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河水环境承载能力研究及应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黄河水环境承载能力研究及应用>>

13位ISBN编号：9787807344025

10位ISBN编号：7807344024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时间：黄河水利出版社

作者：张建军，徐志修，张建中 著

页数：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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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河水环境承载能力研究及应用>>

前言

　　水资源的永续利用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水资源的永续利用不但需要量的满足，
而且需要质的保护。
水资源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又作为载体，接纳所产生的废污水，其水环境承载能力是有限的
。
随着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实施，黄河水资源量的短缺和水污染加重
造成的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成为制约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黄河流域的水资源形势客观要求在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的同时，应更注重水资源的配置、节约和
保护。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水资源永续利用要求，对黄河入河污染物控制必须在浓度控制基础上，实行入河
污染物总量控制。
　　水资源保护是一个新兴领域，涉及自然、经济、社会学科的多个方面，融汇了水资源管理、水污
染防治、社会经济发展等多个工作面，其理论、技术方法和手段还有待深入探讨和研究。
因此，系统总结有关成果对指导今后水资源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书汇总归纳了黄河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近年来在入河污染物总量控制方面的多项研究成果，
得到了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黄河健康修复关键技术研究”子课题“黄河健康修复目标
及对策研究”和水利部1999年水利科技重点项目“黄河干流重点河段水体功能区划及水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方案研究”等项目的资助。
　　全书共分为5章。
第1章，通过对国内水环境承载能力研究现状调查，详细对比分析了各概念的异同点，提出了与狭义
水环境承栽能力紧密联系的相关概念的层次划分结构，阐述了对指导水资源保护具有直接实际管理意
义的狭义水环境承栽能力即水域纳污能力的概念及内涵，并对其特性和影响因子进行了探讨。
第2章，简要介绍了黄河水功能区概况和水质现状。
第3章，在实现了流域污染物排放控制的有效管理基础上，研究未来黄河可供水量条件下流域主要区
域入河污染物产出和控制水平，提出能够支撑流域宏观层面上合理经济发展规模黄河自净需水量，用
以指导黄河水域纳污能力设计条件的选择。
第4章，以黄河包头、花园口河段为研究对象，筛选确定了入河污染物总量控制因子，考虑区域社会
经济发展承受能力，以保护黄河水资源、实现水资源的永续利用为目标，重点研究黄河水域纳污能力
计算方法、确定条件，以及入河污染物总量控制原则、思路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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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河水环境承载能力研究及应用》基于对河流环境系统的认识，从理论的角度界定黄河水环境
承载能力概念及内涵；以黄河水功能保护目标为约束条件，在充分考虑国家环境保护政策的条件下，
分析论证了黄河水域纳污能力设计条件；以黄河典型河段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黄河水域纳污能力和
入河污染物总量控制方案制定的技术原则与方法，以及黄河水资源保护工作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
提出今后一段时间内黄河水资源保护的研究和工作方向。
《黄河水环境承载能力研究及应用》可供水利部门、环境保护部门的管理者和决策者，从事流域、区
域的水资源、水环境保护，以及生态环境需水的科研人员和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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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水环境承载能力理论探析　　1.1 相关研究进展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后，生产力飞速发
展，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在某些地区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及环境污染已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人们开
始思考一个问题：这种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能够维持多久，什么是健康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由此而出现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
的发展（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及挪威首相希伦特兰（Brundtland））。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人们很自然地提出了环境承载能力的问题，即人们寻求的资源开发程度和污染
水平，不应超过环境承载能力。
各国在自己的发展战略中都作了有法律约束的规定，我国科委发布的《环境保护技术政策》中指出：
区域的开发建设，要进行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综合平衡。
但是环境承载能力在其定义、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仍不是十分明确，具体界定到“水环境”中的水
环境承载力概念也是如此。
　　目前，与水环境承载力相关的定义概念较多，诸如“水环境承载（能）力”、“水域纳污能力”
、“水环境容量”、“水体允许纳污量”等。
但是这些概念在研究范畴、概念内涵、定量化指标、相关计算方法等方面均有所不同。
　　1.1.1 水环境承载能力　　1.1.1.1 环境容量与水环境容量　　为改善水和大气环境质量状况，1968
年日本学者首先提出了环境容量的概念。
自日本环境厅委托卫生工学小组提出《1975年环境及量化调查研究报告》以来，环境容量在日本得到
广泛应用。
以环境容量研究为基础，逐渐形成了日本的环境总量控制制度。
欧美国家的学者较少用环境容量这一术语，而是用同化容量、最大容许纳污量和水体容许排污水平等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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