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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第一次来北京碰到一个地大的地下水博士，聊了一路，与T大环院某老板合作云云，四年后我阴差
阳错选错课撞到当年那个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老板手上，之后又是师妹保研到此老板手里，种种巧合
。无人不冤，有情皆孽。
2、Bible
3、小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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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本书自1960年问世至今已40余年，先后修编再版四次，国内很多大学的水文专业皆使用此书作
为基础教材。作者王大纯是中国水文地质学界奠基人、老前辈。书很薄，只有160页。起点低，高中生
都可以轻易看懂。此书深入浅出，图文并貌，文字简练通畅，逻辑推理缜密，通俗易懂。书中所例举
的实例、数据都有详实的参考来源，引用很严谨。非常推荐非专业朋友了解水文知识之科谱读物，同
时它也是水文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另外说一下本书的缺点：　　从装帧来看，封面印
刷质量较差，极易掉色而遍布白斑。纸张质量也不好。由于印刷质量的问题，有些插图不甚清晰。　
　从内容上看，没有练习题是最大的问题。其次它在地质循环上的内容涉及偏少。某些没有定论的问
题，作者的观点还有待探讨。　　　　总而言之，这是一本非常经典的著作，定价10.35可以说是非常
超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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