与管理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全书共分十章。
第一章介绍城市水务工程的概念与发展，城市水务工程规划的基本原则与要求，我国城市水务管理的
具体任务和特点。
第二章详细阐述了城市给水工程规划、城市排水工程和再生水利用规划、城市节水规划及防洪与雨洪
利用规划的原理、依据、具体步骤以及相互关系，对近年城市河湖水系规划出现的新特点也给予介绍
和实例分析。
第三章至第八章以城市水务工程的运行管理为重点，分别对供水工程、排水工程、再生水利用工程以
及城市防洪排涝工程的技术特点，管理要求和手段及实际操作进行论述。
第九章为水资源利用规划与管理，主要包括水资源战略、水资源管理体制和制度以及水资源的权属管
理等内容。
第十章为与水务工程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的分类介绍。
    本书是作为高等学校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和水务工程专业的本科生教材编写的，同时也可作为相关专
业的教学参考书，以及从事相关工作的科技工作者、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技术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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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替代的基本物质。
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谓“逐水而居”就是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类总是选
择聚集在依山傍水、牧草肥美、生态环境条件较好的沃土生活、繁衍，建立家园。
所谓“背井离乡”也显现出“水”在中国人“天人合一”理念中的重要性。
在中国传统意义上，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以“井”为供水来源生活的，水环境等同于家乡，“背井离
乡”表现出在复杂的社会生活环境中对乡土的眷恋情节和对水的强烈认同感。
水也是人类文明兴起与传承发展的基础。
回顾人类的历史，古往今来多少文明的兴衰都与水密切相关，在北半球的两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
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黄河、长江流域以及印度河、恒河流域相继产生了古巴比伦、古埃及、古
代中国和古印度这世界四大文明。
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希腊语：两河之间的地方）孕育了人类有
史以来最早的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又称“两河文明”）。
之后的尼罗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是在两河文明的促进下发展起来的。
希腊人从那里学到了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犹太人从那里学到了神学，并将它传播于世；阿拉伯人从
那里学到了建筑学，并以此教化了整个中世纪的欧洲。
尼罗河流域诞生了以金字塔为象征的古埃及文明，流经森林和草原地带的尼罗河，浸灌了两岸干旱的
土地，也带来了肥沃的黑色土壤，养育了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埃及，“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语）。
恒河，从喜马拉雅山起步，走过一个被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环抱的亚洲半岛，滋润了这一方
土地，也孕育了一片光辉灿烂的文明，成为一个国度的“圣河”，而这个幸运的国度就是世界四大文
明古国之一——印度，印度文明就是在印度河、恒河流域的滋养下发源壮大的。
而对中国来说，你是否注意到炎黄子孙们的心目中，黄河、长江具有多么崇高的地位？
长江、黄河是龙的象征，它们奔腾于崇山峻岭，蜿蜒于平川沃野，它们哺育两岸的儿女——龙的传人
，它们滋养了光辉而灿烂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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