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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黄河是我国第二大万里巨川，源远流长，历史悠久。
黄河流域自然资源丰富，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沃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黄河哺育了中华民族，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黄河仍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黄河是世界上闻名的多泥沙河流，具有“善淤、善决、善徙”的特点。
从西汉以来的2000多年间，黄河下游有记载的决溢达1000余次，其间还有多次大的改道。
在华北平原上北至津沽、南达江淮纵横25万平方千米的广大地区，到处都有黄河改道和泛滥的痕迹，
因而也有人称它为“中国之忧患”。
自古以来，黄河的治理与国家的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紧密相关。
为了除害兴利，我国人民对黄河进行了长期的认识和治理。
从大禹治水开始，历代治河专家和广大人民在长期治河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许多治理方
略，留下了大量的治河典籍，为推动治河方略和治河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史为镜可以知成败，认真研究和总结历史上治河的经验、教训，对改进和完善今天的治河方略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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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列举了历史上不同时期主要的治河方略，分析了它们成败得失的原因；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黄河治理取得的巨大成绩以及治河方略的演进和发展；作者还对今后黄河治理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设
想。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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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渭泾，男，1941年5月生于河南省开封市。
1961年毕业于黄河水利学院。
从事水文、勘测、防洪等黄河治理工作40余年，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河南黄河河务局局长等职。
当选为政协河南省委员会第八、九届常委，任农业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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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随着人类的进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知识的积累和传承，人们逐步地发现和掌握
了解读地球及其历史的方法。
早在公元11世纪到12世纪，北宋卓越的科学家沈括和南宋哲学家朱熹，对化石的本质、沉积、成岩、
构造变动等一系列地质作用就有正确的认识和表述，比起欧洲出现类似的思想要早400～500年。
但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后，欧洲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系统的、科学的地球观首先从欧洲
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
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地质力学、海底扩张和大陆板块漂移学说等就像一把把神奇的钥匙不断地开启着
通向地球奥秘的大门。
例如在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形成之后，人们通过对同位素衰变情况的测量可以相当准确地测定岩石形成
的年代，这就给不同的岩层标注了时间坐标，为地球历史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再如广泛分布于地球表层的沉积岩、沉积地层，也为地球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地表岩石经过风化形成的碎屑，被水流或风挟带并在海洋、湖泊或盆地沉积起来，年复一年层层覆盖
，就会按年代的顺序叠加起来，有的经过长期的演变，形成沉积岩。
这些化石不但提供了它们形成的年代顺序，而且蕴藏了大量的古气候、古生物以及构造运动的信息，
有人把它称为地质历史的书页。
地质学家通过它们可以了解地球的历史面貌，判断构造运动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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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览长河:黄河治理及其方略演变》：黄河水利委员会治黄驻足出版资金资且出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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