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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和资源，人们称地球为&ldquo;生物圈1号&rdquo;。
1984年，美国耗资两亿多美元建立的&ldquo;生物圈2号&rdquo;在1994．年宣告失败，充分说明了在现
有条件下，人类还无法模拟可供人类生存的地球生态环境，&ldquo;人类只有一个地球&rdquo;，然
而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环境问题和相关联的资源问题的恶性发展，人类能否在这个星球上继续发展
和生存的问题被尖锐地提出来。
1966年美国人鲍尔丁的&ldquo;宇宙飞船经济理论&rdquo;告诫人们，要想使人类在地球这个茫茫太空
中的小小宇宙飞船上存在下去，就必须使这个&ldquo;飞船&rdquo;上的资源可持续利用，环境可持续
生存。
　　当前人类关注的重大资源和环境问题可归并于10大类：　　1）大气污染问题。
　　2）酸雨问题。
　　3）温室效应与全球气候变化。
　　4）平流圈臭氧层的耗蚀。
　　5）水污染与淡水资源危机。
　　6）土壤资源破坏与生态恶化。
　　7）全球森林危机。
　　8）生物多样性资源的锐减。
　　9）海洋污染和海洋环境保护。
　　10）固体废弃物污染和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越境转移。
　　早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时，狄更斯描写当时的英国写道：&ldquo;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
好的时代，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冬天，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面前什么也没有，我们面前什
么都有。
&rdquo;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当代，如果人类再不警醒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而任其上面提到的10大问
题继续恶化，则人类必将走向困境。
　　自然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必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困扰着地球人类，从目前情况判断，这一
矛盾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水是基本的生命支持物质，又是一种多功能的、不可缺少的资源，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已成为当
今世界最重大的资源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更是未来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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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七章，主要阐述了地下水资源变值系统理论，基于变值系统理论的地下水资源计算实例、预测
预报、联合优化调度，地下水资源开发与管理，以及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开发等。
    本书可供地质、水利水电、环境、市政等领域的科技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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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是世界上开发利用地下水最早的国家之一。
据考古资料证实，早在我国仰韶文化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就有了水井。
由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遗址的挖掘资料可知，距今约5700年前，已经广泛地会凿井取水，凿井的技
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由河北省藁城县台西村发现的商代遗址可知，距今3500多年前，已经使用了结构复杂的木质井盘。
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凿井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在四川自贡一带有凿井深达数百
米的盐井，并有取出地下卤水煮盐的文字记载，可以说这是世界上在岩石中开凿的第一批深井。
管仲在《管子》一书的地员篇中，曾对不同土质、不同地形条件下地下水的埋藏和水质做了系统的论
述，表明在当时对地下水的分布已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
在汉武帝时代（距今约2000多年），修筑的陕西渭北高原上的&ldquo;龙首渠&rdquo;是我国最早利用
井渠结合进行农田灌溉的典型范例，据记载，井深可达130多米。
可见生息在黄河流域的劳动人民，早已有效地开发利用了地下水作为生活和灌溉用水，并且还对地下
水进行了论述。
驰名中外的新疆&ldquo;坎儿井&rdquo;的构筑利用[4]，表明我国劳动人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直至今
日仍不失为开发利用地下水的有效措施之一。
　　1949年以前，我国只有局部地区开发利用地下水，而且大多数是广大农村，利用浅井解决人畜用
水，开采量非常有限。
中国大规模地开发利用地下水是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后。
据1961年统计，华北地区的冀、鲁、豫三省各类井灌类水井达11万眼；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主
要有北京、西安、包头、保定、上海等少数大中城市开采地下水，作为城市供水水源；20世纪60年代
初期至70年代，北方气候连续干旱，为满足农业灌溉的需求，普遍开展了大规模抗旱打井运动，黄淮
海平原等地区地下水开采量急剧增加；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和工业基地建设的迅速发展，北
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一些大中城市大力开发地下水作为供水水源；近年来，由于地表水污染的加重，
南方的部分城镇居民生活饮用水源，也由利用地表水源转为开采地下水源。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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