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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公报公布的项目成果为２００６年经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组织验

收或鉴定的水利科技项目成果。公报收录了１２４项成果。这些成果涵盖了

水文水资源、防洪减灾、农田水利、水土保持、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水

工结构与材料、泥沙及江湖治理、工程建设与管理、岩土工程、水利技术

设备、信息技术应用等领域。其中许多成果已广泛推广应用于生产实际，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及环境效益，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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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公报收录了２００６年经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

组织验收或鉴定的１２４项水利科技项目成果。这些成果

涵盖了水文水资源、防洪减灾、农田水利、水土保持、

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水工结构与材料、泥沙及江湖治

理、工程建设与管理、岩土工程、水利技术设备、信息

技术应用等领域。这些科技项目中，国家计划资助的项

目有４１项，省部级计划资助的项目有７０项，计划外项

目１３项；这些项目成果中，有３７项成果通过成果鉴

定，其中５项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２０项成果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１２项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或国内先进水

平。许多成果已广泛推广应用于生产实际，做出了贡

献，不仅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及环境效益，而且提

高了水利科技的整体水平，促进了我国水利科技进步和

水利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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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文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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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黄河流域水资源演变的多维临界调控模式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１９９９０４３６０８

获奖情况：２００６年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该项目针对黄河流域存在的水资源短缺、水灾害严重和生态环境恶化等三大问题，统筹考

虑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考虑已建、

在建和规划的工程措施以及各种调控手段，建立了４个水平年的水资源调控方案集，开展了水

资源多维临界调控和综合评价的理论研究、模型建立和求解，开发了会商控制系统和评价系

统，提出了黄河流域水资源多维临界调控模式和可再生性维持的科学对策。

该研究成果对于黄河治理的宏观战略研究、规划和管理等工作，对实现流域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持黄河的健康生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该项研究具有以下创新性成果：

１．首次提出了水资源多维临界调控理论。在分析水资源多维临界调控的特征和机理的基础

上，将临界控制论、协同学理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等有机结合，应用水资源系统复杂度、有序

度、系统熵等概念与方法，建立了水资源多维临界调控模型体系和求解方法。

２．提出了由水资源利用效果、发展可持续性水平、调控风险组成的流域水资源多维临界调

控方案综合评价的新理论，将多准则决策理论、人工神经网络原理、蒙特卡罗模拟技术有机结

合，建立了流域水资源多维临界调控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

３．研究并构建了黄河水资源多维临界调控的目标，提出了黄河流域水资源多维临界调控方

案和措施。

４．研制开发的黄河流域水资源多维临界调控会商控制系统和调控方案评价系统，为黄河治

理开发、宏观战略研究、规划和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和集成平台。

５．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工程管理、政策法规等方面，提出了黄河流域水资源多维临界

调控模式和２１世纪黄河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科学对策。

该成果整体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并在黄河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和黄河水量调度等多个

方面得到应用，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显著，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西安理工大学、郑州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陈效国、石春先、张会言、王煜、王海政、黄强、吴泽宁、侯传河、畅建霞、丁大发、

王道席、彭少明、左其亭、张新海、佟春生、王新玲

单位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１０９号　　　　　　邮政编码：４５０００３

联 系 人：彭少明 联系电话：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３６１７

传 真：０３７１ ６５９７１８５６ 电子信箱：Ｐｅｎｇｓｈｍｉ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３



成果名称：黄河宁蒙河段冰情预报研究及系统开发

任务来源：计划外项目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该项成果建立在ＧＩＳ平台上，应用气候学、水文学、热力学、河冰水力学、神经网络等理

论开发的集冰情预报、气温预报、槽蓄水量计算、桃汛水量预报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实时预报

系统。该系统为黄河宁蒙河段防凌减灾提供了实用的业务运行平台。

该项成果主要创新点如下：

１．基于神经网络原理，并结合冰情预报数学模型首次建立了黄河宁蒙河段实时冰情预报方

法和模型，可综合分析影响冰情发展的热力因素、动力因素、河道状况、上下游河道等对冰情

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２．建立了中长期气温的定量预报方法及模型。对宁蒙河段各站冬季逐日气温进行定量预

报，为冰凌要素预报提供了依据。预见期为１０天的冬季逐日气温定量预报具有创新性。

３．研发了集成气温预报、改进人工神经网络模型、逐步回归和灰色系统等多种方法为一体

的冰凌实时预报系统，实现了与实时冰情数据库的动态链接和基于ＧＩＳ地理信息系统的查询

功能。

该项成果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对复杂河流条件下的冰情预报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该项成果应用于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黄河宁蒙河段冰情预报，效果良好，取得显著的社会和经

济效益。系统具有可扩展性和自适应性的特点，能够推广到黄河中下游河段的冰情预报中，可

供其他河流的冰情预报借鉴。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主要完成人员：杨开林、霍世青、饶素秋、王涛、郭永鑫、王庆斋、王春青、温丽叶、杨特群、邬虹

霞、彭梅香、乔清松、陈冬伶、郭新蕾、郭亮

单位地址：北京市复兴路甲１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杨开林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７２５，６８７８１３９２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３８６８５ 电子信箱：ｙｋｌｃｉｗｈｒ＠ｓｏｈｕ．ｃｏｍ

４



成果名称：地下水资源规划与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３ ０５

获奖情况：

我国地下水资源的开发利用量居世界第３位，某些区域过度开采，引发了地下水位持续下

降、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目前地下含水层回补和高效利用方面研究缺

乏系统性，因此，地下水库规划与建设作为地下水资源规划与利用的关键技术之一，对其开展

专项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实际应用前景。

该项研究在搜集和分析国内外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地下水库的概念、功

能和分类；分析了我国地下水库的区域分布特征，指出了适宜建设地下水库的地区；并且完成

了吉林省西部地区洮儿河冲积扇、山东省济宁市和黑龙江省大庆市的地下水库规划与建设的研

究工作。

该项成果的主要创新点为：

１．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地下水库的概念、功能和分类。

２．首次较为全面地提出了地下水库由６个子系统构成，阐述了各个子系统的功能，论述了

规划与建设中的关键问题。

３．重点研究了人工补给、地下储存、人工调控和地下水库防渗等关键技术问题。

４．以３个典型地区为例，采用三维地下水流模拟技术确定地下水库的库容，研究了地下水

位降落漏斗的时空变化规律、地下水人工调蓄的控制水位和调蓄方案，取得了良好效果。

该项成果整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李砚阁、束龙仓、刘玉峰、杜新强、黄菊、卞锦宇、温忠辉、陈海军、李伟、崔信民、

徐澎波、韩华强、慕山

单位地址：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李砚阁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５２１

传 真：０２５ ８３７２２４３９ 电子信箱：ｎｙｊｉａ＠ｎｈｒｉ．ｃｎ

５



成果名称：水环境可持续发展标准体系及其相关政策和关键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２ＤＥＢ２００７９

获奖情况：

该项目针对我国水环境管理与标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水环境标准体系和承载能力的深入

研究，提出了水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标准体系。对我国水资源的保护、水污染的防治，具有重要

意义，并取得了以下成果：

１．总结分析了我国涉水行业水环境标准体系现状与问题，提出水环境卫生标准是国家水环

境标准体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水环境标准体系的内涵和覆盖面有所拓宽，拓展

的国家水环境标准体系宜为 “六类、三级”体系。

２．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开发了水环境信息管理系统，并用于全国部分重点水质测站；初步建

立了水环境遥感监测评价信息系统，对石羊河流域的水资源环境进行了分析研究，初步实现了

对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管理与分析。

３．建立了水环境承载能力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选取了评价模型。以黄河万家寨水库及

其上游、于桥水库和白洋淀为案例，研究了水环境承载力，并进行了科学评价。

４．收集、分析、比较了欧盟、美国、日本与我国水环境管理的标准体系、法律法规与有关

政策，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５．构建了我国水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标准体系框架，编制了水环境可持续发展标准体系技术

文件。

该项成果的主要创新点：

１．提出了国家水环境标准体系新概念，将水环境卫生标准纳入其中，建立了 “六类、三

级”标准体系，构建了国家水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标准体系框架。

２．首次建立了河流型、库塘型、湖泊型三种水体 （湿地）类型的水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

体系。

该项成果总体上具有国内领先水平，其中水环境承载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新颖性、综

合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该项研究成果在实践中得到有效应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对开展水环境标准化工作

具有指导作用。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首都

师范大学、中国标准出版社

主要完成人员：李贵宝、周怀东、郝红、彭文启、乔平林、邹晓雯、王卫东、傅桦、刘晓茹、李振海、

杜霞、王雨春、王健、李建国、高娟等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科技园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邹晓雯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９７２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７２７７８ 电子信箱：ｚｏｕｘｗ＠ｉｗｈｒ．ｃｏｍ

６



成果名称：水文测报先进技术成果在高寒区的推广应用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ＴＧ０３０３

获奖情况：

该项目针对我国高寒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和经济基础薄弱等特点，以及常规人工

水文测验设备的测试方法难以施用，水文测报技术发展缓慢的现状，引进ＥＫＬ—３全自动缆道

综合测验系统，配套了ＬＡＨ—２遥控采样器和 ＷＦＺ—２电话远传浮子式水位计，加以完善的后

续开发，以达到了改善测报条件、实现水文测站自动化的目标。

ＬＡＨ—２型遥控采样器可通过缆道工作索和水体传递信号以实现遥控取样。该装置的主要

特点是操作人员在缆道操作房内监控采样器水下工作系统的状态并能对其遥控关仓，适用于任

何形式的水文缆道，特别是自动化水文缆道。

ＷＦＺ—２型电话远传浮子式水位计通过电话网采集水位，可与计算机直接通信，也可通过

电话线把数据传输到任意地方，综合解决了水文参数的自动测报、存贮、整编等工作。

上述技术已在黄河上游上诠、循化两站成功应用，实现了在高寒地区水文要素的自动测

报，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测验精度，减轻了劳动强度，增强了安全保障。

该技术的应用推广促进了西部地区水文测报现代化进程，社会和经济效益显著，在同类地

区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主要完成单位：黄委会水文局

主要完成人员：王玲、张留柱、鲁承阳、王玉明、张红平、王洪彦、刘根生、刘九玉、杜军、霍小虎、

扬向辉、文静平、张春岚、陈志凌、刘福琴等

单位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城北路东１２号 邮政编码：４５０００４

联 系 人：王玲 联系电话：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３３１９

传 真：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８０５７ 电子信箱：ｗｌｙｒｃｃ＠ｓｏｈｕ．ｃｏｍ

