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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水资源高效利用理论与核算》

前言

　　我国水资源短缺与水资源利用效率、效益低下并存，如何科学、合理、高效地利用水资源，已经
成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键问题。大力实施节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实现水资源高
效利用，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水资源管理和相关研究工作的重
点和难点。随着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开展，我国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有了明显提高，水资源高效利用
基础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与实践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南于对水资源高效利用概念和内涵认识上的模糊
性，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尚不完善：缺乏系统完善的水资源高效利用理论体系；尚未形成水资源高效利
用的评价体系及定量核算方法；缺乏对水资源高效利用与节水作川机制和定量关系的研究；效率和效
益研究主要针对单用户、小尺度范围，存宏观层面上开展区域水资源高效利用的研究较少；缺乏包括
土壤水和天然生态系统用水在内的广义水资源高效利用研究。在水资源日益紧缺的情况下，必须发展
水资源利用理念，充分认识水资源高效利用的内在作用机理，遵循水资源循环转换规律，注重流域（
区域）之间的水力联系，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基于此，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课题和科技部西部开发重大攻关项口研究成果基础上，作者开展了广义水资源高效利用研究。　　广
义水资源高效利川的“广义”包含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利用水源是广义的，不仅包括地表水资源与
地下水资源，还包括降水产牛的土壤水在内的广义水资源；二是利用对象是广义的，不仅包括社会经
济用水，还包括天然生态用水；三是利用范同是广义的，不仅针对单个用水部门和用水单元的水资源
利用，还从宏观区域整体出发，研究整个区域的水资源利JH状况；四是利用评价指标是广义的，不仪
评价单个用水对象的利用效率和效益，还进行区域用水效用的综合评价。　　南于受到人类活动的强
烈十扰，现代环境下水资源赋存与演变方式发生了剧烈变化，水资源供、用、耗、排关系日趋复杂，
经济系统内部及其与区域生态系统之间的能量循环转换联系更加紧密。对水资源循环转化规律的认识
是解决水问题的基础，广义水资源高效利用研究正是从自然一人丁复合水循环规律的认知出发，以水
资源存天然系统和人工系统中的资源消耗为根本，剖析水资源循环利用机理，从而规范人类开发利用
水资源的行为和方式，实现水资源的科学调控，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确
保水资源合理利用，以支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稳定。广义水资源高效利用研究的目的是
实现对水资源在用水区域、川水户之间及其内部运移、消耗以及排泄过程的科学认识，分析水资源参
与产品和生物量的循环机理，权衡水资源在不同用水区域和用水户之间的利益关系，对水资源利川效
率和效益进行科学评价，提出合理可行的提高区域（流域）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的措施方法，实现
区域（流域）水资源的合理调控，发挥水资源的最大服务价值，实现有限资源效益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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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水资源高效利用理论与核算》

内容概要

《广义水资源高效利用理论与核算》是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课题和科技部西部开发重
大攻关项目研究成果基础上编著而成的，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广义水资源高效利用的理论、核算和
调控体系，反映了我国水资源高效利用研究的最新成果，阐述了我国水资源高效利用现状，提出了广
义水资源高效利用的理论，分析了节水与高效利用的区别，探讨了节水潜力和高效利用阈值的概念内
涵；在广义水资源高效利用核算与调控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广义水资源高效利用核算与调控方
法，并以宁夏平原区为例进行了系统分析，进行了案例研究区广义水资源高效利用的核算和调控，提
出了高效利用潜力和阈值。
《广义水资源高效利用理论与核算》可供从事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水文水资源、农田水利、生态环境
等相关专业的科研和管理人员参考使用，也可供大专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Page 3



