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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特别说明，本系统中所有内容都受版权保护，并保留所有权利。

中文摘要 本书系统介绍了与淮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承载能力相关的基本知识、理论和应用研究成果，主要
有三部分内容：①淮河流域基本情况和水环境面临的问题，包括淮河流域概况、水质变化分
析、水环境问题及研究进展、水功能区划及纳污能力；②淮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承载能力的理论
方法及应用成果，包括水环境综合承载能力的概念、计算模型、淮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承载能力
计算过程以及提高水环境综合承载能力的优选方案；③提高淮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承载能力的综
合对策，主要包括淮河流域合理发展模式、生态学措施、洪水资源化措施、水土保持措施。本
书提出的水环境综合承载能力的理论与计算方法，以及提高淮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承载能力的对
策，对解决国内外其他流域的水资源保护问题，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可供研究和关心淮河流域的各专业人士所参考，也可供从事水资源、水环境、水利工程、
地理、资源、环境及有关专业的科技工作者和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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