７



成果名称：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及专家决策支持系统研制

任务来源：“十五”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ＺＺ０２ ０３ ０５ ０１ ０２

获奖情况：

该专题研究面向南水北调工程东线段的大汶河、东平湖到济南段、济平干渠和济南市，开

发了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及专家决策支持系统。

该项目的主要成果及创新点如下：

１．建立了面向大汶河流域的、基于ＧＩＳ的分布式三水源新安江模型，相对于传统的三水源

新安江模型，具有智能化特点，有较高的模拟与预报精度。

２．建立了需水预测的成因分析数学模型和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在生态需水预测中，提出了

一种新的河道临界生态需水计算方法。

３．建立了不同于传统的供需平衡分析的新的供需水分析模型，应用于济南市，为全区构建

水资源安全供给体系和制定宏观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４．建立了南水北调工程东线胶东供水区 （东平湖到济南段、济平干渠）的水资源年内最优

分配数学模型和对来水量进行实时调度的数学模型以及需水动力学模型。

５．通过ＧＩＳ平台和数据库，实现了上述模型运行时的有机集成。

该系统在决策模型软件开发和平台系统建设方面，充分吸收了国外先进技术，又与我国实

际相结合，具有较好的通用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该项研究成果首先在山东省南水北调工程济平干渠得到应用，运行良好。将进一步应用到

南水北调山东段以及胶东输水干线工程，推广前景良好。

主要完成单位：山东省南水北调建设管理局、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

主要完成人员：耿福明、白玉慧、田质胜、贾乃波、韩其华、朱庆利、刘长余、李明霞、祝凤山、杜

守建

单位地址：济南市历山路１２１号 邮政编码：２５００１４

联 系 人：田质胜 联系电话：０５３１ ８６５６５６７２

传 真：０５３１ ８６９７４０６１ 电子信箱：ｔｚｓｈ＠ｓｉｎａ．ｃｏｍ

８



成果名称：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及专家决策支持系统

任务来源：“十五”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ＺＺ０２ ０３ ０５ ０１ ０１

获奖情况：

该项目依托太湖流域水资源实时监控系统，通过数据中心建设、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研究

和应用以及３Ｓ技术的应用研究，开发了面向太湖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及专家决策支持

系统。其主要成果为：

１．在完成对太湖地区水资源信息的数据汇集和数据挖掘的同时，进行水资源优化配置和调

度系统的研究，经过多次试验，最后确定相关的参数和边界条件，完成水资源优化调度模型。

计算表明，模型的计算结果符合太湖流域的实际情况，其计算结果将对太湖流域的水资源调度

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２．采用当前主流的软件分层架构、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技术和ＸＭＬ交换标准，有效地集成了第三

方应用软件，实现系统的有效融合，完成了 “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及专家决策支持系统”的整

体建设。

系统具有以下创新点：

１．基于 ＷＥＢ方式的水资源一体化综合管理和地理信息服务。

２．基于数据中心和组件式的框架结构建设系统，实现信息共享、并具有可扩展性。

３．系统采用将专业模型和信息技术相结合，实现业务系统的有机整合。

系统在信息共享、组件开发、３Ｓ技术、系统整合和集成以及水资源优化配置和调度等方面

有一定的创新。其中，模型研究方面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通过系统建设，为水资源的合理分配

和调度提供决策，使节约用水和水资源效益最大化，系统将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

广阔的市场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北京江河瑞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河海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刘春生、吴浩云、刘子豪、戴�、林荷娟、田盛华、董增川、唐宗仁、肖艳芬、陆宝

宏、定胜祥、孙海涛、罗炳林

单位地址：上海市纪念路４８０号 邮政编码：２００４３４

联 系 人：林荷娟 联系电话：０２１ ３５０５４９９９ １７１１

传 真：０２１ ６５４４９８５０ 电子信箱：ｌｉｎｈｅｊｕａｎ＠１６３．ｃｏｍ

９



成果名称：水量自动监测及计量装置

任务来源：“十五”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ＺＺ０２ ０３ ０５ ０２

获奖情况：

该项目通过应用国际上最先进的超声波时差法、声学多普勒技术，进行大型河道、渠道流

量在线自动监测；开发自动流速 面积法测流装置，实现小型渠道 （＜２０ｍ）上的实时在线测

流。将上述技术综合集成适用于我国南水北调工程的流量自动监测装置，可自动监测流量，通

过不同通信方式送到系统中心站，实现无人值守、自动工作，为水资源优化配置、实时监控和

科学调度提供及时、准确、可靠的信息，实现流量监测与调度管理的自动化。

该项目的创新性在于进行了多项技术集成，研制的具有多种通信方式 （ＰＳＴＮ、ＧＳＭ、

ＶＨＦ、ＳＡＴ等）和多种信号数据采集口的数据采集与传输平台，将测到的瞬时流量和累计流

量实时地发往各级调度中心，实现了系统对流量自动监测，实时监测输水量。

该项目采用引进关键技术和部件，进行消化吸收、合作生产的产品，平均售价只有国外同

类产品的６０％，并符合我国水文测量规范，售后服务更有保障，所形成的国产化产品均可填补

国内空白，并适合现有的水文测验体制和测验标准。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江汇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水利部重庆水文仪器厂、水利部南京水利水文自动化研

究所

主要完成人员：孙京忠、陈锡林、王吉星、黄海田、李幸福、陈显荣、张华章、丁强、邵军、陈敏、李

全健、唐跃平、江伟国、牛睿平

单位地址：南京市铁心桥大街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１２

联 系 人：陈敏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５２８９８３１６

传 真：０２５ ５２８９８３１５ 电子信箱：ｃｈｅｎｍｉｎ＠ｎｓｙ．ｃｏｍ．ｃｎ

０１



成果名称：开辟黄河南干流 （借渭通黄）可行性探索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２ １４

获奖情况：

该项目运用资源水利的理念，切实开展旨在基于 “借渭通黄、拯救渭河”的理念，开展了

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的探索研究，对营造新若尔盖湖进行了初步研究，就新若尔盖湖作为南水

北调西线工程龙头调蓄水库和生态工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初步论证，并在国家测绘地图

上勾画了总隧洞里程最短的主体线路。项目研究在以下方面具有创新和进展：

１．提出 “开辟黄河南干流”的创新构想。将 “引黄入洮济渭”而东去天水、宝鸡、西安到

达潼关的 “借渭通黄”新流程称为 “黄河南干流”。可实现从渭河上游的鸳鸯镇榜沙河口与首

阳镇秦祁河口总共为渭河年增补客水约３５亿ｍ３。

２．对在黄河首曲地区 （海拔３４００余ｍ）营造新若尔盖湖进行了初步研究。提出并布局在

新若尔盖湖的北沿辟建黄河南干流的源头取水区。初步论证了新若尔盖湖可构成整个南水北调

西线工程的龙头调蓄水库并同时可成为 “环境友好”的生态工程。

３．发现并提出在若尔盖县河它乡修建若尔盖湖引水式电站，可为藏区年创收上亿元。

４．提出两条 “由湖入果”的３４ｋｍ隧洞。

５．提出 “由洮洮”的比选输水线路并作出初步探索性方案。经车巴沟入洮的越岭隧洞从白

龙江赛伊阔合峡至车巴沟总长３３ｋｍ，隧洞可在麻尔自然分为６．５ｋｍ和２６．５ｋｍ两段。经贡去

河入洮的越岭隧洞为 “从红星西至碌曲也尔入渭”调水布局的组合式调水线路，并提出一条独

立调水线路。

６．找到了并在国家测绘地图上落实了总隧洞里程最短的开辟黄河南干流工程主体线路，隧

洞总里程为７０ｋｍ 左右，隧洞工程总投资的上限仅为１１７．８６亿元。并确保可实现全程自流

输水。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向华龙、沈珠江

单位地址：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向华龙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９５５２

传 真：０２５ ８５８２９５５５ 电子信箱：ｈｌｘｉａｎｇ＠ｎｈｒｉ．ｃｎ

１１



成果名称：黑河水量、水质实时监测系统引进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２０４

获奖情况：

为实施黑河流域水量，水质统一调度，优化配置黑河流域水资源，本项目引进了国外先进

的水量水质实时监控系统，包括声学多普勒流速仪、雷达测速仪、ＨＡＣＨ ＣＯＤ 测定仪、

ＹＳ１５５６多参数测定仪等测试设备，并进行野外试验和精密度试验，进行适用性和一致性比测

试验，确认设备和方法的可靠性和适用性，取得了较良好的成果。

该项目研究解决的关键技术及主要创新点：

１．实现了黑河干流水量、水质同步监测，取得了大量可靠的水量、水质数据。

２．创造了移动监测的设备配置模式和作业模式，及水量、水质监测的移动监测技术。

３．实现了对黑河主要渠道流量在线连续自动监测和无人全自动监测。

４．实现了对主要分水口断面，渠道固定断面实时快速、正确、移动监测。

该项目为流域水资源管理提供了及时，可靠的数据，为建设节水型社会做出了贡献，获得

了较好经济、社会和生态与环境效益，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主要完成单位：黄河水利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员：任建华、李良年、吴青、权毅荣、楚永伟、张留柱、渠康、陈连军、李鹏、田水利、石

培理、谈小平、宋海松、郭正、熊欹、张媘、于波、刘文、陈晓磊、侯淑敏

单位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庆阳路４５８号 邮政编码：７３００３０

联 系 人：于波 联系电话：０９３１ ８４２８５６８

传 真：０９３１ ８４２８１０８ 电子信箱：ｊｉａｎｈｕａ＿５６＠ｓｉｎａ．ｃｏｍ

２１



成果名称：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及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３０２

获奖情况：

该项目采用遥感影像图与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管理等功能，基于ＳＷＡＴ模型模拟黄河湟

水流域的水循环过程及其各个要素，对湟水流域的水资源进行综合评估，为湟水流域水资源综

合规划，水土流失治理，水资源合理开发和配置、有效保护、高效利用，提供了技术依据和重

要支撑。

该项目建立的湟水流域水土流失预测预报模型，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以及湟水流域水资

源评价成果等已投入应用，效果较明显。

该项目全面完成计划，在水资源综合评估中应用ＳＷＡＴ模型取得了进展，引进的ＴＮＴ遥

感图像处理和地理信息系统软件，所建立的流域水土流失预测预报模型具有实用价值，取得较

好进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引进的设备、模型及软件已在湟水流域水资源评价、水资源综合规划以及流域水土流失防

