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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水资源技术与实践》

前言

水文事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公益事业，水文工作在政府决策、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公众
服务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的颁布实施，更是我们水文系统的一
件大事，是中国水文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条例的出台填补了我，国水文立法的空白，确立了水文
工作的法律地位，标志着我国水文事业进入有法可依、规范化管理的崭新阶段，对促进水文事业发展
、规范水文工作、充分发挥水文工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十一五”以来，水文肩负着更艰巨而神圣的使命。新时期我国治水新思路的转变，给水文工作提出了
更高要求，即为解决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水问题提供科学决策依据，为合理开发利用和
管理水资源、防治水旱灾害、保护水环境和生态建设提供全面服务。全国水文水资源科技信息网是连
接全国水文同仁的纽带，为水文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学习交流机会和学术交流平台，增进了会员单位
的沟通与了解。近两年来，全国水文水资源科技信息网华东组各网员单位紧紧围绕新时期经济社会发
展和水利中心工作的需求，积极实践水利部的治水新思路，不断坚定不移地走大水文发展之路，不断
拓宽服务领域，全面提升服务水平，以优质的水文水资源信息支撑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水资源管理与服务工作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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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文水资源技术与实践》是为了更好地总结、交流各网员单位在拓宽服务领域，全面服务经济社会
方面的经验，很多网员单位建议网组长单位(淮委水文局)能就近期水文领域中的工作经验、技术手段
和研究成果等进行交流，而编写成的。全书收论文115篇，涉及水文水资源技术应用、水资源研究、水
文分析、水文监测与管理等方面。这些文章展示了近年来水文水资源科技成果，具有学术价值和实际
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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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 可持续开发水资源的措施4.1 建立和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水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其
形成和运动具有明显的地理特征，它以流域为单元构成一个统一体。随着水文地理和生态学等学科的
不断发展，使人们逐步认识到，以流域为单元对水资源进行综合管理，顺应了水资源的自然运移规律
和经济社会特性，可以使流域水资源的整体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流域水资源管理就是将流域的上、中
、下游，左岸与右岸，干流与支流，水量与水质，地表水和地下水，治理开发与保护等作为一个完整
的系统，将兴利与除害结合起来，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技术和教育等手段，按流域进行水资源的
统一协调管理。流域水资源管理既不允许顾此失彼，更不允许以邻为壑，需要统筹兼顾各地区、各部
门之间的用水需求，保证流域生态系统的优化平衡，全面考虑流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水资源管理的实质，就是要建立一个适应水资源自然流域特征和多功能统一性的管理制度，消除实
际中存在的“多龙管水”现象，使有限的水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发挥最大的综合效益，保障和促进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4.2 通过需求管理、价格体制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需水管理、供水管理、用水
管理是水的供需问题中三个不同的环节，它们相辅相成以达到科学用水、合理用水及节约用水的目标
。需水管理是经过大量的调查分析和科学实验，以提出最科学合理的各类对象的需水指标。供水管理
是在供水过程中尽量采用各类措施以减少水量在输送过程中的无效损耗。用水管理则是在用水过程中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水量浪费，并在用水效益与供水费用之间寻求适当平衡。可见，需水管理是这三个
环节中最根本的，通过需水管理，可以促使人们积极发展各种开源、节水的措施和手段，提供其他两
个环节的效率。另一方面，需水管理的经验优势是通过用水管理归纳出来的。在用水过程中加强管理
，改进技术，开展节水增效活动并通过在实地的观察实验，可以对现有的用水定额进行改进，以提高
水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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