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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是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进入20世纪以来，在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人类开始大规模兴修水利工
程，开发和利用水资源。
地下水资源由于其分布广、水质好、供水保证程度高等特点而得到越来越多的开发利用。
20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大规模区域性开发利用地下水，90年代进行全面开发，特别是北方缺水地区
，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高。
如海河流域和辽河流域地下水供水量分别占总供水量的65％和55％以上。
2008年，全国地下水供水量达1084.8亿m3，占全国年总供水量的18.3％，地下水年供水量超过100亿m3
的有河北、河南、黑龙江、山东等4省。
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水资源供需矛盾，特别是在提供应急水源保障以及干旱地区供
水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支撑并促进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同时，由于大规模地集中开采地下水资源使得局部地区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引发了地面沉降、海（成
）水入侵、湖泊湿地萎缩、泉水干涸以及荒漠化加剧等一系列水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影响和制约了
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地下水监测是了解和掌握地下水动态变化的重要手段。
我国的地下水监测和相关技术研究是伴随着地下水开发利用逐步发展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
前已建成一定规模的地下水监测站网，积累了大量地下水动态监测资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监测队伍
和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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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系统整理目前国内外常用的地下水动态预测方法，对各类方法的基本原理、应用步骤、适用
条件及其局限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结合作者多年来的应用实践，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代
表性应用实例，使读者对各类方法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本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用性，可供从事地下水监测、评价、分析的工程技术人员使用，也可供
水资源科研与管理人员和有关高校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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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监测与信息传输技术手段落后，时效性差。
目前绝大多数地下水监测站以人工方式监测为主，其信息报送主要靠电话、信件等方式，监测频次低
，时效性差，难以满足实时水资源动态管理要求。
　　（4）监测内容较为单一。
长期以来地下水监测的主要内容是以地下水水位（埋深）为主，对水质、水量等的监测还很有限，仅
在部分地区开展了有关工作，满足不了供水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的需要。
　　（5）监测分析服务能力弱。
地下水监测数据管理和分析服务能力薄弱，地下水数据库和信息系统的开发、模型模拟预测、分析服
务与决策支持等信息系统建设滞后，还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1.3.4.2地下水监测发展需求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据统计，按现有的用水增长速度，到2030年我国工业用水量将比现状增加1300亿m3，生活用水也将增
加一倍以上，地下水作为水资源的组成部分，将日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国地下水的开发利用比较粗放，迫切需要提高作为水资源管理重要基础的地下水监测自动化能
力建设与服务水平。
通过规范地下水资源的监测与管理，优化调整站网布局，建立为迅速掌握区域地下水动态特征、反映
区域地下水开发利用程度的基本监测站网。
为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地下水超采区、地下水水源地、地下水严重污染区和发生生态环境灾
害等区域加密监测，提高地下水实时监控能力。
同时，地表水与地下水作为密不可分的统一系统，需进一步加强对地表水与地下水的统一监测，以及
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量与水质的统一管理。
　　为此，水利部和国土资源部本着服务社会、优化配置、避免重复、信息共享的原则共同组织编写
完成了《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项目建议书》，规划通过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建设，建立一个满足于国
家基本需求的地下水监测网络，形成一个集地下水信息采集、传输、处理、分析及信息服务为一体的
现代化系统，提升我国地下水监测信息系统的现代化水平，实现对全国地下水动态的有效监控以及对
特殊类型区域的实时监控，为各级主管部门、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提供及时、准确的地下水动态信息
；为合理利用、有效保护、科学管理水资源以及科学防治地质灾害、有效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优质服务
；为国家的粮食安全、人民的健康、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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