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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区域年径流系列的统计参数均值、Cv值和Cs／Cv值。 2）相应于不同保证率的
设计年径流量。 （2）年径流的年内分配特征。 1）多年平均最大4个月占全年径流的百分率。 2）各
种典型年（多年平均、不同保证率）径流量月分配过程统计表。 （3）年径流的空间分布。当设计区
域范围较大时，应绘制多年平均径流深R、变差系数Cv等值线图和Cs／Cv分区图。亦可制作各分区年
径流特征值表。 （四）区域地表水资源计算成果的合理性审查 （1）特征值在地区分布上应有一定规
律性，上下游、干支流应取得平衡。对个别突出点应进行检查，找出原因，进行修正。 （2）各分区
的平均径流深应与等值线图量算结果接近，要求误差在±5％之内。 （3）各分区应与上下游、控制站
进行平衡分析，如出现负值，偏大偏小，应检查原因（还原计算、测验精度、河道渗漏、蒸发影响等
）。当误差在±3％的范围内，对各分区水资源量可不进行平差。 第四节地下水资源量评价 一、地下
水资源分类 进行地下水资源分类，既要考虑地下水本身的特性，又要考虑供水的要求。国内外学者为
了研究地下水资源形成的基本规律和它的利用价值，对地下水资源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提出了各种
分类的方案。 （一）普洛特尼柯夫分类法 20世纪40年代前苏联学者普洛特尼柯夫提出的地下水储量概
念，把地下水储量分为静储量、动储量、调节储量和开采储量四大储量。普洛特尼柯夫分类法又称为
普氏分类法、大储量分类法。 1.静储量 静储量是指天然条件下储存于潜水最低水位以下含水层中的重
力水体积。 2.动储量 动储量是指单位时间内通过垂直于地下水流向的含水层过水断面的地下水量。 3.
调节储量 调节储量是指天然状态下（或多年）最高与最低水位之间潜水含水层中重力水的体积。 以
上三种储量代表天然状态下存在于含水层中的地下水储量，统称为天然储量。 4.开采储量 开采储量是
指在不发生水量显著减少和水质恶化的条件下，用一定的取水设备从含水层中汲取的水量。确定开采
储量最为重要，但比较复杂，因此没有固定的计算公式。 这种分类反映了地下水量在天然状态下一定
的客观规律，在我国20世纪50～60年代的地下水资源评价中曾被广泛应用。但是，该分类方法没有明
确各储量间的相互转化关系及它们在开采资源中所起的作用，在调节储量中，也没有详细分析降雨入
渗和蒸发对地下水位变幅的影响，所以对地下水资源评价的质量不高，提不出可靠的开采数据，需要
改进。 （二）以水均衡为基础的分类法 我国地下水资源分类方案很多，这里从水文循环的观点出发
，以水均衡为基础，可将地下水资源分为补给量、储存量和排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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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资源评价与管理》可作为高等院校水文水资源、水利水电类专业的教材使用，也可供相关专业的
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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