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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史以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经济社会的形成，都是以水为中心逐步发展起来的。古人逐水栖
居，人类最早的文明源于埃及的尼罗河、中国的黄河、印度的恒河和古巴比伦的两河流域，近代世界
和我国的一些大城市也都是依水滨海而建的。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决
定性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中国文明与经济区的形成和转移都是与水利兴衰分不开的。历代统治者
凡励精图治时，都是以大兴水利来开拓国土，发展经济，促进国家的统一。因此，水是一种战略资源
，不仅牵动着国家的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建设部的有关资料显示，我国
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淡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
为2185立方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若扣除难以利用的洪水径流和散布在偏远地区的地下水资
源后，现实可利用的淡水资源量更少，仅为1．1万亿立方米左右，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约为900立方米
。而西部地区水土资源更是极不均衡。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六省（
区）。该区地域辽阔，国土面积428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44．5％，人口9916万人，占全国总人VI
的7.9％。土地资源丰富，现有耕地2．7亿亩，光照条件好。但因位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洋，降雨
稀少、蒸发强烈、多风沙，是干旱半干旱地带。整个西北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230毫米，其中40％地区
的年平均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下，而蒸发量高达1000——2600毫米以上，是全国降雨量极度少于农田作
物需水量的地区。全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2344亿立方米，仅占全国的8％，可利用量不足1200亿立
方米。单位面积产水量为6．23万立方米／平方公里，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1％。区域分布过于集中，
仅新疆、青海两省区就占西部地区总水量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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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雨水权利制度研究:西部缺水地区雨水资源利用的法律问题》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5年度规划基
金项目“西部缺水地区雨水资源利用的法律问题研究”成果之一，该书共分8个章节，主要对雨水的
权力制度作了探讨和研究，具体内容包括缺水地区雨水集蓄的基本理论及其法律属性、水权制度的基
本概述、雨水集蓄利用主要功能研究、雨水集蓄利用工程相邻关系的构筑分析、雨水集蓄利用的行政
法学分析等。该书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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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干旱缺水地区扶贫的主要措施——雨水集蓄工程　　水资源的严重短缺，是西部干旱缺水的
农村地区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制约缺水地区社会发展的瓶颈，也是西部各省国民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
困难。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水贫困”，那么对缺水农村的扶贫将导致资金浪费，返贫率会始终居高
不下。然而跨流域调水，成本高、难度大、工程复杂、见效慢，而且容易破坏生态环境平衡；但是干
旱地区既无可用地表水，又无地下水可采集，如何解决此类地区的水贫困问题，把扶贫资金用在刀刃
上，成了亟待解决的严峻课题。　　1.利用雨水集蓄工程扶贫的可行性　　（1）雨水集蓄工程的概念
　　雨水集蓄利用技术是一项被广泛应用的传统技术，据相关资料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六千多年的
阿滋泰克和玛雅文化时期，那时人们已把雨水利用于农业生产和生活所需。而在我国，雨水集蓄也有
着悠久的历史。因此，这个概念对于我国相关领域的技术人员早已耳熟能详。从技术方面讲，雨水集
蓄利用是对原始状态下的雨水或雨水在最初转化阶段时的利用，而将雨水进行汇集、存储，以便有效
利用的一种微水利工程就是雨水集蓄利用工程。所谓雨水集蓄利用工程，是指在季节性干旱、半干旱
或常年干旱、半干旱地区及其他缺水地区，将规划区内及周围的天然降水进行汇集、存储，以便作为
该地区水资源加以有效利用的一种微水利工程。它具有投资小、见效快、适合家庭经济等特点。雨水
集蓄利用工程系统一般由集雨系统、净化系统、存储系统、输水系统、生活用水系统（解决人畜饮水
及生活用水）及田间节水系统（解决农田补充灌溉）等部分组成。其系统构成如图4-5所示①。　　①
集雨系统。集雨系统主要是指收集雨水的场地，按集雨方式可将集雨场分为自然集雨场和人工集雨场
。一般是采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主要的集流防渗材料有混凝土、瓦（水泥瓦、机瓦、青瓦）、塑料
薄膜、衬砌片（块）石等。　　②输水系统。输水系统是将集雨场的雨水引人沉沙池的输水沟（渠）
或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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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送货非常及时，好像隔天就到了，书表面有些灰，可能在库房放的时间比较长了，但是里面很好
，总结：一次非常愉快的购书经历
2、书蛮好的，正版，送货速度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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