治工作中得到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具有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

主要完成单位：青海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员：李润杰、严鹏、贾绍凤、王浩、刘德俊、孙海兵、冯玲正、王文卿、燕华云

单位地址：青海省西宁市昆仑路１８号 邮政编码：８１０００１

联 系 人：李添萍 联系电话：０９７１ ６１６１２１７，６１６１４１３

传 真：０９７１ ６１６１２１７ 电子信箱：ｒｊｌ＠ｓｏｈｕ．ｃｏｍ

３１



成果名称：牧区水资源持续利用模式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技术创新与转化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２１３

获奖情况：

我国牧区分布广泛，新疆是牧业发展的重要地区。针对牧区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其水

资源可持续利用模式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项目开展水均衡理论和水平衡方法的研究，以建立小区域的人口牧草种植示范基地为单

位，实现区域性 “水—草—畜”系统的平衡。为制定科学合理的牧区水利发展战略，改善牧区

生态环境，实现牧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的重点，通过建立小规模示范基地，应用节水灌溉技术，进行牧区水利建设，改良牧

草人工种植，推行人工舍饲、半舍饲圈养，退牧还草，保护天然操场，依靠大自然的自我修

复，改善草原生态，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畜牧业增长和牧民增收，意义重大。

主要创新点：

１．流域的 “水—草—畜”系统平衡方法。

２．水工牧草种植典型实验区发展模式。

３．节水灌溉实现途径等研究有一定创新。

通过成果的推广应用，农牧民人均年收入增长８００～１２００元，具有明显经济效益，对改善

牧区生态与环境，发挥大自然自我修复牧区生态作用明显。

主要完成单位：新疆昌源水利水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孙家海、王阿平、陆晓辛、杨伟民、陈频高、贺志博、蒋开军、耿建刚、王相民

单位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于田街１１９号 邮政编码：８３０００

联 系 人：季伟 联系电话：０９９１ ５８２２７７６

传 真：０９９１ ５８４８７２３ 电子信箱：ｘｊｃｙｊｔ＠１６３．ｃｏｍ

４１



成果名称：沧州市苦咸水淡化技术应用推广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ＴＧ０３０７

获奖情况：

河北省沧州运东地区人畜引水困难，水资源短缺已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持续增长。但是该

区域地下水蕴藏有丰富的浅层地下水资源。因此，开展苦咸水淡化技术推广应用的研究具有一

定的使用价值。

该项目从苦咸水淡化的电渗析原理、工艺流程、反渗透工程原理和工艺流程的技术应用出

发，对河北省沧州市提出了苦咸水淡化的技术处理的原则和技术方法，具有实用价值。

苦咸水淡化的技术比较成熟，咸水淡化的成本核算也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积极推广苦

咸水淡化技术，关键是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运用时常机制，加强政策引导，强化管理，因地

制宜。

该项目研究是我国东部地区苦咸水淡化技术推广应用的典型范例之一，对我国其他地区尤

其是西部地区苦咸水淡化技术的推广应用更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完成单位：河北省沧州市水务局

主要完成人员：李文章、胡延博、冯同普、蔡瑞芹、张丽莉、胡荣花、刘俊龙、赵卫国、李少华

单位地址：河北省沧州市交通大街８号 邮政编码：０６１００

联 系 人：胡延博 联系电话：０３７１ ７９２７０４１，１３８３３７２８５１０

传 真： 电子信箱：ｃｚｈｙｂ＠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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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洪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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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湿地蓄、滞洪水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０ ４９

获奖情况：

该项研究在进行大量的基础资料监测、收集、整理与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长期的野外

试验研究成果，提出了 《湿地蓄、滞洪水技术研究》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实验研究区概况；

湿地调蓄洪能力研究；湿地滞洪及消减洪水峰谷能力研究；湿地生态需水等。

该研究成果的主要创新点：

１．采用时间序列分析及对照法并结合ＲＳ、ＧＩＳ等技术，对湿地蓄洪量、洪水传播时间、

洪水传播过程进行综合研究，基本摸清了扎龙湿地洪水变化规律。

２．通过对湿地洪水传播时间、速度变化的系统分析，首次提出湿地洪水滞留系数的概念，

综合反映湿地对洪水的滞留作用。

３．根据水量平衡的原理，综合研究湖泊湿地生态环境需水、湿地植物生态环境需水、土壤

生态环境需水，得出扎龙湿地适宜生态环境需水量及不同保证率下的最小生态环境需水量。

该成果在总体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战略性，对于科学制定嫩江

流域洪水调度方案、洪水资源化及扎龙湿地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意义重大。该成果推广应

用前景广阔，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显著。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国家环境保护局松辽流域水资源保护局、齐齐哈尔水文局

主要完成人员：王宏、魏民、曲保安、于文海、董立岩、吴文明、高峰、王志宏、李环、谢伟光、张静

波、刘石臣、陈君、陈珊珊、吴杰

单位地址：长春市工农大路８８８号 邮政编码：１３００２１

联 系 人：魏民 联系电话：０４３１ ５６０７４５６

传 真：０４３１ ５６５７９２９ 电子信箱：ｗｍ＠ｓｌｗｒ．ｇｏｖ．ｃｎ

９１



成果名称：深圳雨洪资源利用规划研究

任务来源：计划外项目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该项目根据深圳市的自然条件、水文特征和水资源状况，采用国内外先进雨洪资源利用理

念、数据模型和空间技术，重点对雨洪资源利用的潜力、开发模式、利用方式、工程布局、调

度和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符合深圳市实际的雨洪资源利用近远期目标。对建立

节约型社会，提高供水安全保障，促进深圳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可持续发展的 “全球

先锋城市”将发挥重要作用。

该项研究成果的主要创新点：

１．建立了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雨洪资源利用体系，推进了雨洪资源利用。

２．采用ＳＷＭＭ模型进行雨洪资源利用的深度开发研究，既符合防洪减灾的要求又提高了

雨洪资源利用的效率。

３．采用多种先进的方式和措施，在增加雨洪资源利用率的同时，促进了生态建设和环境

保护。

４．采用优化调度技术，提出洪水期加大境外引水量，建立了境内外水源共同调蓄的供水保

障体系。

５．在深圳市水资源战略布局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深圳市大鹏湾海域修建大型调蓄水库，作

为战略储备水源的方案。

该项研究成果总体上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其中城区雨洪资源利用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

平。成果实施后开辟的第二水源可新增利用水量４．９３亿 ｍ３ （平水年），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与环境效益。该项研究成果已在深圳市组织实施，其中４项示范应用工程已经

取得显著成效，对我国雨洪资源利用具有借鉴作用。

主要完成单位：深圳市水利规划设计院

主要完成人员：胡本雄、郭雁平、陈凯、宋继琴、罗健萍、徐建军、崔小新、石蹈波、李进、杨世平、

郝炎、王刚、胡仁贵、成洁、陈汉宁等

单位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３０９７号洪涛大厦 邮政编码：５１８００８

联 系 人：罗健萍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 ２５５７９４５８

传 真：０７５５ ２５８９０４３９ 电子信箱：ｌｕｏｊｐ７３１０＠１６３．ｃｏｍ

０２



成果名称：太湖流域洪灾直接经济损失快速评估模型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４０２

获奖情况：

该项目针对太湖流域现状，选择典型洪灾年的损失数据，进行了洪灾损失重演，建立了洪

水灾害损失快速评估模型，并根据对洪水灾害快速评估的需要，制定了合理、可行、完整的洪

灾损失指标体系，设计了水旱灾害及社会经济数据库，开发了基于Ｂ／Ｓ结构的太湖流域洪灾损

失评估系统。实际演算表明，该系统可以对太湖流域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进行快速

评估，为防洪减灾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该项目开发的模型可以推广到其他经常发生洪灾的地区，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典型年洪灾损

失调查，便可以建立该地区洪灾损失快速评估模型。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吕娟、戴苏、姚文广、苏志诚、万群志、许静、吴玉成、谭徐明、林荷娟、屈艳萍、孙

海涛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２０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４

联 系 人：吕娟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８９６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３６９２７ 电子信箱：ｌｕｊｕａｎ＠ｉｗｈｒ．ｃｏｍ

１２



成果名称：防汛会商系统在海河流域的推广应用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ＴＧ０４１６

获奖情况：

该项目是在国家防汛指挥系统总体框架内，根据防汛工作的需要，先期开发的海河流域防

汛会商系统，其功能涉及信息服务、洪水预报和防洪调度、汛情监视、工程视频监视、会商管

理等多个方面，内容包括海河流域内主要河系的各类信息、洪水预报成果集成和重要防洪工程

调度。处理的信息有水、雨、工情、气象等多种信息和文档、视频等，内容涵盖了防洪决策支

持系统的大部分。

该项目的主要技术特点为：采用分布式数据库技术，整合了水、雨、工情、气象等多种信

息，形成统一的防洪信息平台，对多种异构洪水预报系统实现了数据集成，便于对海河流域内

各河系预报成果的查询，完善水文部门和防洪调度部门的业务衔接，以自行开发的ＴＯＰＭＡＰ

为ＧＩＳ平台，基于 ＷＥＢＧ１Ｓ技术，制作了全流域的电子地图系统，采用了会商资料集成技术，

形成了一个会商准备管理平台，提供会商资料收集、准备、整理、汇报和决策的支撑。

该项目在海河防洪调度决策工作中，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在流域内有关省市防洪部门中

得到推广，并可供其他流域、地区借鉴。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海河水水利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员：田友、马文奎、张素亭、王建刚、杨学军、韩立方、只德国、杨鹏、杨敏

单位地址：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龙潭路１５号 邮政编码：３００１７０

联 系 人：马文奎 联系电话：０２２ ２４１０３０２１

传 真：０２２ ２４１０３０２９ 电子信箱：ｍａｗｅｎｋｕｉ＠ｈｗｃｃ．ｇｏｖ．ｃｎ

２２



成果名称：基于３Ｓ技术的滑坡动态监测预警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２ＤＩＢ１００４４

获奖情况：

该项目将３Ｓ技术作为主要手段，结合长江三峡库区典型示范区 （秭归—巴东段）开展了

滑坡的区域调查、危险度区划及动态监测技术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１．提出了一种滑坡遥感图像识别和解译方法，即：在滑坡遥感分类解译中，增加地形信息