《广义水资源高效利用理论与核算》

书籍目录

前　言第一章　绪　论第一节　我国水资源条件与特点第二节　我国水资源利用现状第三节　广义水
资源高效利用研究的必要性第四节　广义水资源高效利用研究现状第二章　广义水资源高效利用理论
第一节　广义水资源的含义第二节　广义水资源的服务功能第三节　广义水资源高效利用内涵第四节
　广义水资源利用效率与效益第五节　节水的双重表征第六节　水资源高效利用与节水的关系第七节
　节水潜力与高效利用阈值第八节　广义水资源高效利用调控第三章　水资源高效利用核算与调控科
学基础第一节　可持续发展理论第二节　广义水资源合理配置第三节　自然一人工复合水循环第四节
　多目标决策理论第四章　广义水资源高效利用核算与调控方法第一节　广义水资源高效利用核算与
调控框架第二节　广义水资源高效利用核算第三节　WACM模型第四节　水资源消耗投入产出模型第
五节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方法第六节　农业需水价格弹性第七节　灌区灌溉水利用率测算第八节
　多目标调控方法第五章　广义水资源高效利用实例研究第一节　宁夏平原区概况第二节　现状水资
源利用效用第三节　广义水资源高效利用定量核算第四节　广义水资源高效利用调控第五节　水资源
高效利用潜力与阈值第六章　结论参考文献

Page 4



《广义水资源高效利用理论与核算》

章节摘录

　　二、土壤水资源调控　　按照传统的水资源评价思想，只有径流性水资源才是人类可以开发利用
的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也称狭义水资源。这主要是因为在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的活动中，
可对地表水和地下水进行直接取用和调控，水量的变化较为明显，人们可以切身感受到地表水和地下
水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供、用、耗、排过程。但是在干旱地区，由于降水稀少，当地径流资源并
不丰富，甚至次降雨并不能形成地表产流，而是作为土壤水蓄积在土壤中，在有植被或作物生长的地
方以毛管水的形式供植被或作物吸收利用。这部分土壤水并未包含在传统的水资源评价中，但却实实
在在地应用到了生产实践中，并且人类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采取了许多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对土壤水进
行调控和利用，以达到高效利用水资源的目的。　　与稳定的河川径流和地下径流一样，土壤水是一
种可恢复的淡水资源，在陆地水循环中起着积极作用，是植被生存的重要自然资源。仅就农业而言，
土壤水分是构成土壤肥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作物生长的基本条件，它与人类生活生产有着极其密切
的关系，无论是灌溉水、潜水，还是天然降水，都要转化为土壤水后才能被作物根系吸收，冈此有效
利用土壤水是充分利用当地水资源的关键。　　土壤水主要以毛管水的形式供给作物吸收利用，它处
在不停的水文循环之中，即使不被作物吸收，也会因自然蒸发而消耗。因此，使降水量和灌溉水量转
化为土壤水，增加土壤水以毛管水形式的蓄积和减少它的非生产性消耗是实现土壤水调节和降水有效
利用的两个主要方面。土壤水调节一方面能够直接节约灌溉水量，即通过土壤的调蓄作用，增加降雨
的收入，减少蒸发的支出，从而降低灌溉定额，减少灌溉次数；另一方面能够在不提高田间耗水的情
况下，通过提高单位水的利用而间接节水，即借助于土壤的水库作用，将收入和存储的降水和灌溉水
转化为土壤水，根据土壤水运动规律，调节土壤水的运动方向和数量。在控制地下水位的条件下，使
灌溉水量既不产生过多的渗漏，又能由深蓄水及时向根系活动层补充，提高单位水的利用率，充分利
用土壤水资源。　　土壤水资源开发和调控的目标是增加土壤水资源量，减少土壤水资源的无效耗损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作物水分生产效率，从而达到积极、高效利用土壤水资源的目的。土壤水
资源调控的途径一般为：工程调控措施、耕作调控措施、生物工程调控措施。归纳起来，土壤水资源
调控的主要途径为增加土壤水资源量、控制土壤蒸发和无效的植物散发、建立与土壤水资源的时空分
布特征相适应的种植制度及把无效的蒸散发变为有效的植物散发来实现。　　三、天然生态系统用水
　　天然生态系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保证必要的生态用水，维持正常的生态系统功能发挥是促进经济、生态和谐的重要前提。因此，对
水资源高效利用的研究必须也应该将天然生态系统用水涵盖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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