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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水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不可替代的资源，更受到广泛关注，而水环境、水污染、
海咸水入侵、水质恶化、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均与地下水水质密切相关。
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在我国构建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成为我们从事水资源、
环境与生态工作人员的艰巨任务和重要使命，对地下水水质研究的迫切性更加凸显出来。
迄今，在地下水科学研究中，多采用水文地质学方法与水文地球化学方法等传统工作方法。
为了更科学、系统地描述地下水赋存与流动的客观规律，该书作者突破了传统的水文地质研究领域和
研究手段，从大区域人手，用系统学的理论和观点观察事物，结合水文地质条件、水文地球化学和生
态环境，进行多学科交叉，形成了新的独立的理论体系。
作者在传统水文地质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集水文地球化学、化学热力学和化学动力学于一体的多重
耦合模型，从地质构造和水文地质条件、水文地球化学反应一迁移一分异及生态环境条件分区三个层
次逼近真实的自然条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建立水文地质系统，为水资源和生态环境评价研究规划和
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在此基础上，对水文地球化学这门学科进行了拓展，耦合了达西定律与化学反应定律，以离子活度和
饱和指数这类化学指标建立达西定律的表达式，进而根据水化学资料确定水文地质参数，计算地下水
的年龄。
按此技术路线，不仅能拓展水文地球化学的应用空间，增加揭示地下水流真实情况的手段，而且使水
文地球化学理论和水文学基础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下水化学动力学理论体系
。
该书作者结合我国的地质、水文地质及水文地球化学特征和生态环境，依据伯特兰德关于元素对生物
生长的最适营养定律和施罗德对于生物中毒差异原理，以及生态位及其中适宜度、“三基点”理论，
提出水文地质生态环境条件分区——生态环境条件不足带、适宜带和过量带，奠定了不同岩性和不同
构造形成的水文地球化学分带理论基础，为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甩与生态环境的全面建设提供了科学
依据和研究方法。
这对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无疑也提供了理论依据。
理论研究源于实践，用于实践，也在实践中得到检验。
此理论体系形成于实际研究课题，也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完善和得到检验，它应用于山东、河北、山西
、吉林、大庆和准噶尔盆地等地的科研项目，均得到较好的效果。
可见，这个体系集基础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例证于一体，理论严谨，实用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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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突破传统的水文地质研究尺度，以水文地质蓄水构造(单元)实体为对象，建立耦合地质、水文地
质、水文地球化学、生态环境条件综合模型的理论和表达形式；从三个层次逼近实体，将我国划分为
不同等级的水文地质蓄水构造(单元)，利用水文地质资料和水化学指标，定性和半定量地揭示其中含
水层的富(透、导)水性的空间分布规律；研究单元内气－水－岩的相互作用，通过正、反演模拟，提
出一套对水中物质形成的数值模拟理论和方法；利用耦合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与地下水动力学理
论，研究水化学场、水动力场性质，建立地下水化学动力学理论和用化学指标表示的水文地质参数计
算公式，实现水量、水质的预测评价；依据生态位理论、生物对某些元素的最适营养定律和中毒差异
原理，研究单元内环境要素及组合，从元素丰缺与人类健康关系的角度，建立生态环境区划分模型，
为生态环境建设治理提供依据。
全书以逼近“实体”为目标，建立一套研究水文地质、水文地球化学、生态环境的新理论方法体系，
为水文地质学科开辟一个新领域，实践证明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本书可作为水文与环境地质专业研究生和大学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地质、水利、
环境、城建、煤炭、冶金、矿山等相关专业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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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关于地下水化学动力学几个问题的讨论1）地下水化学动力学常数k，的确定方法纯化学意
义的化学动力学常数是随具体条件而改变的，因此确定地质、水文地球化学和环境条件千变万化的地
下水化学动力学常数便更加困难。
据工作实践，确定地下水化学动力学常数的方法有以下两种：（1）在野外采取大量各类岩石的样品
，通过室内做化学动力学试验，求取化学动力学常数（王洪涛等，1986；1988）。
由于地质体系的复杂性，同时受经济条件和时间的限制，不允许采取很多样品做试验，即使做了较多
样品获得几种矿物的化学动力学常数，在实际运用上还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是作为研究岩石的溶蚀过程和作用机制的手段，这种方法则是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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