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工建筑物>>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水工建筑物>>

13位ISBN编号：9787508457383

10位ISBN编号：7508457382

出版时间：2008-9

出版时间：水利水电出版社

作者：陈德亮 主编

页数：45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工建筑物>>

前言

随着我国水利事业与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水利高等教育也得到很
大的发展与提高。
与1999年相比，水利学科专业的办学点增加了将近一倍，每年的招生人数增加了将近两倍。
通过专业目录调整与面向新世纪的教育教学改革，在水利学科专业的适应面有很大拓宽的同时，水利
学科专业的建设也面临着新形势与新任务。
在教育部高教司的领导与组织下，从2003年到2005年，各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开展了本学科专业发展
战略研究与制定专业规范的工作。
在水利部人教司的支持下，水利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也组织课题组于2005年底完成了相关的研究工作
，制定了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以及农业水利工程四个专业规范
。
这些专业规范较好地总结与体现了近些年来水利学科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成果，并能较好地适用不同
地区、不同类型高校举办水利学科专业的共性需求与个性特色。
为了便于各水利学科专业点参照专业规范组织教学，经水利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与中国水利水电出版
社共同策划，决定组织编写出版“高等学校水利学科专业规范核心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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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高等学校农业水利工程专业的通用教材，基本内容是灌排水利工程及其建筑物设计。
全书除绪论外，共13章，包括蓄水枢纽、引水枢纽及渠道系统中的水工建筑物设计。
　　本书除适用于农业水利工程专业教学外，也可供水利水电类其他专业的师生及农业水利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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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绪论0.1　我国水资源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水是最宝贵的自然资源之一。
我国水资源年平均总量为28000亿m3，居世界第六位。
但人均水资源量，按1997年人口统计，为2220m3，仅为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1/3。
预计2030年人口增至16亿时，人均水资源量将降至1760m3，接近国际公认的水资源紧张标准1700m3。
中国不仅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低，而且时空分布极不均匀，与人口、耕地、矿产资源分布不相匹配，加
之人均综合用水量大幅度上升，已从1949年的不足200m3增加到目前的458m3，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水
资源短缺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
如何通过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通过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来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将是我国今后水资源工作的根本目标和任务。
我国水利发展经历了从工程水利到资源水利的转变。
过去主要以改造和利用水资源和水环境为主要特征，以建设水利水电工程为主要手段，即传统的工程
水利阶段，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单个工程上，而对水资源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考虑较少，已适应不了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现阶段的资源水利则是以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主要手段，实现水与经济、社会、环境持续协调发展，
用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来满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面要求，使水资源在整体上发挥最大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为了对自然界的水进行有效的控制和合理的调配，达到兴利除害以及为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利
用服务的目的而修建的各项工程措施，统称为水利水电工程。
较常见的水利水电工程有治河防洪工程、农业水利工程、水力发电工程、航道与港口工程、给排水工
程及综合利用水利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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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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