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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一次系统建立了数字水利的框架体系，全书涵盖理论、技术、应用和案例四篇，分为20章。
第一篇(1～4章)阐述数字水利的基础理论，包括水循环、水问题、信息技术和数字水利章节；第二
篇(5～11章)介绍数字水利的若干关键技术(远程自动监控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数据库
技术、水利数学模拟技术、3S技术、软件开发与系统集成技术)；第三篇(12～17章)选取防汛抗旱指挥
系统、水利电子政务系统、水资源管理系统、水土保持监测管理系统等重点水利业务应用系统进行了
分析总结；第四篇(18～20章)分别针对水利信息化前期工作、软件开发和硬件开发给出了典型案例。

本书可作为高校和科研院所水利信息化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参考教材，也可供水利技
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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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我们人类能利用的淡水资源来自水循环，水循环是淡水资源不断再生的物理基础。
（4）水循环的基本物理路径是：蒸发（蒸腾）、输移、降水、下渗、径流，人类对水循环的物理机
制基本是清楚的。
（5）全球水循环是由无数个大小不同的次级循环耦合而成。
发生在全球海洋和全球陆地之间的大循环具有全球尺度的概念，较大尺度如海洋－大气、陆地－大气
、冰雪－海洋、冰雪－大气，较小尺度如大气－土壤－植被、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等，这些次级
水循环多属于小循环，其总和构成了全球水循环系统。
全球尺度的水循环是一个闭合的系统，而局限于某个区域或次一级的水循环却是开放的。
（6）由于人类活动的加剧，有可能干扰或引起水循环过程的变化。
如汽车尾气和工业废气排放引起全球变暖或导致全球水循环过程的系统性变化。
1．3水循环的复杂性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对于水循环定性的认识，想进一步从定量上把握水循环的运动
规律，我们就会发现水循环的巨大复杂性。
这一复杂性主要来自如下几个方面：（1）太阳在地球辐射的不均匀性。
由于地球的公转和自转，它与太阳的相对位置每时每刻都有不同，再加上全球各地经纬度的不同，决
定了全球各地所接受到的太阳辐射的不同。
太阳辐射是全球水循环的主要驱动力，驱动力的不同决定了全球水循环大小强弱的不同。
（2）地球上广布的空间。
设想一下全球任何一点都有水的蒸发，地球上各种各样植物的蒸腾，全世界各地变化多端的天气，要
想在全球每一地方弄清水循环的各个路径并进行依时间和和空间变化的定量描述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情！
（3）大小水循环的嵌套耦合。
由于水循环的复杂性，我们总是根据研究的需要在某一特定的尺度去研究水循环。
问题的困难在于，我们如何把要研究的某一特定尺度的水循环从全球水循环中分离出来，也就是说我
们要能准确地描述这一分离边界，并在边界上要将与其他尺度水循环的耦合作用定量描述出来（如边
界上的水汽通量），这同样是一件多么具有挑战性的事情！
（4）人类对水循环参与方式的多样性。
人类修建大坝等水利工程改变了原有水循环的径流过程，工业生产向水中输送水循环不曾有的污染物
质，温室气体的排放改变了全球水蒸发的热力学条件。
总之，人类在提升自身福利的同时以各种各样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和扰动水循环。
我们急切地想知道，人类对原有自然水循环扰动究竟有多大？
这一扰动是否会反过来影响人类追求发展与幸福的目标？
要定量估计在各种时空尺度上人类参与水循环过程的影响同样是一件艰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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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水利(套装上下册)》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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