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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水文学是水文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它着重研究城市及

周围地区的水分循环，水的运动变化规律以及水与城市人群

的相互关系。城市化地区人口集中，工厂与建筑物林立，地

面透水性能降低，废水浓度和排放量增大，排水速度加快等

因素势必引起城市地区水体环境(水量和水质)的变化，从而

产生城市地区特有的水文问题。如城市地区的给水水源问题

，城市及其下游的洪水排放问题，城市地面积水问题和城市

水体的污染控制问题等，使水文变化规律和水资源的开发管

理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起，城市水文和

水资源的研究在英、美等发达国家有了很大的进展。 我国径

流总量不算少，居世界第六位，但由于入口众多、幅员辽阔

，人均水资源量仅2500～2600m3／年，居世界各国之中后，

加之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大部分地表水和相当一部

分地下水遭受严重的次生污染，致使我国的水质污染发展很

快，很大程度上剧了水资源的不足。由于城市化使原来非常

缓慢的自然进程大大加速，使水资源不足和水质恶化问题在

城市地区显得尤为突出。我国现有城市中，因水源不足或水

质恶化而缺水的城市近2／3，给城市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影

响。为适应21世纪我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

以新的观点来研讨城市地区的水文问题。 1．1 城市水文学的

特征及研究方法来源：www.100test.com 城市水文学的主要特

征有两个：综合性和动态性。 虽然水文现象都是关于水的物



理化学生物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由于城市地区空间和

时间的尺度都很小，其水文要素的响应过程十分敏感；另一

方面，城市化使环境的改变十分显著。这两方面原因要求城

市水文研究更精细，且须考虑过程中所涉及的各项影响因素

及其相互之间的作用，这就需要建立具有物理基础的、分布

式的模拟模型来替代在流域水文学中常用的、经验性的和集

总式的模型。 在城市水文研究过程中，还得打破水文工作中

一些传统的分科界限，如水量与水质，地表水文与地下水文

，市区水文与流域水文等分科界限。城市水文工作往往是把

这些内容综合在一起，很难划分。城市水文观测和实验的站

网布设、测验手段、仪器设备、测验方法等，都必须充分考

虑上述各个方面的需求，体现出城市水文的综合性特征。 城

市水文学的另一特征是“动态性”。由于城市地区人口和物

质高度集中，社会经济、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使水环境发生

异常迅速的变化。一个自然流域的演变是缓慢的，一般是以

地质年代为尺度的，可将其水文过程作为“准平稳过程”来

进行研究。在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时，都是针对某种稳定的水

平进行研究，并认为整个环境处在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而

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水及其环境都处在“

动态”中，分析研究城市地区的径流量、水质及雨洪过程都

需要考虑这种动态性。具体来说，必须考虑在资料观测期间

内城市环境已有的变化，及其对各种水文要素响应过程的影

响。因此，需要同时量测或调查与城市化有关的资料，并不

断更新，在这方面航空和卫星摄像已得到广泛应用。另一方

面，还得考虑城市化以后的发展趋势，研究环境演变的规律

，作为建立各种预测模型的基础。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从城



市地理学的观点出发，城市化过程体现在土地利用情况的变

化上。城市水文研究常常调查土地利用变化对水质和水量的

影响。我们可应用三种基本手段来检验这些变化： (1)上下游

对比。上下游对比要求把城市地区河流的上游与同一条河流

下游所收集的数据加以比较，这一方法必须注意上下游之间

是否有支流汇入和地质变化。应用上下游对比方法，研究流

域城市土地利用的变化，可以得出十分清楚和基本确切的论

据。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2)前后期对比；前后期对比方法

是把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前后数据进行对比。这一方法

所得成果的缺陷是研究者不能截然分开一个时期暴雨对另一

时期暴雨的影响，拉扎罗1976年曾采用非参数统计学方法以

试图消除降水的影响。 (3)流域对比。流域对比方法必须对两

个或两个以上流域的水文数据进行对比。其中一个流域是城

市，另一个流域是农村。两流域同期数据的每一个变化都可

作为土地利用变化的指标。如果应用恰当，流域对比方法会

产生有益的结论。然而，相比较的流域气候必须相似，地质

条件应当相同。而且，在整个研究期间，农村土地利用必须

稳定、少变。 1．2城市化对降雨的影响 1．2．1 城市化对降

水量的影响 城市化对降水量的影响，不仅是城市水文学，而

且也是城市气候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城乡降水观测资料

的基础上，可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研究城市化对城区降雨

的影响。 (1)城市化前后对比。特拉维夫市附近有8个能长期

观测记录的气象站。因该市位于地中海气候区，每年从11月

份开始降水。11月份降水量占全年降水总量的12％

。1901-1930年特拉维夫尚未城市化，而19311960年其城市化

发展速度甚快。单就11月份降水量而论，后30年比前30年增



加了16％。各站的年降水量，近30年来增加了5％一17%左右

。 帕露波对意大利那布勒斯城的降水历史资料进行分析时指

出，在18861945年这一长时期中，那布勒斯的降水量没有明

显的变化，但是近30年即1946--1975年，随着那布勒斯城市化

的发展，降水量比前一时期增加了17％左右。 (2)同时期城市

与郊区的平行对比。莫斯科、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厄巴

拉及圣路易斯等城市的降水量都比其附近郊区多。其年平均

降水量的城乡差别如表81所示。德国的不来梅市市中心与相

距1．5km的港区相比，15年平均年降水量相差 16~,6，苏联莫

斯科市19101962年与郊区库兹巴斯站相比相差／11％。 引起

城市降水量变化除有城市化因素外，还有地形和区域气候的

变化因素。因此，对历史资料作对比时，必须滤去区域气候

变化这一因素的影响。 相关推荐：城市防洪排涝工程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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