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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世界范围内关于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理念继续发生着改变，其中城市生态系统的建设
更加得到推崇。
城市中各种自然生态因素、技术物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耦合体的等级性、异质性和多样性，城市物
质代谢过程、信息反馈过程和生态演化过程的健康程度，以及城市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及自然调节
功能的强弱和活力都得到了空前的重视。
在建设对象上，从以物与事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在建设关系上，注重城市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生
态的关系、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的关系、人居环境建设与景观生态建设的关系。
城市建设的目标已从一维的社会经济繁荣走向财富、健康和文明的三维复合生态繁荣。
　　在生态型城市的建设中，水作为生态循环过程的一种载体，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
在郑东新区的概念规划中，水的概念和内涵得到了充分地展现，龙湖水系的规划理念是点睛之笔，精
华所在。
大面积水面的形成及诸运河网络的连接，与湖周建筑物及中心cBD建筑物相互辉映，集中反映了城市
建设“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环境与经济生活协调持续发展的总体要
求。
在这些理念和实践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也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的技术难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和解决
，不仅促进了科学本身的进步，也为现代化城市的建设提供了各类技术保障。
　　龙湖湖体是一个以人工开挖为主的湖泊，水面面积6km。
左右，水体体积约2700万m3，相当于一座中型水库的规模。
经验及研究表明，较大面积和水体人造湖泊的形成，对局地的生态、环境、水文、地质及气候条件等
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特别地，作为重要风景和娱乐游览区的龙湖，其水体水质状况如何、如何演化、如何保护，以及如何
处理城市防洪和水质保护的关系、如何实时调配水量，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综合利用，所有这些
问题，都将直接影响到郑东新区建设和城市管理运行的成败。
所以，必须进行专项研究，给出科学的解答并提供有效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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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现代城市人水和谐建设的基本概念，针对城市人工水体建设中存在的一系列科学问题提出
了模型群耦合的思想，以人工水系为纽带，集成中尺度天气分析、地表水、地下水、水量水质模拟技
术，通过联合运用工程、生态与管理措施，分析了城市水生态系统建设中生态环境保护、城市防洪、
水资源综合利用、水文化建设等相互关系，研究了水系统的演变规律，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的研究方法
和可行的实施措施。
    本书可供从事水资源规划、水环境保护、城市规划的科研、规划、设计和管理人员参考，也可供高
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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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现代城市人水和谐的理念　　水是城市的灵魂，历史证明，依山傍水的城
市(即山水城市)能最大程度地符合人类的聚居功能和城市的综合文明，因而能够长盛不衰。
中国古代人居环境的形成和建筑的发展，从生境相地，到邑、郊、野、林的结构模式，最后到山水城
市，具有天、地、人合一的东方特有的哲学和文化，是城市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可靠途径。
但是随着经济的猛增，工农业的迅速发展，人口急剧膨胀，等等，所有这些都加剧了环境的恶化，形
成了城市扩展挤占绿地，地下水超量开采，植被退化，生态建设严重滞后的悲观画面。
城市生态绿地空间的减少大大降低了自然系统的生态效益，市区空气环境质量特别是悬浮颗粒物和降
尘常年处于污染状态，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常有不同程度的污染，导致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难以
适应时代的发展。
合理利用和调控水资源、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21世纪建设以人为本生态城市的迫切要求。
　　和谐一指人与人之间，二指人与自然之间。
强调和谐乃因其为万物发展之前提。
《中庸》中说：“政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人水和谐要求矛盾的双方能够统一在一个平台上协调运作和经营，使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又
不失去其生机盎然的活力面貌。
钱正英在论述新的治水理念时曾提出：在防止水对人类侵害的同时，特别注意人类对水的侵害。
强调在治水的同时还要尊重水的自然生存规律，实现人与水的共存。
因此，现代城市人水和谐既要使水服务于城市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又要使社会的各个组成元素促进水
生态的进步。
　　水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追求人水和谐是人类共同的目标。
人水和谐涉及水与社会、水与经济、水与生态等多个方面。
因此，对于现代城市人水和谐的理念，需要从多方面考虑其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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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市人工水体综合效应与调控》可供从事水资源规划、水环境保护、城市规划的科研、规划、
设计和管理人员参考，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阅。
　　水是一把双刃利剑，它可以滋养人类，但同时又给人类的生存安全带来危机——水资源短缺、洪
涝灾害、水环境危害等。
目前，通过水体的特殊调节作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城市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及自然环境协调统
一的城市发展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共识，因此应加强城市人工水体的合理利用与调控，发挥其综合
效应，实现人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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