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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流域水循环的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理论·方法·应用》分析了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国内外研
究现状及国际相关研究对我国的启示，剖析了我国流域水污染及其总量控制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流域水循环的水污染物总量控制总体框架和理论基础，建立了基于流域水循环的
水污染物总量控制技术方法，并以湖北武汉汤逊湖流域和长江干流为例进行了实例研究，对构建的理
论、模型和方法进行了验证和分析，最后展望了基于流域水循环的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的研究主题。
　　《基于流域水循环的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理论·方法·应用》可供水污染防治、水文水资源等相关
专业的科研和管理人员以及大专院校的教师和研究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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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1.2 基于二元模式的流域水循环研究　　4.1.2.1 流域“自然一社会”二元水循环的提出　　人类
的历史就是与水斗争的历史，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尤为典型。
人类从纯粹地躲避洪水到主动防御洪水，从开发地表水到大规模开采地下水、跨流域长距离调水和深
度影响土壤水；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人类对自然水循环的逐渐介入过程。
人类对水循环的影响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采食经济阶段、农耕经济阶段、大规模农田灌溉及工业化
起步阶段、大规模工业化与城市化阶段。
　　流域二元水循环模式的提出，不单是一个科学概念的建立，它所带来的是水循环和水资源研究模
式的变革，包括研究视角和研究手段都将发生巨大转变。
　　一元模式下的流域水资源研究，其研究的对象是天然状态下的流域水循环过程，因此研究大多数
是基于“还原”的模式，即采用相关处理方法将人类活动影响予以“剔除”，只剩下一元自然力的作
用结果，具体研究过程可以概括为“实测-还原-建模-调控”。
如我国现行的水资源评价方法中，评价对象是天然水资源量，方法采用的是“还原”结合“修正”的
方法。
一元模式的研究至少存在三方面的明显缺陷：①并非所有的人类活动影响都能被“分离”和“剔除”
，即还原的项目和内容往往是不完全的，还原结果也并非纯粹的一元驱动结果。
②还原的处理方式消除了人工驱动对于天然水循环过程的动态加速作用，也消除了二元驱动互为反馈
的内在机制。
③人类活动对流域水循环的影响有许多是不可逆的，而且会继续发生作用，还原出的“天然”水资源
量是一个虚拟量，不利于对未来水资源开发利用实践的指导。
　　与一元模式截然不同的是，二元模式研究的出发点首先是识别流域水循环过程中的人工作用，然
后在实测信息中将天然驱动项和人工驱动项进行分离，同时保持二者间的动态耦合关系，进而研究未
来时期内两类分项的演进规律。
对于不同时间断面的流域水循环实际演化结果，只需要将相应时间断面上的二元驱动项的演进结果进
行实时耦合，即可得到流域水循环的实际演进结果。
二元模式对于水循环研究过程可以概括为“实测-分离-耦合-建模-调控”。
所谓分离，是指在实测水文量中识别自然要素与人类活动影响各自的贡献。
所谓耦合，是指对分离后的各项参量保持其间的动态联系。
如对地表水开发利用所形成的社会循环的影响计算，将社会循环圈概化成取水（蓄、引、提）、输水
、用水、耗水、排水五个基本环节，然后定量计算每一环节的蒸发与渗漏项，并将其耦合到天然“坡
面一河道”主循环中（如下渗补给地下水，地下水侧渗补给河道），通过对每一环节具体类型的蒸发
、渗漏进行计算，可以对地表水侧支循环从起始点到回归点进行定量描述。
可以看出，二元模式既确立了流域水循环过程中的人工驱动力作用，同时保持了流域水循环过程中的
天然驱动和人工驱动的动态映射反馈关系，是一种面向强烈人类活动干扰下的现代水文认知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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