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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科学概论》一书是将国内外科学家的精华作品按照作者的思维逻辑进行总结、精选而成的、理论
与实践统一的研究系统，本书又是根据科学的继承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创建的水科学研究框架体系。
本书共六篇，第一篇“水世界导言”：水科学蕴藏在天、地、生自然科学之中，世界事物都与水有关
系。
本章以水的成分与H、D同位素，水的空间结构，水的物理化学性质，有机活性及水与生命起源等为
主要论述内容。
把国内外水科学发展和水科学理论研究框架体系的创建为核心内容。
第二篇“水循环与平衡”：本章阐述了太阳辐射是水循环形成的能源和源头，在太阳辐射能的驱动下
，水分形成日循环、年循环、气候循环、地质循环，并详细阐明了水循环的物理过程，建立了各层圈
水分输送数学模型，使水循环研究从定性发展到定量的物质和能量循环研究，并创建天、地、生水循
环研究广义的视角，建立了水科学理论基础。
第三篇“水资源与均衡”：重点阐述了水资源与水循环的关系，即水资源再生原理、全球水资源分布
、国内外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水资源评价与管理，建立了“凝结水”资源、“虚拟水”、“绿水”
、“蓝水”几个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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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水家族成员(H2O与H、O同位素)为研究中心内容，以三态水为研究对象，以水循环为理论基
础，创立了水科学研究的框架体系，全书共分为六篇四十八章，主要内容有：    (1)“水世界导言”：
主要论述水的物理及化学性质，水与生命的形成，国内外水科学发展现状以及“水科学”问世的理论
依据与科学意义。
    (2)“水循环与平衡”：主要论述太阳辐射在水循环中的能量转换及水分转换的物理过程基础上，建
立水分日循环、年循环、气候循环、地质循环模式。
    (3)“水资源与均衡”：主要论述水循环与水资源再生理论联系、水资源特征、水资源开发利用以及
水资源均衡评价与水资源科学管理。
    (4)“水环境与水生态”：主要论述水环境与水生态的涵义；对水的全球储存环境：即大气水环境，
水圈与生态，土壤圈水环境及生态，生物圈水环境与生态，水的形成、分布，生物水分的生态运动及
生态平衡等进行综合评述。
    (5)“水生命与人体健康”：重点论述生命起源与水，生命元素与演化历史，人身血液循环与新陈代
谢，体内水分均衡与人体健康，饮水健康等。
    (6)“水安全与战略技术”：简述治水经典著作及在常规治水方略的基础上，创建水安全战略思维体
系和内容：①干旱区凝结水开发利用；②抽咸补淡减灾增源；③生物基因节水；④台风雨减灾增源；
⑤大气水北调等新战略方案的理论依据、技术攻关途径。
    本书适于从事水科学研究，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生产人员参考使用及作为研究生参考教材或供
高级水管理人员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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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构建当代水文地质学的理论方法体系水文地质学原有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已经难以满足要
求，因此，对传统水文地质学进行去芜存精的扬弃，建立当代水文地质学的概念、理论与方法体系，
是当务之急。
其中最重要的，是将系统分析、系统动力学和系统工程方法全面引入水文地质学，围绕当代水文地质
学的研究目标——构建人和自然协调的、可持续的水资源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建立新的概念、理
论与方法体系。
地下水流动系统理论，以地下水流网为载体，将渗流场、化学场与温度场统一于一个有序的时空结构
之中；它赋予水文地质学以有机整体的理论框架，揭示了原本似乎互不相干的不同部分与不同方面的
内在联系，从而有助于人们把握地下水各部分及其与环境之间联系的完整图景。
正如T0th所指出的，由于地下水流动存在系统有级次的空间分布，以及地下水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
在流动过程中，地下水与环境发生化学的（如溶解、沉淀、水化、氧化－还原、脱硫酸等）、物理的
（如孔隙水压力改变、岩土摩擦力降低等）及动力的（如水分、盐分与热量的输送等）相互作用；地
下水的温度、矿化度、化学类型等呈现有规律的空间分布，地表则有规律地出现一系列与地下水有关
的现象（如泉、湿地、水土流失、滑坡等）。
因此，在地下水流动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功能齐全、界面友好、能够刻画大区域的
耦合地下水系统、水文系统、地质环境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分析工具，十分必要。
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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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科学概论》适于从事水科学研究，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生产人员参考使用及作为研究生参考
教材或供高级水管理人员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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