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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地下水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于2007年开始招生，为了满足该专业开设地下水科学概论课程教学需
要，我们编写了《地下水科学概论》教材。
地下水科学概论课程是地下水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教学的第一门专业基础课，通过该课程的教学，可
以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地下水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深刻理解它们的实质，以及灵活运用地下水
科学的基本知识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提高专业技能，为后续专业课程的教学和学生今后开展地下
水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前身是水文地质专业，《地下水科学概论》教材的前身是《水文地质学基础
》及类似教材。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外出版了多个版本的《水文地质学基础》教材或类似的教材，对于水文地
质专业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地下水科学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研究方法、现代技
术的应用等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在编写本教材的过程中，我们力求继承前人教材的经典内容，同时尽可能补充本学科所取得的新成果
。
本教材共分10章。
第1章介绍地下水在地球表层的分布，着重介绍与地下水分布有关的基本概念。
第2章介绍地下水运动的基本定律及相关的基本概念，重点是对达西定律的理解和灵活运用。
第3章介绍地下水参与地球表层水循环的各个环节及相关的概念和原理。
第4章介绍地下水化学成分及其形成作用以及相关表示方法等。
第5章介绍地下水系统的基本概念、分析方法和地下水系统的动态特征及水均衡分析。
第6章、第7章和第8章分别介绍赋存于不同含水介质的地下水——孔隙水、裂隙水和岩溶水的基本特征
。
第9章和第10章分别介绍地下水对于人类活动的有利方面和不利方面。
本教材由周训主持编写，其中绪言、第1章、第2章和第3章由周训编写，第4章由何江涛编写，第5章
第l节和第2节由周训、赵亮编写，第5章第3节由王旭升编写，第6章和第7章由胡伏生编写，第8章由周
训、胡伏生和赵亮编写，第9章和第10章由王旭升编写。
初稿完成后，由周训进行修改、统编和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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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地下水科学系列教材：地下水科学概论》为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教材，共分10章，着重
论述了地下水科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
内容包括地下水在地球表层的分布，地下水运动的基本规律，地下水参与地球表层水循环的补给、径
流和排泄环节，地下水水化学基本原理，地下水系统及其动态特征和水均衡分析，孔隙水、裂隙水和
岩溶水的基本特点，地下水资源特征及其利用，地下水与地质环境问题等。
　　《高等学校地下水科学系列教材：地下水科学概论》为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业、水文地质与工程
地质专业、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等的教学用书，也可以作为从事相关专业的生产、科研和管理人员
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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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垂直交替带位于洪积扇的扇缘，地形平坦，常与平原河流冲积物或湖积物形成复合平原堆积，
形成具有多层状结构的含水系统。
此带地下水径流滞缓，潜水主要？
肖耗于蒸发，并接受下部承压水顶托补给，故称为垂直交替带。
由于下部含水层可以获得来自较高水位的上游地下水的补给，钻井揭露承压水后，承压水往往能通过
钻井自溢出地表，成为自流井。
在于旱气候条件下，蒸发作用使潜水矿化度增高，可以高达10g／L以上，水化学类型也变为以氯化物
型为主的水，所以垂直交替带又称盐分堆积带。
从剖面上看，上部的潜水是咸水或微咸水，下部承压水是水质良好的淡水，地下水大体上具有“上咸
下淡”的水质变化。
以上3个带的划分仅适合于典型的洪积扇，代表了洪积扇纵向地下水总的变化趋势。
随着具体条件的不同，冲洪积扇地下水的特点会有所不同。
洪积扇的富水性不仅受到上述3个地下水分带的控制，而且还受控于扇体表面洪流沟道的流水作用。
富水地段与洪流沟道的分布一致，大致呈不规则的放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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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下水科学概论》是高等学校地下水科学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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