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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正值中国地理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百年庆典之际，欣闻科学出版社组织全国高等师范院校
共同编写地理科学类系列精编教材，以适应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教学改革和综合化发展的需要，我作为
教育部地球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感到由衷地高兴和鼓舞。
　　众所周知，高等师范院校的设置和发展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的特色之一，为我国开展
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教育作出了杰出贡献。
地理科学类专业最早于1921年在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的前身）设立了我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理学系
，随后清华大学、金陵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纷纷增设地理学或地学系，因此地理科学类专业教育迄今
已有八十余年的历史，培养了一大批服务于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地理科学人才。
现今随着日益凸显的全球性的资源环境问题与人地关系矛盾的加剧和地理信息技术的迅速兴起、发展
与应用，地理科学新的快速发展与拓展，地理科学类专业由原较单一的地理教育专业发展为地理科学
、地理信息系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等三个本科专业，并在综合性大学、高等师范院校、农林
类高校等都有广泛开办。
其中，高等师范院校较完整地设立了三个专业，在培养地理科学类的地理教学师资、地理信息系统、
资源环境和城乡规划管理等人才方面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成为了我国培养这一类型人才的重要阵地
，多被誉为“教师的摇篮”；与此同时，高等师范院校根据我国师范院校的性质和发展战略方向，以
及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依托各区域的地理特点和文化积淀，针对社会的迫切需求，办出了不同
于综合性大学的立足本土与本身的基础教育师资和区域性应用人才的特色。
　　由高等师范院校的资源环境与地理科学类的学院联合撰编系列精品教材，可紧密结合高等师范院
校地理科学类专业的特点，量体裁衣，因校制宜，形成高等师范院校不同于综合性大学的自己系列精
品教材；同时，可充分发挥师范院校教师们在师范院校地理科学类专业教学经验丰富和服务于基础教
育及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等的优势，将多年来精品课程建设、实践（实验）教学、专业建设、教学研究
与教学改革等成果融入其中，形成真正的精品教材；再者，高等师范院校共同搭建系列精品教材编写
平台，每本教材以1～2校为主编单位，多家院校参与、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优势互补，共同提高，不仅利于每本教材编写水平的提升，也可促进师范院校专业建设和整体教学水
平的提高，将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服务于地方基础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落到实处，
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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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适应当前水文科学发展和大学地理科学专业教育新形势的水文学教材。
全书共分九章，内容包括：地球上的水循环与水量平衡，水循环的基本环节，河流、湖泊、沼泽、冰
川、地下水、海洋等各种水体的水文规律和研究方法，天然水质与保护，人类活动的水文效应，水文
区划。
本书可作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专业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作为水利、国土管理、城乡规划、环境保护
、资源开发与管理等相关专业的学生、教师、科技人员、管理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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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在地球上广泛存在，在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地球表层，水是最为常见的物
质之一。
水的相对集中分布构成了地球上的水体，自然界的各种水体共同组成了地球的水圈。
所谓水体，是指以一定形态存在于自然界的水的聚积体。
地球上的水体类型多样，按照在地球上分布的部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①大气水体，如气态的水汽
、液态的水滴、固态的冰晶等；②地表水体，如液态的海洋、河流、湖泊、沼泽，固态的冰川、积雪
；③地下水体，如液态的地下水、土壤水分，固态的冻土，气态的土壤水汽。
地球表面的70.8％是海洋，被水所覆盖；29.9％是陆地，其上也存在多种水体。
水有溶剂性、流动性和常温下三种相态可以共存与相互转化三个基本性质，这决定了水在地球自然地
理环境系统中和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功能。
　　在自然地理环境中，水既可以自由流动，又相对聚集，是自然地理环境最为活跃的组成成分之一
，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沟通、发生联系的重要介质和途径，在自然地理环境能量转化和物质循环过程
中发挥着多种重要作用。
水流具有很强的侵蚀力，是一种塑造地貌的重要外营力。
水是成云致雨的物质基础，是丰富多彩的天气现象形成的基本条件，在天气现象发生与变化中充当着
重要的角色。
水是维持生命存活、保证生物体正常生长发育必需的物质之一，水分状况是区域动植物特征的重要形
成因子，在土壤发育和区域景观特征形成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水文研究是自然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也对分析自然地理其他要素和综合特征有着重要
作用。
　　水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自然资源，在人类生产与生活活动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水的溶解能力极强而黏滞性很低，是地球上最好的天然溶剂和输送介质，具有生物体养分输送、水生
生物供氧、物体洗涤除污、污染物处理、物质运输等多方面的经济社会功能，还具有景观构成、文化
形成等多种社会价值，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城市卫生、环境保护、旅游等经济社会各个生产领
域都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
同时，水也是导致洪涝灾害发生的物质。
人类如果掌握了水的客观自然规律，就能够控制和利用水资源，使之为人类造福；反之，人类如果不
了解水的客观规律，甚至实施违背自然规律的水事行为，水就会形成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严重的灾
难。
因此，人类应该开展水文和水资源研究，掌握水文规律，最大程度地兴水利和除水害，让水造福于人
类。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人口的剧增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同时
对水的污染和破坏迅速加剧，导致了全球性水资源危机的出现，水问题日益成为限制人类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主要因子。
因此，加强水文学研究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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