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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概论》

前言

“水利概论”是在制定水利学科专业规范时新列入的一门核心课程，在此之前，一些学校的水利学科
专业已开设了“水利工程概论”、“水利土木工程导论”一类的必修或选修课程。作出这个改变的主
要想法是希望通过这样一门不限于工程的概论性质的课程，使得新入学的水利学科专业的学生对水利
以及中国的水利事业有较全面的了解与较宏观的认识，从而使得他们对本专业的教学目标、内容与要
求有较具体的理解，进而能较主动地完成其四年的学业。本书为试图尝试实现这个改变而编写。由于
水利的学科内含十分广泛，如何取材成了编写本书的第一个难题。目前，本书包括水文学与水资源、
水环境与水生态、水利工程、水利经济与水利管理、水利科技与水文化共5篇。从这个安排，读者可
以体会到作者对当代水利的“较全面”与“较宏观”是如何理解的。除了内容框架的确定，本书在编
写过程中还特别强调要努力做到：概念提出必须清晰明了，内容阐述应该选择精当，中国水情力求交
待清楚，至于本书是否基本达到了这些要求，有待读者检验并提出宝贵意见。本书涉及水利学科中多
个次级学科内容，因此如何组织相关学科的教师共同完成编写任务是编写本书的第二个难题。好在参
与本书编写的各位教师既是本学科领域的专家，又十分重视此项任务，不仅及时完成了初稿，并根据
本书特点多次修改书稿，又经主编们统稿、定稿，终于全部完成。参加本书编写的教师分别来自河海
大学的各个学院，他们是水文水资源学院的刘新仁教授（第1篇第1章、第3章），任立良教授（第1篇
第2章、第4章），钟平安教授（第1篇第5章、第6章）；水利水电学院的严忠民教授（第2篇第7～第10
章），沈长松教授（第3篇第11～第13章、第15章），张展羽教授（第3篇第14章）；公共管理学院的
黄涛珍教授（第4篇第17章、第18章），尉天骄教授（第5篇第20章）；以及姜弘道教授（第4篇第16章
、第18章第3节，第5篇第19章）。全书由刘新仁、严忠民、姜弘道三位教授分篇统稿，并由姜弘道教
授全书定稿。尽管我们在统一全书风格方面作了很多努力，但由于各篇内容的差异仍难以做到浑然一
体，希望通过教学实践再加以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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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概论》

内容概要

《水利概论》内容包括水文学与水资源、水环境与水生态、水利工程、水利经济与水利管、理、水利
科技与水文化等5篇。《水利概论》为水利学科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农业水利工程等
专业的通用教材，供各专业开设“水利概论？课程使用。《水利概论》还可供其他相关专业开设“水
利概论”或“水利工程概论”课程使用，也可供社会上关心水利的人士了解水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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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单位时问从单位面积的水面上蒸发的水量称水面蒸发率，以mm／d计。水面蒸发量可用仪器直
接观测确定，也可估算。中国采用的直接观测水面蒸发的仪器有20cm直径小型蒸发器，80cm直径套盆
式蒸发器。20世纪60年代初选用E一601型蒸发器为全国标准仪器。蒸发实验站则采用20m。和100m。
蒸发池和漂浮蒸发器。大水体的蒸发量的确定要用各种蒸发器测得的蒸发量乘以折算系数。折算系数
随蒸发器面积大小、季节和气候区等不同而异。大水体蒸发量的间接估算可用水量平衡法，即根据降
水、径流和蓄水量等要素推求自然水体某一时段的水面蒸发量。这种方法精度受测量误差的影响，应
用受到一定限制。另一种是热量平衡法，是通过测算太阳短波辐射、大气和水面长波辐射、进出水体
的热量、对流的热量和水体的储热量等来估算蒸发量。如有观测资料，这个方法能估算到1h的时段蒸
发量，但由于其中几个必要的项目难估算，易产生误差。经验公式与半经验公式法是根据蒸发的影响
因素之间的关系推求水面蒸发量。2.土壤蒸发土壤蒸发指土壤中的水分通过上升和汽化从土壤表面进
入大气的过程。土壤蒸发影响土壤含水量的变化，是水文循环的一个重要环节。土壤蒸发持续进行的
条件是：经常有热量到达土面，提供水分汽化所需的汽化热；土面水汽压高于大气水汽压；土面能持
续得到土内水分。根据各种形态水分的运动情况，土壤蒸发过程分三个阶段：①毛细管运行阶段，当
土壤湿润时，水充满土壤孔隙，水分通过毛细管作用，不断快速地向地表运行，水分在地表汽化、扩
散，土壤水分蒸发强烈。②薄膜运行阶段，当蒸发耗水使土壤含水量降低，小于毛细管水断裂含水量
时，毛细管水断开，毛细管传导作用停止，土壤水分则以薄膜水形式，由水膜厚的地方向水膜薄的地
方运动。由于这种运动缓慢，土壤蒸发明显减弱。此时，蒸发不仅在地表进行，土壤内部水分也可汽
化，并经土壤孔隙向大气扩散。③扩散运行阶段，当土壤含水量降低，接近凋萎系数时，土壤水分由
底层向土面的薄膜运动已基本停止，地表土壤内只有气态水进行扩散，蒸发率甚小。此时地表干土层
很厚，水分不能满足作物需要。此外，也有根据土壤蒸发率变化情况，把土壤蒸发过程分为：①大气
蒸发力控制阶段（即蒸发率不变）；②土壤导水率控制阶段（即蒸发率降低）；③扩散控制阶段（即
干土层的蒸发由水汽扩散控制）。单位时间从单位面积土壤上蒸发的水量称土壤蒸发率，以mm／d计
。测定方法有：①实测法（器测法），常用土壤蒸发器根据水量平衡原理确定土壤蒸发。这种方法适
用于点上，而在大面积上因植被和土壤类型复杂，难于分清土壤蒸发与植物散发，所以器测法极少应
用。②数学模型法，模型可由热量平衡原理建立。平衡方程由净辐射通量、土壤吸收热通量、感热通
量和蒸发热通量组成。通过计算可得土壤蒸发率。此外，也有根据土壤水运动理论，考虑等温或非等
温条件推出的数学模型、经验公式或图解曲线法等推求土壤蒸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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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利概论》：高等学校水利学科专业规范核心课程教材·水利水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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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概论》

精彩短评

1、面面俱到了。。。可以全面了解水利知识，作为水利行业的导读。
2、我打算转到水利这个行业，而且准备考水利助理工程师，所以无意中看到了这本书并买了下来。
这本书非常好，里面除了助理工程师考试中包括的，还有大量的科普知识，读起来很有意思
3、货真价实、品相好，值得信赖！
4、适合水利工作人员
5、书还没看，书正面有个半径指甲大的洞，深37页
6、他打算转水利系，觉得这个行业适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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