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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水循环为纲，阐明了水循环各要素和各种水体水文现象的物理机制、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
主要内容有：水文学基础知识；水循环及水量平衡的基本理论与计算方法；陆地表面水、海洋及地下
水诸水体水循环具体过程的分析；人类活动对水环境的影响。
全书力图体现地理水文学的方向，反映水文科学的新观点和新成就，体系新颖，内容丰富，既适合师
范院校地理系作教材，也可作为综合大学地理系、工科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及水文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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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  论  一、水文学的研究对象  二、水文学发展简介  三、水文学的体系  四、水文学的地理研究方向—
—地理水文学  五、水文现象的主要特点  六、水文学的研究方法  七、水文学课程性质及教学目的要求
第一章  地球上水的性质与分布  第一节  地球上水的物理性质　  一、水的形态及其转化　  二、水的热
学性质　  三、水温  　  四、水的密度　  五、水色与透明度　第二节  地球上水的化学性质　  一、天
然水的化学成分　  二、天然水的矿化过程　  三、天然水的分类　  四、水体的化学性质　第三节  地
球上水的分布与水资源　  一、地球上水的分布　  二、水资源涵义与特性　  三、世界水资源　  四、
我国水资源第二章  地球上的水循环　第一节  水循环概述　  一、水循环基本过程　  二、水循环的类
型与层次结构  　  三、水体的更替周期　  四、水循环的作用与效应  　第二节  水量平衡　  一、水量
平衡概述　  二、通用水量平衡方程　  三、全球水量平衡方程　第三节  蒸发　  一、蒸发的物理机制  
　  二、影响蒸发的因素  　  三、蒸发量的计算　第四节  水汽扩散与输送    一、水汽扩散      二、水汽
输送  　第五节  降水    一、降水要素      二、面降水的计算    三、影响降水的因素      四、可能最大降水
　第六节  下渗　  一、下渗的物理过程广　  二、下渗理论与下渗经验公式　  三、影响下渗的因素  　
第七节  径流    一、径流的涵义及其表示方法      二、径流的形成过程    三、影响径流的因素  第三章  陆
地表面水的组成与运动　第一节  陆地表面水的组成与结构　  一、陆地表面水的组成　  二、陆地表面
水的结构  　第二节  流域产流与汇流　  一、流域产流理论　  二、流域汇流分析　  三、流域产、汇流
计算与模型简介  　第三节  河流的水情    一、水情要素    二、年径流的有关概念    三、正常年径流量的
计算    四、径流的年际变化    五、径流的年内变化    六、洪水与枯水　　⋯⋯第四章　海洋的结构与
海水的运动第五章　地下水的结构与运动第六章　人类活动对水环境的影响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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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文学是研究地球上水的性质、分布、循环、运动变化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人类社会之间相互
关系的科学。
地球表层的水，经过约35亿年的积聚和演变，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水圈。
水圈中的水广泛渗透于地球表面的岩石圈和大气圈，积极参与地表的各种物理、化学过程，不仅改变
了岩石圈的面貌，也使大气圈的大气现象变得复杂多样，而且导致生物圈的出现，从而水又积极参与
地表的生物过程。
水对地理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形成与演化具有重大的影响。
　　水是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最宝贵的自然资源。
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将来，水始终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水文科学在认识自然、
改造世界的斗争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广阔的前途。
　　自然界的水总是以一定的水体形态存在的，如江河、湖泊、海洋、地下水等，这些水体就成为水
文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由于各种水体均通过蒸发、水汽输送、降水、地面和地下径流等水文要素的紧密联系，相互转化、不
断更新，并渗透到地球的各个自然圈层，形成一个庞大的水循环动态系统，故水循环的研究是水文学
的核心内容。
随着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规模日益扩大，人类活动对水环境的影响明显增强，大规模的人类活动干扰了
自然界的水循环过程，改变着各个水体的性质，因此，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人类活动对水环境的反馈
效应的研究，也已成为现代水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水文学发展简介人类在争取生存和改善生活的实践中，特别是在与水旱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对
经常遇到的各种水文现象进行探索，在不断认识和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吸取了其他基础学科的新思想
、新方法，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由定性到定量、由经验到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水
文科学。
　　自远古至约14世纪末，为水文现象定性描述阶段。
本阶段特点是：开始了原始观测，水文现象的定性描述及经验积累。
世界上最早的水位观测出现在中国和埃及。
公元前约22世纪，大禹治水已&ldquo;随山刊木&rdquo;（即立木于河中）以观测水位，以后都江堰
的&ldquo;石人&rdquo;，隋代的石刻水则，宋代的水碑，明代的&ldquo;乘沙量水器&rdquo;等相继出现
，表明古代水文观测不断进步，《吕氏春秋》、《水经注》等古代著作中，系统记载了我国各大河流
的源流、水情，并记载着水文循环的初步概念及其他水文知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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