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文预报的理论与数学模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水文预报的理论与数学模型>>

13位ISBN编号：9787508461915

10位ISBN编号：7508461916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水利水电出版社

作者：程根伟，舒栋才　著

页数：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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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文预报的理论与数学模型>>

前言

　　水文过程的数学模拟是工程水文学的重要内容，从降水输入到流域出口的径流过程的计算不但是
水文预报的中心问题，而且也是水资源估算和利用、设计洪水、环境水质评价、城市水文学、农业水
文学、地下水文学等分支学科的核心问题。
因此，如何逼真地再现流域水文过程就成为整个水文研究的基础环节。
　　水文现象是地球大气环流活动和流域上复杂的地质、地貌、土壤、植被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水文学主要研究大气降水到达地面之后发生的物理变化与人工干预对径流的影响。
虽然决定水质点在流域场中运动的基本规律与通常的物理和力学定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由于流域面
上自然条件复杂多变的特点，使得在统一的自然规律支配下，实际发生的水文规律却由于降水分布、
下垫面形态和地质构成差异而迥然不同。
由于流域内的许多控制因素和参变量无法直接观测和事先确定，因而很难由已掌握的水文条件唯一地
决定未来将出现的水文事件，在水文研究中，必须采用一些适合这种信息不充足情况的独特研究方法
。
　　多因素经验相关、径流成因分析和流域水文数学模型构成水文预报技术发展中的三个主要阶段，
它们是水文预报方法从经验估计达到理论预测的进步，尤其是电子计算机的普及，使得原来只能作定
性讨论的径流形成机制深化成为实用的数学模拟模型，在计算精度和时效上都可以满足工程应用上的
基本要求，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现代水文数学模型的结合是推动水文模拟技术前进的动力。
　　从水文现象的理论认识和工程应用要求看，现有的水文模拟方法都还有若干不足之处，水文学还
不具备一个完备学科所必需的稳定的理论基础、清晰的研究思想和完备的分析方法，而有些偏重于水
利工程实际所要求的分析结论。
然而工程应用方面又对它的计算精度、分析可靠程度存在疑虑。
这两个因素导致新的水文概念和模拟方法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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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文预报是水文学原理在流域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应用，数学模型是进行水文预报最重要的方法。
《水文预报的理论与数学模型（第2版）》结合西南地区的水文观测试验结果，对不同流域和河道径
流预测的关键问题进行了综合的介绍，特别是对森林区流域水文模型、岩溶区水文模拟方法、河道洪
水演算模型进行了讨论，还阐述了分布式水文数学模型的设计思想与建模技术。
运用动态系统理论研究了模型的稳定性条件、参数可识别性等基本问题，分析了决定预报精度的相关
因素。
《水文预报的理论与数学模型（第2版）》还介绍了水文数学模型的实时校正方法，探讨了水文模型
智能化的理论与实现途径，提出了一种按照专家知识进行判决仿真的人工智能预报模型。
其目的是对我国近期在水文预报理论与技术方面的相关成果进行总结，为有关科技人员和学者提供可
以参照使用的分析工具。
《水文预报的理论与数学模型（第2版）》可以作为工程水文学、流域水文模型与作业预报方面的教
材，也可作为研究生教学辅助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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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森林枯枝落叶层（或称凋落物）具有较强的截留水分和蓄水性能，其截留水量取决于枯枝落叶层
的现存量及持水能力。
而它的持水能力通常与物种、厚度、湿度、分解程度和成分等有密切关系。
　　森林枯枝落叶层不仅能吸滞通过植被而降落在地面上的水，而且还能增加地表层的粗糙度，从而
减缓水流速度，使降水通过地被物缓慢渗透到土壤中，变地表径流为壤中流或地下径流，减少土壤表
层损失，因此枯枝落叶层对森林的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具有重要作用。
　　穿过冠层的雨水到达地面后，首先被覆盖在地表的枯落物吸持。
吸水时，枯落物层的表层先吸水，并逐渐向下层扩展，当底层的枯落物与土壤表层有湿度差后，水分
开始向土壤中扩散渗透。
当枯落物完全饱和时，所含的水量为其最大吸持水量。
枯落物的最大吸持水量，与枯落物的组成、种类相关，通常含叶子较多的枯落物吸持水的能力大，含
枝条较多的枯落物相对小一些。
阔叶林下的枯落物吸水能力较针叶林下的枯落物吸水力强。
　　枯落物层在一次降雨中实际吸持的水量由其前期含水量、降雨量、枯落物最大吸持水量和枯落物
的多少决定。
因此，枯落物对降雨的拦截和吸持随着植物群落的时空变化而变化。
　　枯落物层对其下土壤中的水分含量的影响则比较复杂。
一方面，枯落物拦截、吸持降雨，阻挡雨滴对地表土壤的直接溅蚀，减少了渗人土壤中的水量。
另一方面，由于其覆盖在地表，也阻挡了土壤表层水分的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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