及采用地质统计学和分形学方法提取的遥感影像的纹理信息，突出和强化滑坡的空间结构信

息，提高了滑坡遥感解译的精度和效率。

２．将基于三棱柱体体元的真三维地质模型构造法应用于构建滑坡区域真三维模型，有效地

将采样所获得的各种空间数据相融合，实现了滑坡区域的真三维模拟，为地质灾害区域的防治

提供了可视化手段。

３．本项目建立了基于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的滑坡危险度区划的方法体系，强调将遥感

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作为数据采集和分析的主要手段，实现了示范研究区滑坡信息联机提取及

危险度定量评价，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该项工作的实用化。在分析模型方面，分别采用了数据驱

动模型和知识驱动模型对示范研究区进行了滑坡危险度区划研究。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进一步

研究总结了利用３Ｓ技术进行滑坡动态监测的理论方法。

本项目研究成果在滑坡遥感解译、滑坡危险度区划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我国滑坡地质灾害分布广泛而且活动频繁，常常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甚至严重威胁着

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该项目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能有效地为滑坡灾害预警和防

灾减灾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员：李端有、王志旺、陈鹏霄、陈蓓青、林绍忠、孙家抦、谭德宝、张保军、周武、廖勇

龙、张漫、甘孝清、徐平、周军其、张煜、谭勇、周元春、宁晶、杨健

单位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黄浦路２３号 邮政编码：４３００１０

联 系 人：李昊洁 联系电话：０２７ ８２８２９７３２

传 真：０２７ ８２８２９７８１ 电子信箱：ｌｈｊ９３０７＠１２６．ｃｏｍ

３２



成果名称：中小流域防汛决策支持系统推广应用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中小流域防汛决策支持系统”是广东华南水电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软件系统，该项目选择了江门市天沙河流域作为成果转化应用的区域，建立了防汛

决策支持系统，具备了防汛信息查询、洪水预报、洪水淹没分析、防汛会商等功能。系统实

用、操作方便。

系统采用了水文学与水力学相结合的洪水预报模型，并采用ＣＯＭ组件技术进行系统集成，

实现了模型预报结果与ＧＩＳ无缝集成，系统还提供洪水淹没范围的动态显示、易用的防汛会商

环境和实用的各类查询工具等，使防汛指挥快速、直观。

目前该系统已在江门市水利局和江新联围工程管理处投入试运行，并于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１日

由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组织专家进行了验收。

根据上述单位的初步应用表明，该系统能够为防汛调度指挥提供决策支持，具有一定的社

会、经济效益，可在类似的中小流域推广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广东华南水电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王珊琳、黄文伟、赵旭升、柴华、高月明、刘德峰、苏卓夫、高云全、于迪、沈正、李

文轩、邓景、查士祥、曾碧球、李志

单位地址：广州市天寿路８０号 邮政编码：５１０６１０

联 系 人：赵旭升 联系电话：０２０ ８７１１７２４５ ８３２

传 真：０２０ ８７１１７２４９ 电子信箱：ｃｃｚｘｓ＠ｓｉｎａ．ｃｏｍ

４２



成果名称：干旱规律及干旱风险管理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２ ０７

获奖情况：

该项目从理论和技术的角度对干旱风险管理进行了基础性研究，探讨了我国进行干旱风险

管理的模式，包括对区域干旱时空分布和演变规律、干旱风险管理各个技术环节及其内容和计

算方法的研究，并对其中的关键技术进行了探讨。

该研究成果完整提出了农业干旱风险管理的概念，建立了农业干旱风险管理模式，对该管

理模式中各主要环节的工作内容以及相互间的关系作了明确的定义；提出了符合我国南方特点

的干旱风险评价体系和技术方法，建立了以干旱风险分析技术为核心的农业干旱实时预警监测

系统，并在湖南省邵阳市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该成果可以对可能发生的干旱风险进行实时评价，为提前采取抗旱防旱措施提供决策依

据，从而能有效地减轻干旱灾害带来的粮食减产，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研究成果

有创新，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水文水资源所

主要完成人员：顾颖、彭岳津、徐春晓、孙荣强、倪深海、刘静楠

单位地址：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顾颖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５１２

传 真：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５５５ 电子信箱：ｙｇｕ＠ｎｈｒｉ．ｃｎ

５２



成果名称：海岸风暴潮灾害及对策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３ １６

获奖情况：

该项研究在我国风暴潮灾害和海堤调查基础上，对海堤破坏原因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提

出了防灾减灾对策。通过试验，研究了海堤越浪量、越浪流参数及堤顶和后坡防护问题，为我

国海堤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该项研究在以下方面有重要进展：

１．通过系列物理模型试验，建立了考虑不同影响因素的平均越浪量计算公式，并结合我国

不同结构型式海堤越浪量试验资料，提出对海堤工程进行平均越浪量计算时的应用建议。

２．项目对不同结构型式下最大越浪量、越浪流压强及流速进行研究，确定了越浪对后坡和

堤顶的影响，提出了不同结构型式海堤应防护的位置和范围，具有明显创新。

该项成果对提高我国海堤抵御风暴潮灾害能力具有实用意义，并且为今后该领域课题的深

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周益人、陈国平

单位地址：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周益人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９３００

传 真：０２５ ８３７２２４３９ 电子信箱：ｙｒｚｈｏｎ＠ｎｈｒｉ．ｃｎ

６２



成果名称：湿地防洪减灾技术引进及在嫩江中下游及三江平原地区的应用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９９５１１３

获奖情况：

湿地是河流流域及其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具有水文、地球化学、生物学和社会经

济方面的综合功能，因此，流域内的自然演变和人为活动经常会对湿地产生强大影响；同时，

某一具体湿地又可被利用来为人类利益和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嫩江中下游及三江平

原地区土地面积约２３．７９万ｋｍ２，包括吉林、黑龙江两省西部的广大地区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

的一部分。该地区在１９４９年初期分布着大面积的湿地，总面积约４１５万ｈｍ２，各类沼泽总面积

达到６２万ｈｍ２。扎龙、向海、莫莫格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坐落在这里。几十年的开发利用，

已使湿地面积大幅度减少，目前，该地区湿地面积仅存不足２００万ｈｍ２。随着湿地的大面积开

发利用，导致其整体功能的退化，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也严重影响了湿地蓄洪、滞洪及抗

旱减灾功能的发挥。

该项目在进行大量的基础资料收集、整理与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的野外监测及室

内模拟研究，利用引进的湿地动态模拟、管理软件，进行二次开发，建立了湿地资源信息系统

及洪水模拟与三维动态模拟系统，其整体功能及技术指标达到或超过了合同要求。

该项目在对扎龙湿地洪水实施动态模拟的基础上，结合研究区的实测资料，对湿地洪水出

入流关系，洪水传播时间、传播过程进行深入研究，摸清了湿地蓄留洪水、滞留洪水及消减洪

水峰谷的过程及一般规律，并首次提出了洪水滞留系数，解决了湿地蓄、滞洪水能力研究中的

关键技术问题。

该项研究成果已在松花江流域洪水调度方案、扎龙湿地生态保护规划、嫩江引水工程等水

量调度及监督管理工作中，得到了实际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与环境效益，并对国内

其他流域湿地防洪减灾具有示范和借鉴作用。

主要完成单位：松辽流域水资源保护局、中科院长春地理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员：王宏、魏民、曲宝安、于文海、高峰、李环、王志宏、董立岩、吴文明、刘石臣、陈姗

姗、吴东芳、陈军、吴杰、蔡宇、李颖、卜坤

单位地址：长春市工农大路８８８号 邮政编码：１３００２１

联 系 人：魏民 联系电话：０４３１ ８５６０７０６０

传 真：０４３１ ８５６５３００７ 电子信箱：ｗｍ＠ｓｌｗｒ．ｇｏｖ．ｃｎ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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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田水利

ＮＯＮＧＴＩＡＮＳＨＵＩ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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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农业有机氮肥对水土环境影响的定量评价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４０４

获奖情况：

该项目从农业生产和减少氮素对农业环境污染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氮转化运移机理和定量

评价技术，完善了农业有机肥料氮对水土环境影响的定量评价模型，对于指导合理的水肥使

用，预测肥料氮通过地表和地下水的损失，以及采用不同控制措施的效果评价，提供了有效的

预测工具。主要成果如下：

１．土壤水热模型选择和对比评价：对现有土壤水运动模型进行了对比分析，选择了应用较

为广泛的ＤＲＡＩＮＭＯＤ和ＳＷＡＰ模型，从模型的理论基础、参数要求、影响模拟精度的主要因

素、适应条件的介绍和讨论，以及模型的应用情况进行了对比和评价。

２．氮转化运移模型的拓展：对肥料类型、应用方式、氮主要转化过程、输入参数等进行了

改进，使模型更具有灵活性和适用性，大大提高了模拟的精度；将一维氮转化运移模型拓展为

二维土壤水氮的运移模型，实现了农田不同水肥管理措施及不同地下水位条件下，氮肥对土

壤、作物和环境的影响评价。

３．参数敏感性分析：分别对影响有机氮的净矿化、Ｎ的硝化、ＮＯ的反硝化、ＮＨ的挥发、

ＮＯ的淋洗损失、地表径流氮损失的主要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提出氮转化运移各过程主要参

数变化对氮运移的影响效果，对采用该模型进行水土环境定量评价时参数的率定提供了判别

标准。

４．模型性能评价：采用实测的土壤根区ＮＯ变化过程、地下排水量及排水中ＮＯ流失量对

模型的性能作出评价，结果表明，构建的模型具有良好的模拟性能，能够较好地预测地下排水

中ＮＯ流失量。

５．分析了影响氮流失的主要因素，在模拟的气象、土壤、作物、氮运移等参数相同条件

下，对不同施肥量、肥料组成、施肥次数对氮流失量的影响进行了预测评价。

该成果在模型机理上考虑了有机氮和无机氮转化相结合，并将一维水氮运移模型拓展为二

维水氮耦合运移模型，具有创新性。

主要完成单位：桂林市农田灌溉试验中心站

主要完成人员：李新建、方荣杰、王春日、金嫄芳、栗世华、成美华、阳青妹、栗有科、于桂凤

单位地址：广西桂林临桂县庙岭灌溉试验站 邮政编码：５４１１０５

联 系 人：李新建 联系电话：０７７３ ５３６２２５５，１３９７７３０５３５８

传 真：０７７３ ５３６２４２５ 电子信箱：ｇｌｓｙｚ＠ｇｘ１６３．ｎｅｔ

１３



成果名称：农业高效用水科技产业示范工程研究成果宣传与推广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ＴＧ０４０６

