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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66年秋冬之际，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发生了罕见的干旱，并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夏初。
为此，从中央到地方，有组织地投入了井灌（打井灌溉）工程的建设，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
模的井灌建设运动，为抗旱增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当时的形势下，我被临时抽调出来参加这项工作，初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很平常的偶然事件，却意想
不到的是从此与地下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参加井灌工程的建设，有机会与广大的建井队伍一起，获得了许多实践知识。
同时，还必须与地下水打交道，需要进行地下水资源的评价与计算。
记得在参加井灌工作不久，一次座谈会上，大家都希望知道各个地区的地下水资源量（包括可开采资
源量），以便“以水定井”（根据地下水资源量来决定建井的位置、数量、井距和井深等）。
当时各有各的说法，但谁也说不清、谁也没把握。
这是一个十分普遍而重要的问题，深深地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从此在不断的摸索中，考虑到在地表水计算中常用的水量平衡法，将其扩用到地下水计算中，以替代
过去沿用的四大储量法，使之更为明晰与实用，此即地下水资源评价和计算中的水均衡法。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平原地下水资源评价》油印稿编印了多次，最后于1982年正式出版，其
中反映了我对地下水资源评价和计算的粗浅体会和认识。
近几十年来，我国大规模建设各类井泉工程，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卓有成效。
为了配合这一工程的开展，在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初分别进行了全国性的两次水资源评价工作，积
累了许多实践经验，理论水平也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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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重于平原地区浅层地下水资源的评价与计算，包括地下水文学的基本概念、主要定理和常用公
式，地下水计算参数的测试和估计，地下水资源总量和可开采量的计算方法。
以及地下水资源的质量评价等。
简要叙述了平原区深层地下水资源和山丘区地下水资源的评价方法。
为便于不同专业人员的应用，书末附有水文频率计算的分析计算方法。
读者对象为水利、地质、农业、环境、地理、城建和交通等部门的水文水资源工作者，亦可供高等院
校有关专业的师生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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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 地下水文学基础知识1.1 地下水含义简释地表以下的水，统称为地下水。
以潜水面为界，可把地下水分为两个部分：潜水面以上为包气带水或非饱和带水，潜水面以下为饱水
带水或饱和带水。
存在于土壤孔隙内、吸附于土壤颗粒上的水统称为土壤水。
广义的土壤水应指全部土层中所含的水，但在水文学中主要是指狭义土壤水，即地表至植物根系分布
附近这层土壤内的水。
这一层次位于包气带的上部，受气象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很大，其厚度相对较小，它是土壤含水量
的强烈变化带，下面将对此作简要叙述。
先介绍潜水和承压水的含义。
1.1.1 潜水潜水是地表以下第一个稳定隔水层（相对隔水层）以上含水层中的重力水，其表面为潜水面
，相应的水位为潜水位，在此面上所受的压力为一个大气压。
潜水面离地表的距离叫做潜水位埋藏深度，习惯上称为地下水位埋深，或简称埋深。
潜水大都为无压水，具有自由水面，当埋深较浅时，潜水通过包气带与地表相通。
大气降水、凝结水和地表水可通过包气带渗入，直接受到补给。
潜水主要消耗于蒸发、径流和人工开采。
由于潜水位接近地表，易受气象因素和人类活动等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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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下水文学初步与地下水资源评价》是由金光炎所编著，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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