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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根据市场和社
会需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大力推进精品专业、精品课程和教材建设。
教育部也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2006]16号）中明确指出，课程建
设与改革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而教材建设又是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
内容。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是学科建设与课程建设成果的凝结
与体现，也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保障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
编写高职教材，要明确高职教材的特征，如同高职教育的定位一样，高职教材应既具有高教教材的基
本特征，又具有职业技术教育教材的鲜明特色。
因此，应具有符合高等教育要求的理论水平，重视教材内容的科学性，既要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和教学
规律，又要有利于学生的学习，使学生在阅读时容易理解，容易吸收。
做到理论知识的准确定位，既要根据“必需、够用”的原则，又要根据生源的实际情况，以学生为主
体确定理论深度；在教材的编写中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融入足够的实训内容，保证对学生实践能力
的培养，体现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的培养要求。
编写教材要强调知识新颖原则，教材编写应跟随时代新技术的发展，将新工艺、新方法、新规范、新
标准编入教材，使学生毕业后具备直接从事生产第一线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能力。
编写时不能孤立地对某一门课程进行思考，而要从高职教育的特点去考虑，从实现高职人才培养目标
着眼，从人才所需知识、能力、素质出发。
在充分研讨的基础上，把培养职业能力作为主线，并贯穿始终。
《高职高专“十一五”精品规划教材》是为适应高职高专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以培养技术应用性
的高技能人才的系列教材。
为了确保教材的编写质量，参与编写人员都是经过院校推荐、编委会答辩并聘任的，有着丰富的教学
和实践经验，其中主编都有编写教材的经历。
教材较好地贯彻了新的法规、规程、规范精神，反映了当前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法和相应
的岗位资格特点，体现了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和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注重内容的科学性、先进
性、实用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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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建筑工程、灌溉与排水技术等专业的通用教材。
全书共分12章，主要讲述工程水文及水利水电规划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为适应现代水利对水文及水利水电规划提出的新要求，还介绍了近些年来在水文及水利水电规划中的
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
　　本书也可供其他有关专业的师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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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 水资源的含义、分类及特点1.1.1 水资源的含义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社会经济得以发展
的重要物质资源。
广义的水资源，指自然界所有的以气态、固态和液态等各种形式存在的天然水。
自然界中的天然水体包括海洋、河流、湖泊、沼泽、土壤水、地下水以及冰川水、大气水等。
这些水形成了包围着地球的水圈。
在太阳辐射能的作用下，地球大气圈中的气态水.地球表面的地表水以及岩土中的地下水之间不断地以
降水、蒸发、下渗、径流形式运动和转化，以至形成了自然界的水循环过程。
水作为资源，应具有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同时，满足社会需水“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要求。
因此，水资源是指地球上目前和近期可供人类直接或间接取用的水。
目前所讲的水资源多半是一种狭义的概念，是指水循环周期内可以恢复再生的、能为一般生态和人类
直接利用的动态淡水资源。
。
这部分资源由大气降水补给，由江河湖泊、地表径流和逐年可恢复的浅层地下水组成，并受水循环过
程支配。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水的可利用部分不断增加。
例如南极的冰块、深层地下水、高山上的冰川积雪甚至部分海水等逐渐被开发利用。
因此，可将暂时难以利用的水体作为后备（或称储备）水源。
对一个特定区域，大气降水是地表水、土壤水和地下水的总补给来源，因此，大气降水反映了特定区
域总水资源条件的好坏。
如图1-1所示，降水除去植物截流等部分形成地表径流、壤中流和地下径流，并构成河川径流，通过水
平方向的流动排泄到区外；另一部分以蒸散发的形式通过垂直方向回归大气。
地表水资源就是地表水体的动态淡水量，即地表径流量，包括河流水、湖泊水、渠道水冰川水和沼泽
水。
依靠降水补给、埋藏于饱和带中的浅层淡水动态水量称为地下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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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文及水利水电规划》是高职高专“十一五”精品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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