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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机电排灌是利用能源、借助于泵站，将水由低处提到高处的现代水利设施。
目前，我国机电排灌装机总容量近8000万kW，泵站50余万座，提灌面积4．98亿亩，约占全国有效灌
溉面积的60％；提排面积1．89亿亩，约占全国除涝面积（达5年一遇除涝标准）的70％。
我国的机电排灌占有中国农田灌排的"半壁江山"。
在一些河网密集或缺水地区，基本上形成了以大型泵站为骨干、中型泵站为主体、小型泵站为补充的
灌排网络体系。
这些提水设施在防洪、除涝和抗旱，减少灾害损失，保证粮食安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保护城
乡建设以及解决一些地区工业生产、城乡生活用水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的机电排灌设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发展起来的，这些年来的建设成就凝聚着老一辈
水利人的心血。
本书整编的论文是作者从事水利工作40年的实践经验总结和工程技术理论思考，是把系统工程的思想
运用于防洪、排涝等治水工程实践的成果结晶。
文章涉及泵站、堤防、水库、防洪除险、水利工程经济、水利哲学等多个领域，反映了他的视野广阔
、思维敏捷、理论功底扎实。
在本书中，骆工有许多深切体悟，包括对洞庭湖地区机电排灌的深刻认识和经验总结，对洪水造成家
园毁损和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对现代治水理念的历史性反思等，这些无不感动关心我国机电排灌事
业发展的每一位热心读者和仁人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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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系统工程是一门对治水实践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学科。
本书是由作者在治水工作中学习应用和普及推广系统工程所撰写的部分论文归类整合而成。
全书共分五篇。
主要内容为治水宏观谋划的系统思考，机电排灌节能途径的系统研究，农用泵站工程老化更新改造系
统对策，防汛抗洪抢险技术进步的系统研发及水利工程综合管理的系统寻优等。
    本书可供水利行业管理层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相关高等院校的师生参考阅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系统工程治水实践>>

书籍目录

序序二序三前言第一篇  治水宏观谋划的系统思考  概述  一  学习应用系统工程加速治水技术进步  二  
系统工程是培养人才的重要课程  三  浅谈人水关系与和谐  四  防汛抢险技术评述  五  防汛抢险技术现
代化思路  六  总结经验开拓未来  七  用系统观点展望21世纪泵站工程  八  学习“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
方法论”的体会第二篇  机电排灌节能途径的系统研究  概述  一  机电排灌“最小功”寻优思路与方法  
二  排涝泵站节能途径分析  三  半调节式轴流泵叶片安放角节能优化研究  四  新河泵站系统节能优化调
度  五  洞庭湖区大泵站同步电机调相技术经济分析  六  拓宽水轮泵概念发挥节能优势第三篇  农用泵站
工程老化更新改造系统对策  概述  一  泵站工程老化评估研究  二  农用泵站水泵选型依据、途径与方法 
三  泵站老化发展趋势分析和预测  四  模糊综合评判在泵站老化评估中的应用  五  权重系数的确定方法 
六  全国大型泵站老化调研评估  七  机电排灌工程更新改造经济评价方法  八  泵站工程可靠性分析  九  
排涝泵站高洪水位运行对策  十  排涝泵站更新改造的设计参数和建设标准  十一  溃垸时泵站应急减灾
对策  十二  冉谈溃垸泵站应急减灾对策第四篇  防汛抗洪抢险技木进步的系统研发  概述  一  防汛抢险
技术进步的思考  二  加强堤防在汛中除险加固技术的研究  三  堤防抗洪抢险系统分析  四  堤防险情严
重程度划分与识别方法  五  专家系统在堤防抗洪抢险中的应用  六  塑料编织布用于堤坝抢险使用技术  
七  框式布盖设计与试验  八  1998年大水安造垸溃决抢堵的反思第五篇  水剥工程综合管理的系统寻优
及其他  概述  一  农田排灌系统适时适量控制研究  二  灌溉为主的中小型水库调度运行寻优模型构思  
三  水利工程经营管理与考核指标评述  四  机电排灌站八项技术经济指标探研  五  治理病险水库工程经
济评价方法  六  亲历目睹兴衰有因整合组编原文名称出处一览表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系统工程治水实践>>

章节摘录

　　第一篇　治水宏观谋划的系统思考　　一　学习应用系统工程　加速治水技术进步　　1　学习
应用，有待加深　　在20世纪中期新崛起的系统工程是一门具有高度综合功能和特点的横向科学技术
。
虽然它目前仍处在发展成熟中，但它已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思维领域中崭露头角，显示出极强
的生命力，在广泛应用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威力。
因而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都纷纷学习研究它，推广应用它；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水利水电行业也不例外。
为了普及推广系统工程，不仅所有高等院校都开设了系统工程这门课程，而且在各级学术组织中还专
门成立了许多有关系统工程的学会或学组。
中国水利学会规划专业委员会、水利经济研究会和施工专业委员会均设有系统工程学组，撰写了大量
文章，开展了不少应用研究课题，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
可是由于它毕竟是一门新鲜学科，我们对它的认识和了解还有待进一步学习与理解，应用范围还有待
进一步扩大与延伸。
　　1.1　系统工程是一门通用科学技术　　1998年长江流域和松花江、嫩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令
世人关注，引起各界科技工作者的思考。
由此向水利行业的科技人员提出一个现实而又十分迫切的问题，“如何治理水患？
如何做好抗洪抢险？
”对于这样一个跨越时空范围很大，影响因素众多，情况极为复杂多变，制约条件也很多的防治水害
的庞大系统，几乎所有专家一致喊出要采用系统工程这门新的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制定出对全局最优
的治水抗灾决策方案。
在这场热烈的讨论中，除了许多正面的阐述外，也听到一些对系统工程表达不够准确的声音，如治水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防洪减灾是一项系统工程等。
近10余年来，这种不妥表达屡见报端，这既反映了人们对系统工程有所了解，很感兴趣，知晓系统工
程这门新学科是研究解决复杂巨大难题的一门科学技术，但同时也反映对系统工程的学习应用与宣传
普及工作尚有待加强加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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