获奖情况：

为了全面系统地总结和推广应用国家重大科技产业工程项目 “农业高效用水科技产业示范

工程”所取得的成果，项目办公室组织参加该项目研究、示范工作的技术骨干力量，以该项目

试验研究、示范和产业化应用成果为主要材料，撰写了 《农业高效用水科技产业示范工程研

究》专著。通过专著的出版发行，进一步促进该项目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农业高效用水科技产业示范工程”项目通过技术集成配套和示范区建设、辐射推广、产

业化开发，建成了井灌类型区、渠灌类型区、天然降水富集灌溉类型区、干旱地区规模化灌溉

农业类型区、多灌溉水源联网调度类型区、坡地径流窖灌类型区、山丘区雨水汇集贮存类型

区、井渠结合灌溉类型区等８种不同模式的农业高效用水科技产业示范区；集成了包括井灌区

地下水采补平衡水资源高效利用综合技术，多灌溉水源联合优化调度及喷、微灌工程自动化控

制技术，渠道防渗抗冻胀工程技术及机械化施工技术；井灌区高标准低压管道输水及田间高效

用水技术，高效、优质、低成本喷、微灌新技术，雨水资源化工程技术及配套微型灌溉技术，

农业高效用水工程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不同类型区与工程节水、管理节水配套的农艺节水综

合技术等８个方面的技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组装配套技术成果，整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并取得了显著的节水增产效益；研制和开发了田间闸管系统系列产品、地面移动铝合金管道成

套设备、Ｕ形防渗渠道施工成套机械、经济型内镶式滴灌管及配套设备、软管牵引绞盘式喷灌

机等５种农业高效用水设备并全部实现了产业化。为推广应用农业高效用水技术，探讨了农业

高效用水技术服务支撑体系建设问题。

《农业高效用水科技产业示范工程研究》专著紧密结合我国北方地区的科研与生产实际，

科学性与实用性并重，首次对我国近年来研制开发的部分节水灌溉新设备从性能、使用条件和

效果、产业化的经验以及农业高效用水技术服务支撑体系建设等方面做了全面的介绍。这是一

部集高新技术、工程示范、产业化生产为一体，具有较强创新性、实用性和系统性的科技著

作。该专著于２００５年１１月由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发行１４００册，受到各地区农业和水利部门的

科技人员、大专院校有关专业师生的热烈欢迎，并受到有关专家的一致好评。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主要完成人员：陈明忠、赵竞成、王晓玲、阳 放、王玉坤、周建伟、李龙昌、薛少平等

单位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南街６０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４

联 系 人：阳放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３５３６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３６８７ 电子信箱：ｙａｎｇ＿ｆａｎｇ＠ｍｗｒ．ｇｏｖ．ｃｎ

２３



成果名称：灌溉电子自动控制配水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４１４

获奖情况：

该项目针对当前灌区管理特点，集地理信息、数据库、统计预测分析技术于一体，开发了

ＩＣ卡配水系统及基于ＧＳＭ 的水资源管理系统和灌区水资源自动控制系统。该项目具有如下

创新：

１．实现了ＩＣ卡、ＧＳＭ通讯、计算机技术的有机结合与组装配套以及灌溉管理数据的无线

传输，构建了灌区远程无线电子配水管理系统平台。

２．开发的灌区水资源自动管理系统软件，能较好地满足灌区管理、信息维护、查询统计、

运营分析、数字化办公和分析预测等日常事务管理需要。系统的设计方案符合国家相关技术标

准要求，设计先进、性能可靠。

该项目成果有助于灌区管理者及时、准确地获取灌区的属性信息和经营信息，提高服务质

量和工作效率，促进节约用水，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科技推广中心

主要完成人员：曹景华、肖新民、陈式慧、杨刚、卢健、梅梅、王岚、张文海、曹加一、杨雨田、罗嘉

陵、程卫双、李海涛、董娜、庄革、耿哲、李凤鸣、周新钦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３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曹景华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５４７１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５４８４ 电子信箱：ｃａｏｊｈ＠ｍｗｒ．ｇｏｖ．ｃｎ

３３



成果名称：以色列灌溉农业高效益水分利用技术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９６５１２１

获奖情况：

该项目针对我国灌溉农业用水效率低的现状，引进了以色列国 Ｍｏｔｏｒａｌａ２０００型自动灌溉控

制系统及配套设备，在生产实际中示范应用，取得了良好效果。

该项目根据我国生产实际需要，借鉴以色列灌溉农业高效益用水技术模式，经消化吸收，

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 “大田作物高效用水技术体系”、 “温室高效用水及高效益生产技术体

系”两大成果。

１．大田作物高效用水技术体系。对于大田作物 （包括果树），首先是建设完善的灌溉供水

体系，尽可能采用低压管道、喷灌或微灌 （包括滴灌、微喷和涌泉灌）等灌溉方式供水；其次

是建立较为完善的灌溉控制体系，包括灌溉量水和供水控制设备；在此基础上，实施以土壤墒

情监测和灌溉预报为主的灌溉管理，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同时促进农业的高产优质，提高水分

利用效益。

２．温室高效用水及高效益生产技术体系。对于温室作物，首先是建设以微灌为主体的供水

系统，配备完善的供水量测和控制设备，并建立以实时监测为主体的灌溉管理体系，提高水的

利用效率；其次是选用优良品种，加强温室环境和营养管理，减少病虫害的发生，提高作物生

产效率和产品的市场价值；另外要紧密结合市场需求安排生产，加强市场营销工作，使增产转

化为增收，实现农业用水的高效益。

该项目以上述的两项技术体系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间试验，分别在山东省青岛地区即墨和

河南省焦作地区建立了示范区，对两项技术体系进行了示范推广。其中山东即墨５６０个日光温

室，大田示范区８００ｈｍ２；河南焦作地区大田示范区１．３３万ｈｍ２；均取得了明显的节水、增产、

增效成果，实践证明该项成果推广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农田灌溉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员：段爱旺、孙景生、于佳明、刘显法、肖俊夫、姚俊顷、彭贵芳、刘祖贵、吕谋超、李德

信、李茂业

单位地址：河南省新乡市东牧村灌溉所 邮政编码：４５３００３

联 系 人：段爱旺 联系电话：０３７３ ３２９３３６４

传 真：０３７３ ３３９３３２０ 电子信箱：ｄｕａｎａｉｗａｎｇ＠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４３



成果名称：水利灌溉自动化控制技术的推广应用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ＴＧ０３１０

获奖情况：

该项目通过推广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的Ｉｒｒｉｔｒｏ１系列５０００型微机灌溉控制系统，并对其配

套的灌溉管理控制软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二次开发，实现了不同气象条件、土壤墒情、作物种

类等情况下编制最佳灌溉计划、自动确定管理系统流量、自动报告系统运行主要参数等功能，

达到精确、实时、自动灌溉的目的。

该项目在山东省平阴县实施，目前已经建成了６６．６ｈｍ２ 的葡萄、玫瑰、大棚花卉等经济作

物的微灌自动控制系统，实际控制面积可达３３３．３ｈｍ２。经过两年的应用，节水节能增效显著，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北京中水新华灌排技术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许平、赵敖、闫华、张茂来、李子春、张茂国

单位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南线阁１０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３

联 系 人：王德次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３６１８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３６００ 电子信箱：ｚｓｘｈｊｓｂｅ＠１２６．ｃｏｍ

５３



成果名称：水利自控升降式喷灌技术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３１３

获奖情况：

针对目前国内外生产的自升降草坪喷头应用范围有一定限制，其流量可选择性较差，其升

降高度０．３～０．５ｍ，对花卉、苗圃等中、高秆作物的灌溉无法适应等问题，该项目以普通草坪

升降式喷头为基础，对设备的升降高度、喷头的可选择性方面进行了改进创新，采用独特的水

力自控技术，使喷头自动上升、靠自重下降，并通过优化机械结构设计，扩大、改善了产品的

使用范围。

水力自控升降式喷灌设备主要技术指标：

１．升降高度为０．３～１．５ｍ。

２．喷头流量为３～５１ｍ
３／ｈ。

３．喷洒半径为１５～２０ｍ。

４．工作压力为０．２～０．４ＭＰａ。

该设备对城市园林、草坪、花卉、苗圃的灌溉有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河南省水利科学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员：冯朝山、闫朝阳、李文忠、李虎星、于峙帅、刘国亮、俞显平

单位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纬五路３９号 邮政编码：４５０００３

联 系 人：李文忠 联系电话：０３７１ ６５５７１２３３

传 真：０３７１ ６５５７１５１５ 电子信箱：ｓｋｓｌｗｚ＠ｈｎｓｌ．ｇｏｖ．ｃｎ

６３



成果名称：数字式明渠量水计推广应用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ＴＧ０３０９

获奖情况：

该项目为促进灌区灌溉用水的优化调度创造了条件，研制开发和推广应用的成果如下：

１．数字长喉道明渠量水计。该设备基于传统长喉道量水槽测流原理，利用现代数字显示技

术，实现瞬时流量、累积流量的数字化显示，观测方便；水位、流量测量精度高，累计水量测

量误差小于±５％；实现水位、流量的实时采集。在江苏省洪金灌区、五岸灌区、如海灌区，

甘肃省洪水河灌区，江西省赣抚平原灌区等推广应用３８套，实际控制面积１万ｈｍ２，年节水

８％～１０％。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２．基于网格ＧＩＳ的通用灌区综合管理信息系统。该系统是把灌区内各种与水相关信息，如

水位、流量、闸门开度等，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按照统一的数据规则，集成到统一的地理信息

平台上，从而实现灌区内与水相关的各种信息的统一管理，具有提高灌区管理水平和用水效率

的特点，为信息技术在灌区管理中的应用搭建了平台。

３．典型灌区灌溉配水决策分析系统。该系统基于恒定非均匀流数学模型、闸孔出流数学模

型，可推算渠道水位和灌溉面积，确定渠系配水方案，为实现灌区多级配水决策提供了技术

支撑。

该项成果具有技术含量高、成本低、系统稳定可靠等特点，在全国大中型灌区推广应用前

景广阔。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主要完成人员：张汉松、陈金水、程吉林、杨孝信、汤建熙、姚寒峰、吉庆丰、陈平、仇锦先、蒋晓

红、李鹏、钱昆

单位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南街６０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４

