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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资源是国家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是21世纪全球最关注的热点问题。
据2009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到2015年，全球将有近一半的人得不到
安全的饮用水。
水危机成为未来10年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
到那时，全球也将有一半的人生活在水贫困中。
环境变化和水问题是全球面临的两大难题。
由于人口压力和自然地理条件限制，我国水资源压力巨大，形势极其严峻！
从国家需求看，核心是如何支撑未来关键50年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水资源安全保障问题。
而面临的挑战是在如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核心理念下，破解我国水资源问题。
水的科学基础与应用研究及学术交流，十分重要。
水论坛是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为了多学科研讨和解决中国面临的严峻水问题，“中国水论坛”最早于2003年由武汉大学、中国科学
院等单位发起，以后由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等机构主办。
在国内众多专家的支持和努力下，中国水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分别由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地
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西安理工大学、郑州大学、河海大学、四川大学承办。
目前，中国水论坛有自己的“会徽”、“会旗”、网站，形成延续、统一的论文集封面和排版格式，
为我国水问题学术研讨、不同观点的学术交流与复杂水问题的切磋，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第七届中国水论坛于2009年9月19～20日在北京召开。
由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陆地水循环及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等单位承
办。
论坛以“水系统与水资源管理”为主题，从多学科交叉、多学科视野，研讨水与气候、水与生态、水
与社会、水与经济以及水系统综合研究方法和水资源管理应用实践。
国内一批知名院士、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参加了论坛和学术交流，人数近400人，是规模空前的一次中国
水论坛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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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第七届中国水论坛论文集，全书共分为七个部分，即前沿和综合、水与气候、水与环境、水与
生态、水与社会、水资源与水系统管理以及新方法新技术。
本书汇集了90多位水资源等领域专家对水相关问题的探讨和认识，为中国水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方
法、思路和措施，对制定国家水资源、水环境开发利用的宏观战略与水安全对策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
　　本书适合水文水资源、环境与生态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科研工程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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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河道生态需水量的计算方法国外在生态需水量的研究历程中，逐渐形成各种计算河道生态需
水量的方法。
常用的方法大致可分为四类：水文学法、水力学法、栖息地法和整体分析法。
此外，国内在对河道生态需水的研究也提出了不同于国外的方法，其中主要有环境功能设定法和水质
目标约束法两种。
3.1国外常用方法水文学法又称作标准设定法或历史流量法，是在自然状态河流多年水文数据的基础上
（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要进行还原计算），根据简单的水文指标（占平均流量的百分比或天然流量
频率曲线上的保证率）来对河流生态需水量进行设定。
典型方法有Tennant法、7Q10法（枯水频率法）、流量历时曲线法、Texas法等。
水文学法认为在长期的进化发展中，河流中的生物已经适应了某一流量，所以该流量可以满足现有生
物的要求。
水文学法适用于对河流生态需水量的初步确定或快速评价，更加准确的流量标准还需要结合当地河流
的实际情况予以调整。
水力学法主要从保护河流水生生物栖息地出发，建立流量与河道水力参数（如宽度、深度、流速和湿
周等）之间的关系，并依据这些水力学参数来确定河流生态需水量。
所需水力参数可以实测获得，也可采用曼宁公式计算获得，代表方法有湿周法、R2CROSS法等。
与水文学法相比，水力学法包含了更多更为具体的河流信息，可为其他方法提供水力学依据。
栖息地法又可称之为生境模拟法。
栖息地法是将生物群偏爱的栖息地特征与河流水力特性关联起来，估计在不同流量条件下生物栖息地
的面积。
该法是对水力学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将生物因素考虑进来，是一种基于生物学原则的定量方法。
该种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将生物资料与河流流量研究相结合，使其更具有说服力。
代表方法包括IFIM法（河道内流量增加法）、（CASMIR法，其中IFIM法应用最为广泛。
整体分析法是从研究区生态环境整体出发，强调河流是一个综合生态系统。
该法建立在尽量维持河流水生态系统原始功能的原则上，相应地整个生态系统的水需求量，包括发源
地、河道、河岸地带、洪积平原、地下水、沼泽和河口都需要计算。
典型方法是南非的BBM法。
在整体分析法中，河流的天然特征用逐月流量来描述。
确定河道内流量的过程通常由从水生态到水利工程师的多学科的专家组来完成。
河道内流量的重要成分包括枯季流量、泛滥流量和中小洪水，不能被管理的大洪水一般被忽略。
整体分析法克服了栖息地法针对一两种生物的缺点，强调河流是一个综合生态系统，从生态系统整体
出发，根据专家意见综合研究流量、泥沙运输、河床形状与河岸带群落之间的关系，使推荐的河道流
量能够同时满足生物保护、栖息地维持、泥沙沉积、污染控制和景观维护等不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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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系统与水资源可持续管理(中国水论坛No.7)》是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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