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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土地和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资源，它们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
关系。
长期以来，受学科和专业设置、教学学时计划等多种因素的限制，水资源规划与管理、土地资源规划
与管理、水能资源规划与管理在高等学校相关专业大多是根据各自不同的需要分别开设。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流域为单元的水、土地与水能等资源统一规划与综合管理
，已成为当今流域管理的新需求和水资源科学发展的新趋势。
“宽口径、厚基础”开始成为人才市场的基本需求和我国高等教育的新特点。
过去专业划分很细，按小专业编制教学计划与教材的模式开始面临按大类招生和授课的挑战。
为此，全国水利水电专业指导委员会于1998年将“农业水资源规划与管理”列为农业水利工程专业大
学生主干课程之一。
1999年开始组织国内多年从事水、土地、水能资源规划与管理的有关专家学者编写。
近10年来，我们根据流域和区域规划与管理的不断发展与迫切需求，结合农业水利工程和水文与水资
源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等专业多年教学实践，不断修改、充实与完善，首次比较系统地综合介绍了水
、土地、水能资源规划与管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以满足高等学校水利类专业教学和相关规划设计及
管理等生产实践之需要。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武汉大学邵东国（第一至三章、第五至十章），蔡树英（第三章、第六章），崔远
来（第二章），洪林（第三章），王修贵（第十章），邱元锋（第一章、第四章、第十章），华中电
网调度有限公司孙新德（第五章、第八章）。
全书由邵东国主编与统稿，研究生顾文权、邓宇杰、周琼、王文雪、刘丙军、黄显峰等也参加了部分
统稿与材料收集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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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水、土地、水能资源综合规划与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全书共分10章，包括绪论、水土资源规划与管理理论基础、水资源评价、土地资源评价与规划、水库
兴利调度理论与方法、农业水资源规划、城市水资源规划、水能资源利用规划、跨流域调水规划及水
土资源综合管理等内容。
    本书可作为农业水利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等水利、农业院校的专业教学用书，
亦可供从事水利水电与土地利用等工程规划、设计、管理实际工作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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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水土资源的概念及特征一、水资源概念及特征淡水资源是地球水圈的基本
构成部分，是所有陆地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可以更新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水资源一词很久以前已经出现，国外更早一些，但由于水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降水、地表水、-土
壤水、地下水等，且相互之间可以转化；水具有流动性、侵蚀性和许多化学特性；事关经济、社会、
生态、环境等部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生态环境的控制性因子等多种因素影响，对水资源
含义的理解往往各不相同。
1894年，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设立了水资源处，其主要业务是观测地表河川径流和地下水。
因此，他们认为水资源主要是陆面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总称。
1963年，《英国水资源法》中定义水资源为“具有足够数量的可利用水源”。
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世界气象组织（WMO）共同制定的《水资源评价活动一
国家评价手册》中，定义水资源为“可资利用或有可能被利用的水源，但应具有足够的数量和可用的
质量，并在某一地点为满足某种用途而被利用”。
1987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水文科学卷中，水资源被定义为“地球表层可供
人类利用的水，包括水量（水质）、水域和水能资源，一般指每年可更新的水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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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土资源规划与管理》讲述了水、土地和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资源，它们之间存在着
十分复杂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关系。
编者根据流域和区域规划与管理的不断发展与迫切需求，结合农业水利工程和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水
利水电工程等专业多年教学实践，不断修改、充实与完善，首次比较系统地综合介绍了水、土地、水
能资源规划与管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以满足高等学校水利类专业教学和相关规划设计及管理等生产
实践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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