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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水文物理过程研究朝着宏观更宏，微观更微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以土壤一植被一大气连续体为思想内核的水文陆面物理过程的研究，已经进入到植物叶片气孔
、茎干导管和根部细胞的水热传输等微观层次；另一方面宏观层次的水文物理研究，已经扩展到地球
五大圈层之间能量、物质平衡和相互作用的超大尺度，以至全球尺度。
国际水文学界早就认识到水文研究尺度转换的必要性，伊格尔森（Eagleson）在1986年提出了全球尺度
水文学概念；1998年康尔泗教授指出，当今国际水文学科学的前沿问题是水文过程界面和尺度转换问
题，水文学的研究已进人了以水圈为中心来研究大气圈、冰冻圈、岩石圈和生物圈相互作用的阶段。
由此可以看出，水文物理过程研究出现了两个巨大变化：即次流域单元的土壤一植被一大气连续体研
究，与微观尺度的植物细胞水热转换发生联系；而在超流域单元的陆面过程和大气边界层研究与水文
过程研究逐步深入结合，导致了水文物理过程和大气物理过程突破了各自的传统界限与研究领域，并
进一步相互融合。
编者认为，上述变化不仅仅是研究尺度上的简单变化，从具体研究内容来说，把水热物理过程、植物
生理物理过程、大气物理和海洋物理过程引入了水文学研究领域，从理论体系来说，是水文学思想和
方法论的革命。
对于上述成就，我们无论怎样估量他们的价值都不为过，这正是众多水文气象学家所期望的。
本来水文运动与水在大气物理过程中的运动就是水循环的不同阶段，只有把他们加以统一考虑，才能
够深入理解和解释地球上水分耗散（蒸发与腾发）与聚集（降水与产汇流）的运动规律，并进一步把
这些规律彻底的应用于分布式水文物理模型和大气物理模式。
然而让人们感到震惊的是，这些惊人的进步绝大部分并不是水文学家所取得的，而是由农林、土壤物
理、植物生理、海洋物理和大气物理等学科领域的科学家所取得的。
也就是说，某些应当由水文学家完成的工作，已经由其他领域的科学家完成了，现在应当是由水文学
工作者对这些成果，按照水文学理论框架来进行系统的理解和整理的时候了。
所谓物理水文学，就是利用物理学理论和方法解决水文学问题的学说理论，是一种与统计水文学完全
不同的方法。
康尔泗教授认为，气候学的飞速发展除了科技进步的巨大推动之外，更主要的是气候系统研究领域的
突破。
长期以来，在气候学研究中人们就气候系统本身来理解气候系统，近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这样根本无
法完整地理解气候系统的变化规律，而跳出气候系统，即从五大圈层的相互作用来研究气候系统，则
使气候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由此我们得到启示，只有跳出水圈来看水文循环过程，才能从根本上突破就水圈来研究水文运动的局
限，也才能够摆脱长期以来水文学实践多学说少的尴尬地位。
也就是说，要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以来被动的从其他学科吸收和借鉴理论成果的局面，必须主动向其他
相关领域扩展其研究范畴，从更高的理论层次来主动把握和促进水文学的发展。
这就是我们编写《物理水文学》的出发点和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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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利用数学原理解决水文问题的各种研究方法的综合集成，从水文过程的基本统计特征出发，以
概率统计数学原理为基础，把近年来在水文分析、预测中大量应用的灰色理论、模糊数学、神经网络
、小波变换、分形和混沌理论等数学方法统一纳入《统计水文学》体系之中。
在结构安排上，考虑到水文学统计理论发展中人们对水文过程的把握和理解程度的逐步深化过程，基
本以水文统计理论发展的先后顺序为主编排。
在基本数学原理介绍的基础上，大量介绍当前科研活动中经常出现的经典应用实例。
 　    本书可供具有本科数学基础的水文、气象、地震、农业、经济等学科涉及时间序列预测的科研工
作者和业务人员参考使用，也可作为上述专业研究生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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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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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理水文学:水循环物理过程》可供具有本科数学基础的水文、气象、地震、农业、经济等学科涉及
时间序列预测的科研工作者和业务人员参考使用，也可作为上述专业研究生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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