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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一个人均水资源紧缺的国家，加之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不均，导致水资源供需矛盾更加
尖锐。
缺水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制约因素。
努力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满足经济社会对水资源的需求，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来支撑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建设水利事业的根本目标和基本任务。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用水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水利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解决粮食问题。
1949年全国总供用水量仅1000余亿立方米，而当时农业用水就占全部用水量的90％以上，城镇工业用
水比重很低。
随着经济及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种用水状况有了很大变
化。
到1997年，全国总用水量已达5566亿m。
，其中农业用水占70．4％，而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已占到总用水量的30％。
这一趋势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今后的发展看，农业虽是用水大户，但农业用水的重点是解决节水灌溉，提高用水效率的问题。
据专家分析，如果将农业用水的平均有效利用系数从目前的0．43提高到O．55～0．60，则在不增加
农业用水的情况下，完全能保证2030年人口达16亿时的粮食安全。
如果再加上农业结构的调整等其他因素，农业用水总量将基本不会有大的改变。
中国未来的供水矛盾将集中在城市，供水将主要用于发展城市、发展工业及保护生态与环境。
例如，南水北调工程的供水原则就是以城市供水为主，兼顾生态及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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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11章，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国内外在渠系量水方面比较成功的有应用推广价值的量水技术和设
备。
第1～3章为基本理论和应用要求；第4章是本书介绍的重点，介绍了目前国外正在大力推广的长喉槽的
设计理论及应用技术资料，希冀能对其在国内的推广起推动作用}第5～9章是国内目前常用的技术方法
，除对其作一般介绍外，重点介绍了它们的应用条件和应用问题，希望能引起读者在应用时予以注意
；第10章介绍了压力管道测流的方法和设备；第11章介绍了误差估计理论、方法及资料整编的要求。
    本书可供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在设计和管理工作中参考，也可用作水利院校师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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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灌区量水的发展过程在中国，灌溉伴随着农业历史早已出现。
然而对灌溉用水的量度，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
促使灌溉量水技术发展的首先是水利工程的水费征收问题。
我国的水资源分布不均，且总量不足，农业节水是促进水资源合理使用的关键环节，只有简单易行并
且能够满足精度要求的量水，才能保证水资源的合理利用。
1985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水利工程水费核订、计收和管理办法》后，发展灌区量水技术的工作日益
得到重视。
不久，水利电力部农水司委托江苏省水利厅筹备和举办了全国灌区量水技术交流会。
会上对1949年建国以来的灌区量水工作做了总结，并且对当时国内外比较先进的33件量水设备进行了
讨论，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及在我国当前条件下，应该如何发展量水技术的方针。
“九五”期间，国家将“灌区量水新技术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攻关课题。
这促进了量水技术的进展，涌现了不少的新型技术及设备。
与此同时，我们不断地向国外学习，也引进了一批先进的设备、技术。
近几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形成了计算机辅助的自动化量水技术。
GIS（地理信息系统）在工程中的深入、广泛的应用，将会导致灌溉用水遥测、遥控及其进一步自动
化、智能化的发展。
到目前为止，国内投入使用的灌区量水设备已超过100种，其中最为常用的就是各种量水槽及量水堰。
同时，对江、河及大型渠道，流速仪量水仍得到广泛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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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编者力求理论上有一定深度、选材和编写上针对上述问题予以取舍，具体介绍时，根据应用
前景，详略有所不同，明确指出优点、缺点、应用限制与推广前景，内容比较新颖的书。
本书详细系统地介绍了国内外在渠系量水方面比较成功的有应用推广价值的量水技术和设备等内容。
本书可作为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在设计和管理工作中参考，也可用作水利院校师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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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量水技术与设施》：取水输水建筑物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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