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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维持流域水循环系统的健康，是水资源可再生与可持续利用的前提。
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对流域水循环系统的影响不断增强。
土地利用的变化、工业与城市发展、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等，已将流域水循环从原来的“自然”模式
占主导逐渐转变为“自然一人工”（或“自然一社会”）二元耦合模式，特别是在平原和城市等高强
度人类活动地区更为突出。
自然水循环过程由降水、植被冠层截流、蒸发蒸腾、洼地截流、入渗、地表径流、壤中径流、地下径
流和河道汇流等构成，其驱动力是太阳辐射、重力和风力等自然驱动力。
而“自然一社会”二元水循环不但包括上述自然水循环过程，同时包括社会水循环（或称人工侧支水
循环）过程，如蓄水、取水、输水、配水、用水、耗水和排水等；其驱动力既包括自然驱动力，又包
括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等社会驱动力，其具体表现形式是机械力、电力和人工热等。
在我国北方的水资源紧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地区，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对流域水循环系统造成了
破坏，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河道生态系统受损，地下水超采导致地面沉陷等地质环境问题，各类污
染物和污水排放量的增加导致的地表水体与地下水体污染等，而这些问题反过来又制约经济社会的进
一步发展。
同时，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监控体系基础薄弱、用耗水信息统计精度较低、管理体制不协调等问
题，目前流域水资源利用效率还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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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渭河流域存在的水资源突出问题，以及黄河水资源管理中支流调度比较薄弱的现状，介绍了
基于“自然－人工”二元水循环模式的渭河流域水循环模拟与水资源调度研究成果。
全书共九章。
第一章综述了流域水循环模拟与水资源调度研究进展；第二至八章分别介绍了渭河流域概况及其存在
的主要水问题、渭河流域水循环演变特征分析、渭河流域用耗水评价及监测体系研究、渭河流域水循
环模拟与演变机制、基于二元水循环机制的水资源优化调度理论与方法、渭河流域水资源调度模型系
统开发以及系统应用；第九章对本项研究进行了总结。
　　本书可供从事流域水资源管理的技术人员以及资源环境等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大学教师和研究
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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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SHE模型是第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分布式水文物理模型，由英国、法国和丹麦的科学家联合研制
（Abbott等，1986年），该模型考虑了蒸散发、植物截留、坡面和河网汇流、土壤非饱和流及饱和流
、融雪径流、地表和地下水交换等水文过程，模型参数都有一定的物理意义，可以通过观测或资料分
析得出。
20世纪90年代初期，法国SOGREAH咨询公司和丹麦水力学研究所在SHE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研制
了MIKE SHE模型。
该模型是综合性的、确定性的、具有物理意义的分布式水文模型，主要包括水流运动、溶质的对流和
扩散、地球化学和生物反应、作物生长和根系氮的运移、土壤侵蚀和灌溉等模块。
该模型广泛应用于水文、环境、生态、气象等各个领域，在世界各地不同气候和水文条件下，模型得
到了验证，典型应用范围包括流域规划、土壤和水资源管理、灌溉和排水、水污染、土地利用变化的
影响、气候变化的影响和生态评价等。
我国学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流域自然水循环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
赵人俊（1984年）提出了湿润地区以蓄满产流为主，干旱地区以超渗产流为主的理论，建立了有国际
影响的新安江模型。
芮孝芳（1996年）分析了不同径流成分的形成机制，认为任何一种径流成分都是在两种透水性不同的
介质界面上产生的，而且上层介质的透水性必须大于下层介质的透水性，不同径流成分的产流机制可
以用界面产流规律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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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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