联 系 人：张汉松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３３８７

传 真： 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ｈａｎｓｏｎｇ＠２６３．ｎｅｔ

７３



成果名称：水稻节水高产田间渠系灌溉排水技术应用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３０４

获奖情况：

该项目在水稻田间灌溉中运用成熟的水稻 “薄、浅、湿、晒”节水灌溉技术，结合水稻３

个重要生育期的生长特性进行合理施肥，选用 “低功耗大容量自记式水位计”，自主开发了自

记水位计数据采集及管理系统，进行渠系量水，对灌溉用水实施自动化监测。

该项目首次将水稻节水灌溉、施肥技术及渠系量水技术三者集成组合，改进了以往单一的

节水灌溉技术，为水稻节水灌溉的进一步推广开拓了新的思路，实现了节水增产、改善水环境

的目的。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就已推广实施综合技术的面积６７０ｋｍ
２，节水量２２０万ｍ３，

增产稻谷２０万ｋｇ，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推广前景广阔。

主要完成单位：广西桂林市农田灌溉试验中心

主要完成人员：李新建、方荣杰、王春日、全嫄芳、栗世华、成美华、阳春妹、粟有科、于桂凤

单位地址：广西桂林临桂县庙岭灌溉试验站 邮政编码：５４１１０５

联 系 人：李新建 联系电话：１３９７７３０５３５８

传 真：０７７３ ５３６２４２５ 电子信箱：ｇｌｓｙｚ＠ｇｘ１６３．ｎｅｔ

８３



成果名称：引黄抗堵塞滴灌技术示范与推广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０３ＥＦＮ２１６８００３１３

获奖情况：

项目在 “滴灌技术研究与示范”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完善和发展 “前堵后排”的滴灌模

式为核心，针对黄河高含沙水的特点，优选适合引黄滴灌首部过滤模式，解决了引黄滴灌系统

易堵塞、投资高的难题，建立了生产性示范推广基地。

该项目在研究和示范过程中，优化选用了移动过滤车、无纺布过滤和简易网式过滤三种引

黄滴灌的过滤技术，并组装集成了 “移动过滤车加移动滴灌”、 “移动过滤车加一次性滴灌”、

“简易过滤加可拆式灌水器”等３种引黄大田滴灌模式，效果良好。

该项目在河南省人民胜利渠灌区示范推广２３３．３ｈｍ２，并制定了相应的灌溉管理制度，增产

１５％，节水３０％，堵塞率小于５％，与同类节水技术比较造价降低１５％，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在高含沙水灌溉地区，具有一定的推广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农田灌溉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员：仵峰、翟国亮、范永申、李金山、宰松梅、程顺中

单位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建设路１７３号 邮政编码：４５３００３

联 系 人：仵峰 联系电话：０３７３ ３３９３２４８

传 真：０３７３ ３３９３３０８ 电子信箱：ｇｕａｎｓｈ＠ｐｕｂｌｉｃ．ｘｘｐｔｔ．ｈａ．ｃｎ

９３



成果名称：引进微灌用灌溉自动控制系统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１１５

获奖情况：

该项目从我国微灌用灌溉自动控制实际需要出发，引进了美国ＴＯＲＯ公司制造的Ｉｒｒｉｔｒｏｌ

系列５０００型微机灌溉控制系统、通用控制软件和 ＡＣＴｐａｃ灌溉计划软件以及１英寸、２英寸

Ｕｌｔｒａ Ｆｌｏｗ系列电磁阀等在山东省平阴县科技示范园考核应用，节水节能增效显著。观测数

据表明系统的主要技术性能指标先进。

该项目在消化吸收引进设备技术的基础上，开发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灌溉控制器和电磁阀。

１．灌溉控制器具有能耗低、方便实用、便于功能扩展、通用性强等特点，在支持无线与有

线组网方面有所创新。

２．５０、６５、８０三种规格的电磁阀具有启动压力低、水头损失小、使用范围广等特点，

在结构设计上有所突破。

该项目成果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主要完成单位：北京中水新华灌排技术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许平、殷春霞、李满长、崔国毅、谢军、闫华、解衍新、葛荣清、姚彬

单位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南线阁１０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３

联 系 人：王德次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３６１８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３６００ 电子信箱：ｚｓｘｈｊｓｂｅ＠１２６．ｃｏｍ

０４



成果名称：灌区用水管理测控新设备研发

任务来源：计划外项目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该项目研发的声学驻波数字水位计，不仅设计思路新颖，成本低廉，而且具有如下突出

创新：

１．利用声学驻波原理对液面进行测量，为国内首创。

２．创造性地运用卡尔曼滤波算法以及独特的硬件设计方法，成功地实现降低信号噪声，并

运用最新的ＤＤＳ声音生成技术，保证了声波测距的准确性。

３．采用了一种程序简单且精度高的声波水位测量方法。该测量方法，仪器不与被测液体直

接接触，从而大大减少了外界因素对数据准确性的干扰。其测量稳定性高，对灌区水位测量具

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该项目研发的太阳能供电遥控水工重载闸门 （５～１５ｔ）成套设备，无需外接交流电源，运

行可靠，自动化水平高。该设备成功解决了以下４方面的问题：①充分利用太阳能储能，提供

绿色环境保护能源，解决了野外无电源供应处的动力设备驱动难题，且造价低；②利用太阳能

储能控制野外水利工程启闭设备，可以全天候野外工作，解决了其他控制方式在缺电情况下的

动力问题，保证了工程设施的运行安全；③模块化集成组装，密封式设计，防护性能好，安装

调试简便；④采用液压驱动装置，可以以０．３０５ｍ／ｍｉｎ下降、０．２８３ｍ／ｍｉｎ提升的速度启闭重达

１０ｔ的闸门，保证了闸门反应的及时性。

该项目成果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利用声学驻波原理测量水位技术属于原创性成

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该研究成果可大幅度地提高灌溉用水管理水平，提高用水效率，有利于灌区的可持续发

展。在吉林省前郭灌区和湖南省韶山灌区的运行实践表明：声学驻波数字水位计具有十分优越

的稳定性以及低廉的成本，测量数据准确，精度满足灌区水位计量要求；太阳能供电遥控水工

重载闸门测控技术较为成熟，电源供应充足，设备运行稳定、安全可靠，启闭闸门及时有效，

成功解决了灌区因为农网供电不稳且停电机会多的控制问题。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北京市凯通软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湖南中灌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顾宇平、荣杰、刘佩亚、白明、胡学良、张绍强、姚寒峰、周斌、罗继鸣、谢崇宝、郭

萍、刘畅、尚利民、宋明安、苏明

单位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南街６０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４

联 系 人：谢崇宝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３３８７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３６５４ 电子信箱：ｘｃｈｂ＠２６３．ｎｅｔ

１４



成果名称：我国节水灌溉设备质量监测与评价技术体系研究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２ＤＩＡ１０００５

获奖情况：

该项目通过研究ＩＳＯ等国际标准及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并结合专家、企

业、用户资料和质检机构多年的检测工作，研究提出了一套简明有效的节水灌溉设备质量监测

与评价技术体系，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正确。研究成果对规范和提高节水灌溉设备质量具有重

要意义。

该项目首先对我国节水灌溉产品生产现状及国内外标准进行了分析比较，在确定节水灌溉

产品质量评价体系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节水灌溉产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按照重要性分

级原则，重点对喷微灌及管道产品的质量评价指标进行了分级，并采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对合格

产品进行综合评价；在对国内外节水灌溉产品质量检测方法进行分析评价的基础上，结合水利

部灌排设备检测中心多年的建设和检测经验，提出了主要设备和参数的试验室检测方法和现场

检测方法。

在对国内外节水灌溉设备质量技术监督体系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提出

了构建我国节水灌溉设备质量技术监督体系的发展思路；并以我国１６０家灌溉设备生产厂的２５

大类产品和现行的３００多个与节水灌溉相关国内外技术标准为信息源，建立了产品信息、企业

信息和技术标准等３个数据库。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

项目主 （参）编标准１０余部，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许迪、龚时宏、高本虎、刘群昌、赵华等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２０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４

联 系 人：龚时宏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６５１５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４５１１６９ 电子信箱：ｇｓｈｈ＠ｉｗｈｒ．ｃｏｍ

２４



成果名称：田间闸管灌溉技术示范应用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０３ＥＦＮ２１６８００３１２

获奖情况：

项目主要是对闸管灌溉产品的系列化开发与改进、产品生产技术能力提高、闸管系统产品

企业生产标准的编写、田间闸管灌溉系统配套产品开发和田间闸管灌溉技术在井、渠灌区的三

种应用模式的５个示范应用区 （包括牧区水利示范区１个）推广示范面积达２万亩。针对田间

闸管灌溉技术在井、渠灌区及与低压管道输水灌溉技术配套的需要，结合田间闸管灌溉工程设

计技术应用，开发出了０．１５～０．４０ｍｍ厚度的软管，折径规格１６０～９００ｍｍ的４８个软管系列产

品；根据产品在新疆、甘肃等西部地区实际使用的效果，针对渠灌区水头压力较低的现状，重

新开发出了３英寸口径的配水闸门模具，提高了配水闸门产品孔口的过流能力，减少了系统的

供水时间，完成闸管产品的系列化开发，提出创新的止水设计方案，增加了闸门的止水设计结

构，制作安装了止水密封圈装置，彻底解决了配水闸门滴漏问题。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发新型

裁切式开孔器、预埋开关接头 （渠灌区使用）、快速连接装置、封尾器和卷管器。新型裁切式

开孔器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１项 （专利号：２００５２０１１８３１７．１）。通过提高生产工艺和机器设备效

率，生产能力提高３０％以上。完成闸管系统产品 “企业生产标准”和 “闸管技术应用安装与运

行管理使用说明”的编写，为规模化成果转化建立可靠的依托。项目开展实施以来增产、节水

等，共获得经济效益５３２．４４万元，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国家节水灌溉北京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要完成人员：高占义、孙文海、杨继富、刘群昌、李益农、蔡立芳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２０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４

联 系 人：孙文海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６５４３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４５１１６９ 电子信箱：ｓｕｎｗｈ＠ｉｗｈｒ．ｃｏｍ

３４



成果名称：晋西塔状丘陵区 （离石）梯坝农田系统农业综合开发技术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０３ＥＦＮ２１６８００３０９

获奖情况：

“晋西塔状丘陵区 （离石）梯坝农田系统农业综合开发技术”是针对该区水土流失严重、

土地瘠薄、干旱少雨、基本农田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农业经济落后等问题，研究开发出的一套

