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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汾河流域水文水资源研究》是多学科集成、理论联系实际的流域尺度科学著作，立足国内外流域水
科学、生态水文学、恢复生态学和流域管理学等学科的前沿，依托野外工作站和试验示范区遴选的汾
河流域典型矿区、产汇流区、上游区、中下游区设立试验区，综合应用同位素示踪技术、水物理化学
信号、水文模拟等方法，分区、分方法、分层次系统阐释汾河流域水文系统破坏过程、污染过程，并
从水资源调控思路、体系、水源、路径、对策等方面提出汾河流域水资源联合调控的总体框架，为实
施汾河流域生态修复工程提供理论参考，极大地促进了流域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汾河流域水文水资源研究》可为流域管理决策者提供实用技术和理论依据，同时可供水文学、生态
学、地理学、环境科学、流域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科研人员、大专院校师生等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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