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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全世界已建成的水库可调节全球1／3以上的河川径流量。
我国是世界上水库数量最多的国家，截至2006年底已建成各类水库8.59万座，总库容达到5974亿m3，
控制着全国1／5以上的河川径流量.这些水库在防洪、城乡供水、灌溉、发电、航运和水产养殖等方面
发挥了巨大作用。
虽然水库建设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其负面影响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深思。
尤其是近10－20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产业化的快速发展，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地区
之间和行业之间争水、生产用水大量挤占生态环境用水等现象日趋严峻，已造成一些较严重的生态环
境问题。
如何在发挥水库防洪、城乡供水、灌溉与发电等功能基础上，通过合理调整水库运行调度方式，更好
地发挥水库的“除害、兴利”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功能，已经引起我国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
关注。
　　众所周知，河流是物质、能量、物种输移的通道，水库大坝阻隔改变了水体流畅的自然通道，导
致了河流形态发生变化，进而引发整条河流上下游与河口的水文特征发生改变。
水库通过人工调节河流径流为人类所利用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河流系统的边界和径流条件。
目前，我国现行的水库调度方式，一方面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用水需求；另一方面也产生一些负面
影响，使河流健康受到损害，引发河流生态环境危机。
因此，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通过科技创新和合理调整水库现
行的调度方式，全面实施流域生态调度，科学调控河川径流、泥沙运移，逐步改善和恢复河流生态系
统功能，确保河流生命健康，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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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吉林省饮马河流域生态调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主要内容包括水资源及其开发利
用形势、社会经济发展及“三生”需水预测、生态调度模型与计算软件系统、生态调度方案与效益分
析、生态调度保障措施与补偿机制等成果，形成了一套流域生态调度理论技术体系，反映了目前我国
流域生态调度方面的前沿研究动态和最新成果。
    本书可供水利（水务）、农业、城建、环境、国土资源、规划设计与科研等部门的科技工作者、规
划管理人员以及大专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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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库是人类为解决水患和蓄水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水利工程，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人工和自然
结合的“人工湖泊”，体现了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智慧。
目前，全世界已建成的水库可调节全球河川总径流量的1／3以上。
我国是世界上水库数量最多的国家，截至2006年底，我国已建成各类水库85874座，总库容达到5974
亿m3，控制着河流20％以上的径流量。
这些水库在防洪、城乡供水、灌溉、发电、航运和水产养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2006年我国水库等蓄水工程为城乡供水1623.8亿m2，占总供水量的34。
5％。
水库承担了防洪和城乡供水、灌溉与发电等重要功能，其运行调度对于发挥水库的“除害和兴利”功
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等具有重要意义。
　　水库大坝建设是人为改变了河流原有的自然演进和变化过程，进而改变了河流生态系统的生态功
能。
筑坝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影响途径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四种情况：通道阻隔、水库淹没、人为径流调节
、水温结构变化。
河流是由水体流动形成的，是物质、能量、物种输移的通道，大坝阻隔改变了水体流畅的自然通道，
导致了河流形态发生变化，进而引发整条河流上下游与河口的水文特征发生改变。
众所周知，不设过鱼设施的大坝对于洄游性鱼类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水库淹没损坏了河流的部分生态
功能；要使河流正常发挥作用，维持自然特征如森林覆盖的河岸，完整无损的漫滩和充足的湿地是至
关重要的。
水库对河流径流进行人工调节，使水资源为人类所用，大规模地改变了江河系统的边界、径流条件。
不过现行水库调度方式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的河流生态环境问题，产生了一
些负面影响，致使河流健康受到损害和威胁，引发河流生态环境危机。
如因库区下游流量减小甚至断流、流速变缓等而导致河流水环境容量减小、主河槽萎缩、依赖于河流
的生态系统严重衰退、生物多样性减少、水环境恶化和水景观遭到破坏等，不仅严重制约了流域的人
水和谐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使人类文明和水文化的延续受到严峻挑战。
深刻认识现行水库调度方式对河流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水库运行中河流健康的要求，是我国面向生
态环境的流域水资源可持续管理及科学开发利用的迫切需求。
“人水和谐”的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处理水库与河流的关系，对水库等
水利工程与河流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重新定位，迫切需要建立水库运行管理的新模式和生态调度
的新方式，实现“河流健康、人水和谐、工程生态调度、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流域生态调度理论与实践>>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