提高基本农田粮食产量和效益的实用技术。主要包括：① “弧形”垄覆膜微集流种植技术；

② “斜坡式”垄覆膜微集流耕作技术；③微集流节水多元化立体种植技术；④坝地宽窄行加地

膜覆盖种植玉米技术。

主要成果为：

１． “弧形”垄覆膜微集流聚肥改土耕作法，集土、肥、水、气优化利用为一体，使梯田产

量在连年持续干旱的情况下，玉米增产３２．２８％～２２２．７％。

２． “斜坡式”垄单向覆膜微集流耕作法，可使小雨变大雨，无效降水变为有效降水。在

２０００年春季严重干旱，常规种植绝收的情况下，种植的牛角尖辣椒，产量达１２１２０．０～

１９８２８．５ｋｇ／ｈｍ
２。

３． “弧形”垄与 “斜坡式”垄结合多元化立体种植法，在连年持续干旱的情况下，每公顷

年均纯收入达２万～３万元。该模式长短效益结合，特别是近期效益显著，为退耕还林还草提

供了有效途径。

４． “弧形”垄覆膜微集流单行种植法，解决了平铺膜和双行种植存在的保温保水率低、产

量不高的问题，种植玉米较双行种植产量提高８％～１４．５９％，较对照提高２９．４％～５８．１％。

５．坝地立体复合种植模式正常年景产值达６１００～８２００元／ｈｍ
２。

６．提出了晋西坝地玉米适宜种植密度为５．２５万株／ｈｍ２ 左右。耐淹玉米品种以忻黄单６６

号抗逆性最强，增产性能稳定，适宜本区推广。

该套技术在梯田地的利用上，开发了蓄水、聚肥、改土、单向覆膜集流等雨水利用技术，

同时改单一种粮为种植西瓜、甜瓜以及经济林、蔬菜、粮食作物合理搭配、多层利用。

该项目在推广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生态与社会效益。在晋西塔状丘陵区以及黄土高

原同类型区合理开发利用水土资源、促进种植结构调整、提高农作物单产、增加农民收入等方

面，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山西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员：张根锁、卫正新、李有华、韩国忠、秦旭峰、王晓斌、梁德平、许国平、郭玉记

单位地址：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 邮政编码：０３３００１

联 系 人：李有华 联系电话：０３５８ ８３２２７０８，８９９９２８２

传 真：０３５８ ８３２２７２８ 电子信箱：ｓｂｓｋｇｓｌｙｈ＠１６３．ｃｏｍ

４４



成果名称：节水灌溉低压管道工程安全给水栓成果转化与示范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０３ＥＦＮ２１６８００３０８

获奖情况：

本项目按合同要求实施，取得成果如下：

铸铁安全给水栓按铸造工艺制造。零配件按行业标准生产加工，实现了系列化，整体性能

达到部颁或行业的相关标准规定，产品批量生产，形成了产业链，批量实地应用。

创新点如下：

１．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了铸铁给水栓大量丢失，在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研制了防盗给水栓和防

盗安全给水栓。通过实地试验，建示范区，效果好，价格低。每个防盗给水栓和防盗安全给水

栓比铸铁给水栓的价格低１０元。

２．将密封压盖和上栓体用玻璃钢制造，使产品更美观、更经济实用。

３．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完成各项检测项目，自行研制了安全给水栓试验台，测试安全给水

栓的４项功能。

安全给水栓的应用，建立了低压管道的安全运行保护系统，提高了工程的安全保证程度，

促进了节水灌溉工程的健康发展。

主要完成单位：通辽市水利技术推广站

主要完成人员：贾学贡、张旭、刘永和

单位地址：通辽市科尔沁大街１５号 邮政编码：０２８０００

联 系 人：张旭 联系电话：０４７５ ８２３２８２５

传 真：０４７５ ８２１０２３３ 电子信箱：ｔｌｓｋｓ＠ｓｏｈｕ．ｃｏｍ

５４



成果名称：风能、太阳能人畜供水及灌溉系统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０ ５９

获奖情况：

该项目对风能、太阳能装置及相关的供水产品，供水工程模式及设计方法等进行了系统的

研究。优化设计了风能转化装置 （叶片）、发电机；研发了先进的调速系统、控制系统及新能

源专用离心式潜水电泵；编制了供水系统设计软件；对系统进行大量的生产试验；形成一套完

整实用的风能、太阳能供水系统。技术指标为：扬程３０ｍ，流量５ｍ３／ｈ。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价值。

项目研究注重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其中研发的低风速、高升力系数的ＳＴ．ＣＹ２３４

翼型，改善了风力机的气动特性，具有创新性。该项目取得中国实用专利１项，专利号

为０３２５７３２３．５。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员：包小庆、吴永忠、刘惠敏、查咏、伊丽特、刘伟

单位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大学东路１６号 邮政编码：０１００１０

联 系 人：丁力群、吴永忠 联系电话：０４７１ ４６９０６０３，４６９０５９５

传 真：０４７１ ４９５１３３１ 电子信箱：ｄｌｑ＠ｎｍｍｋｓ．ｃｏｍ

６４



四、水土保持

ＳＨＵＩＴＵＢＡＯＣＨＩ



８４



成果名称：沙棘良种集约化繁育技术及设备的引进和推广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９７５１５８

获奖情况：

该项目引进了法国ＦＩＬＣＬＡＩＲ公司威地克莱多洞尖顶直壁式温室系统和技术，建立了沙棘

优质苗繁育基地，为难以用常规技术繁育的一些沙棘品种提供了适宜的繁育条件，有效地提高

了繁育系数，降低了育苗成本，为国家 “晋陕蒙砒砂岩沙棘生态工程”项目提供了充足的优质

苗木资源，保证了生态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

该项技术结合消化吸收，将多年来沙棘良种选育成果和沙棘无性繁育技术与引进设备相结

合，大幅度提高了沙棘良种繁育的数量和质量，具体体现在：

１．缩短育苗周期，变春季扦插为３～１０月连续扦插，从而满足春季、雨季、秋季三个不同

造林季节的用苗需要。

２．简化了育苗程序，变原来大田炼苗为就地炼苗，同时省略了覆膜、庇荫等操作环节。

３．提高苗木产量３～５倍，扦插成活率提高２０％，成苗率提高４０％。

４．降低了育苗成本，省水、省肥、省工，苗木成苗成本可减少２／３。

该项成果已在内蒙古、陕西、甘肃、新疆等地得到了实际应用，推广面积达到１３．３３多万ｈｍ２，

并培训了一批相关技术人员，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沙棘开发管理中心

主要完成人员：邰源临、卢顺光、李永海、卢健、温秀凤、顾玉凯、徐双民、高福江、梁荣、张林才、

马卫民、李敏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１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温秀凤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４３６３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４３５９ 电子信箱：ｋａｒｅｎ ｗｅｎ６３＠１６３．ｃｏｍ

９４



成果名称：沙棘有效生物成分提取技术及设备的引进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５０５

获奖情况：

该项目引进了德国Ｅ＆Ｅ公司的生物有效成分萃取设备和技术，显著提高了沙棘有效成分

的提取效率和纯度，降低了能耗，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使我国的沙棘加工技术提高到一个新

水平。

该项目通过消化吸收，结合我国国情，自行设计、制造并安装了６００Ｌ和２０００Ｌ多功能沙

棘有效成分提取生产线各１套，国产化率达到９３％，设备成本仅相当于引进设备的１／７，在萃

取率、节能、提取物纯度等各项技术参数上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该项目的引进设备及两套推广型设备，几年来生产了大批符合国际标准及国家药用标准的

沙棘黄酮及其他有效成分，直接经济效益显著；由于提高了沙棘鲜果加工利用水平，从而提高

了当地群众对沙棘种、管、收的积极性，加快了沙棘资源建设速度，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明

显；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沙棘开发管理中心

主要完成人员：邰源临、李永海、卢顺光、温中平、卢健、顾玉凯、吴素林、张红梅、茹志平、李红

卫、徐双民、温秀凤、许荣义、忻耀年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１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忻耀年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０２１４５０６

传 真：０１０ ６０２１４８２５ 电子信箱：ｙａｏｎｉａｎｘ＠ｓｏｈｕ．ｃｏｍ

０５



成果名称：半干旱区生态经济型沙棘育种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其他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水规计 ［２００３］４８号

获奖情况：

该课题针对我国沙棘种植与开发利用对新品种的需要，开展了半干旱区生态经济型沙棘良

种选育研究。

取得如下创新成果：

１．以我国北方半干旱地区为生态区域，以前期沙棘选育研究储备为基础，采用沙棘亚种间

远缘杂交手段，选育出了适应本区生态条件的果实大、品质好、产量高、果柄长、棘刺少的３

个沙棘新品系：杂雌优１、杂雌优１０和杂雌优１２。

２．首次在沙棘育种中采用分子生物学ＩＳＳＲ技术，并以生理研究方法对新品系的适应性进

行评价，为 “生态经济型”沙棘育种提供了理论依据。

该项研究成果总体上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在半干旱地区沙棘 “生态经济型”育种工作中

所选出的３个新品系的综合性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该项研究成果为半干旱区的沙棘 “生态经济型”育种工作和良种化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沙棘开发管理中心 （水利部水土保持植物开发管理中心）、高原圣果沙棘制品有限

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邰源临、卢顺光、金争平、温秀凤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１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温秀凤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４３６３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４３５９ 电子信箱：ｋａｒｅｎ＿ｗｅｎ６３＠１６３．ｃｏｍ

１５



成果名称：旱区覆盖产流植被营建综合治沙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０ ６０

获奖情况：

该研究利用径流原理和ＰＡＭ覆盖技术 （化学剂喷施增流技术），有效调控土壤入渗率与侵

蚀，结合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提高坡地降水的利用效率，具有创新性对干旱区水土保持、生态

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成果的主要创新点有：

１．在坡地水土保持工程的设计和坡面水平沟土壤水分运移、坡面溢出点预测等方面进行研

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２．通过风洞实验，探索了ＰＡＭ 的使用量与起动风速之间的关系，得出：ＰＡＭ 使用量在

１．０ｇ／ｍ时可明显提高实验沙壤土的起动风速；当大于１２．０ｇ／ｍ时提高起动风速幅度不明显的

结论。

该成果总体上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其中风洞试验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该成果结合风沙源治理工程的实施在内蒙古正镶白旗开展了示范应用，建设示范区两处，

