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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较系统地总结论述了城市雨水利用技术与管理。
突出城市雨水利用系统工程原理和科学理念，在重点介绍城市雨水利用技术体系的同时也强调对城市
雨水利用工程管理的重要性。
雨水利用技术体系的内容主要包括：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决策、城市雨水水质特征、雨水收集与截污措
施、雨水调蓄、雨水处理与净化技术、雨水集蓄利用系统、雨水渗透技术、雨水综合利用系统等。
城市雨水利用工程的管理主要涉及：雨水利用工程项目的评价、技术经济分析、工程验收、运行与维
护管理等。
还介绍了较多的国内外城市雨水利用工程的实例和成功经验。
本书基于作者多年的研究和工程应用，紧密结合我国城市发展和水资源的特点，吸收国外的经验，希
望能促进城市雨水利用事业科学而有序的发展，缓解城市水资源短缺的局面、减少城市洪涝灾害和改
善城市生态环境。
    可供城市规划、给水排水、环境工程、水利工程、园林景观工程等学科领域的管理决策人员、科技
人员、住宅开发者和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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