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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曹寅白、甘泓、汪林等所著的《海河流域水循环多为临界整体调控阈值与模式研究(精)》是973计划项
目“海河流域水循环演变机理与水资源高效利用”第八课题“海河流域水循环多维临界整体调控阈值
与模式”的研究成果，是水利界当今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应重点关注的关于缺水流域的研究命题。
书中系统提出了流域水循环多维调控基础理论体系、调控方法，详细描述了海河流域水循环五维临界
调控模式与阈值标准集、调控措施和方案制定以及相应的总量控制策略和生态环境效应，并对未来生
产实践提出了相应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策建议。
本书在理论、方法、应用三个层面均具有新颖的学术思想和先进的技术方法，其应用推广前景广阔。

《海河流域水循环多为临界整体调控阈值与模式研究(精)》可供水文水资源、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水利经济、资源经济等领域的科技工作者、管理工作者和相关专业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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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1章 绪论1.1 水循环多维调控的基本概念1.1.1 水循环的多维属性天然水循环是自然系统进化的
产物，是气候和生物圈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为生态系统平衡、经济社会系统的发展和环境保护
提供了基础。
在没有人类的时候水循环只有自鮁履带性，即因其物理性质而具有的自然属性，因其化学性质而具有
的环境履带性，因其生命组成物质特性而具有的生态属性。
随着人类的出现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对经济社会具有服务功能 而产生了资源何时何地，水资源又呈
现出明显的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同时包括水循环自身规律以及水循环过程为其他生态平衡提供支撑
和服务的生态属性。
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水循环具有“自然－社会”二元特征，可以将水循环的多维属性描述如下：资源属
性是水资源系统的时空量质、循环特征及可再生勈 社会属性是指水资源通过水量的供用、用、耗、排
融入社会发展过程，与土地、能源等其他资源一样成为调控社会发展的一种关键资源要素；经济属性
是指在水资源作为经济生产要素在其利用过程中商品价值和市场效应；生态属性是指在天然条件下水
资源的生态服务功能；环境属性是与水的化学特性相关的环境系统形成的影响和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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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河流域水循环多维临界整体调控阈值与模式研究》以我国缺水最为严重的海河流域为研究区域，
以流域水循环及其伴生过程综合模拟为基础，以水资源高效利用为核心，展开流域水循环整体多维调
控的基础理论、标准、阈值、模式和方案评价研究，形成缺水流域水资源高效利用的调控定量标准集
和流域关键性控制指标的临界调控阈值的确定方法，以充实现代水循环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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