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正镶白旗水务局

主要完成人员：陈渠昌、雷霆武、李瑞平、赵淑银、徐锁柱、苏佩凤、唐泽军、江培福、扬燕山、董

志宏

单位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大学东路１６号 邮政编码：０１００１０

联 系 人：丁力群 联系电话：０４７１ ４６９０６０３

传 真：０４７１ ４９５１３３１ 电子信箱：ｄｌｑ＠ｎｍｍｋｓ．ｃｏｍ

２５



成果名称：长江流域水旱灾情及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动态监测系统技术引进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９８５１０９

获奖情况：

通过引进瑞士Ｌｅｉｃａ公司的ＤＳＷ５００自动影像扫描仪、数字扫描工作站、数字摄影测量工

作站，美国ＥＳＲＩ公司和ＥＲＤＡＳ公司的ＡＲＣ／ＩＮＦＯＧＩＳ系列软件包、图像处理软件以及ＩＰ公

司网络服务器等设备和技术，建立了长江流域水旱灾情和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可为有关管理部

门提供多方位、多时相的动态监测数据，为流域水旱灾害防治和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决策提供

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该项目引进后，已完成三峡库区的典型小流域地面实况监测，长江荆江河段洪水预警公共

信息平台、长江智能洪水应急响应系统、水土保持动态检测系统等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科

研成果。

该项目在流域水旱灾情动态监测数据的快速取得，流域空间数据库结构和基于网络的信息

发布等技术方面有一定的创新。

本项目的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对提高流域综合规划和管理水平有重要意义。对减轻水旱

灾害影响和提高生态保护效果，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员：沈泰、王生福、吴志广、谭德宝、周世波、朱永清、曹罡、向大兴、朱土豪、董耀华、

贾海、许志方

单位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黄浦路２３号 邮政编码：４３００１０

联 系 人：李昊洁 联系电话：０２７ ８２８２９７３２

传 真：０２７ ８２８２９７８１ 电子信箱：ｌｈｊ９３０７＠１２６．ｃｏｍ

３５



４５



五、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ＨＵＡＮＪＩＮＧＢＡＯＨＵＹＵＳＨＥＮＧＴＡＩＪＩＡＮＳＨＥ



６５



成果名称：利用聚丙烯酰胺加速东北黑土区生态修复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计划外项目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该项目针对东北黑土区农牧交错带水土流失现状及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开展了相关技术研

究，其成果对于加速该地区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具有重要意义。

该项目首次将聚丙烯酰胺应用于东北黑土区农牧交错带的生态修复，具有先进性和创新

性。项目提出了适宜该区域聚丙烯酰胺应用于生态修复的使用剂型、剂量和方法；通过系统试

验，定量地阐明了聚丙烯酰胺的改土、保肥、保水作用及其机理；研究分析了聚丙烯酰胺对植

被覆盖度、植被种类以及减少水土流失的影响。

该项研究成果在加速黑土区农牧交错带的植被恢复技术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该项目成果表明，该项技术应用于东北黑土区植被恢复与生态修复，可以取得明显的生态

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辽宁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水土保持局、通辽

市水土保持局、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水务局

主要完成人员：谭国栋、范建荣、胡静波、郑明军、潘庆宾、褚丽妹、吴文奇、李杰、王玉先、凡久

彬、吕子超、刘梦林、沈波、姜洋、陈浩生等

单位地址：长春市解放大路４１８８号 邮政编码：１３００２１

联 系 人：范建荣 联系电话：０４３１ ５６０７１８０

传 真：０４３１ ５６０７１８９ 电子信箱：

７５



成果名称：黑河流域地表水与地下水转换规律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１ ０５

获奖情况：

该研究成果应用环境同位素示踪技术、数值模拟等方法，系统研究了黑河流域地表水与地

下水转换关系，分析了人类活动对水循环规律的影响等，在地表水与地下水相互作用、流域地

下水的补给来源、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水循环等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

该研究取得如下创新性成果：

１．首次在黑河上游山区对降水和河水进行了同位素的系统采样，查明了研究区降水和地表

水同位素组成的时空分布特征，为在我国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开展水循环同位素的系统研究开创

了先例。

２．首次在黑河流域应用氟利昂 （ＣＦＣ）定年技术，结合氚 （３Ｈ）法确定了黑河流域浅层地

下水的补给年龄及更新速度，提高了年轻地下水定年的准确性。

３．应用多种同位素 （２Ｈ、１８Ｏ、３Ｈ、２２２Ｒｎ和ＣＦＣ等）示踪技术，结合水化学和区域水文地

质条件，查明了流域地下水的循环特征、不同河段地表水与地下水的转换关系和转化强度，提

高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４．建立了黑河中游地区三维地下水流数值模型，很好地揭示了混合抽水井、混合观测孔、

河流 （渠系）—地下水的转化、泉的模拟、降雨与河流 （渠系等）入渗补给滞后性、初始水头

分布等特征，为有效利用混合水位作为初始水头分布提供了重要途径，并将泉流量和混合水位

共同作为求取水文地质参数的拟合对象，提高了模型识别和模拟预测的可靠性。

５．对目前学术界争议较大的下游额济纳盆地古日乃和居延海地区地下水的补给来源等问题

提出了多元成因的新观点。

该研究成果总体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在应用多种同位素示踪技术研究干旱区地表

水与地下水转化机理、应用泉流量和混合水位进行模型识别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该研究成果为流域水资源的评价、开发利用与规划以及黑河流域近期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科

学依据，也为西北内陆河流域水循环规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主要完成单位：黄委会水文局、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 （武汉）地质大学、甘肃张掖水文

水资源勘测局

主要完成人员：钱云平、王玲、林柞顶、秦大军、陈崇希、英爱文、庞忠和、陈文雄、王玉明、张春

岚、张彦军、何炜、宋瑞鹏、王志勇、高亚军

单位地址：郑州市城北路东１２号 邮政编码：４５０００４

联 系 人：钱云平 联系电话：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６４４１

传 真：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８０５７ 电子信箱：ｙｕｎｐｉｎｇ１９６５＠１６３．ｃｏｍ

８５



成果名称：生物生态技术治理污染水体的关键技术与示范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１ ０１

获奖情况：２００６年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该项目针对我国当前急需解决的饮水安全、水生态修复等重要问题，在大量的室内实验、

工程中试、示范工程建设基础上，开展了深入的机理研究，提出了系列先进实用技术。

在饮水安全方面，首次深入研究了生物慢滤技术的生物特性和作用机理，设计开发了村、

家用型生物慢滤水处理装置，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到国家饮用水标准，并已在我国部分南方农

村地区推广应用。

在供水型水库水污染治理与修复方面，经对茜坑水库３年的研究和工程示范，运用生态学

和生物操纵的理论，进行了水库富营养化和水污染治理对策研究，水库水质基本达到了Ⅱ类水

标准。

在河道污染治理方面，根据新沂河河道的特点，开展了污水稳定塘、人工湿地、生物滤池

等多种类型的生态工程技术和中试规模的研究，取得了应用水生态工程技术净化污染河水可行

的工程设计参数。

该研究成果的主要创新点：

１．优化了生物慢滤技术的运行和设计参数，研究开发了适宜于农村特点的系列小型生物慢

滤装置。

２．提出了河蚌笼式分层养殖的生物过滤工艺及技术模式，将营养级串联效应、营养物生物

过滤和生物吸收等技术优化集成，用于水库富营养化治理。

３．因地制宜将氧化塘、人工湿地等多种生态工程技术优化和集成，结合水利工程合理调控

技术，治理污染的河流水体。

该项研究成果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生物慢滤生物特性和作用机理研究，河蚌笼

式分层养殖的生物过滤工艺、营养级串联效应、营养物生物过滤和生物吸收的组合技术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

该研究成果已在我国部分农村安全供水、水库富营养化治理、河流污染治理中获得应用，

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江苏省水利厅、河海

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周怀东、董哲仁、陈文祥、吴泽毅、刘玲花、张建华、栾建国、阮晓红、刘家寿、彭建

华、孙敏、朱爱民、贾永志、朱端卫、康永滨

单位地址：北京市玉渊潭科技园水环境研究所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刘玲花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８８６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７２７７８ 电子信箱：ｌｈｌｉｕ＠ｉｗｈｒ．ｃｏｍ

９５



成果名称：锡林郭勒草原牧草群落生态需水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１ １６

获奖情况：

该项目以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为对象，对区域内不同草原植被的生态需水技术问题进行了

研究，为锡林郭勒草原牧草群落生态需水研究奠定了基础，对促进我国草地生态环境的保护与

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该项目在广泛调研、资料搜集、遥感数据解译、小区试验的基础上，应用水量平衡、能量

平衡原理，以锡林郭勒草原四种草地类型为对象，全面研究了当地主要植物群落的生态需

水量。

该项成果的主要创新点：

１．通过专门的土壤水分亏缺试验，研究了牧草不同生育阶段的不同水分亏缺水平，对草地

生产力和敏感性因子做了系统揭示。

２．确定了不同草地类型的牧草群落在不同水文年份的潜在生产力。

３．在降水层面上，研究草原植被生态需水及维护草原生态稳定的基本生态需水量和适宜生

态需水量，对于确定草原水资源开发潜力及不同水文年的载畜量有重要意义。

该项研究成果总体上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并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进行了试验示范，在当

地水资源规划和草地节水灌溉方面得到了应用，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员：郭克贞、苏佩凤、史海滨、常春旻、李占林、敖小孟、巴达玛、赵淑银、佘国英、黄大

春、高丽、李万国、贺勇、李建军

单位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大学东路１６号 邮政编码：０１００１０

联 系 人：丁力群 联系电话：０４７１ ４６９０６０３

传 真：０４７１ ４９５１３３１ 电子信箱：ｄｌｑ＠ｎｍｍｋｓ．ｃｏｍ

０６



成果名称：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研究与实践

任务来源：计划外项目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该项研究充分考虑了黄河的自然和社会功能，综合平衡多方面需求，提出了 “维持黄河健

康生命”的治河理念，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河流健康生命的基本特征，阐述了河流生命和河流

健康的科学内涵。该研究提出了黄河健康标志、量化的黄河健康指标体系，进而分析了实现黄

河健康的技术途径，并进行了积极的试验和探索，为实践治河新理念提供理论和技术基础。

该项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１．首次提出了维持黄河健康生命与河流伦理观的新理念，系统阐述了河流生命、河流健康

和黄河健康生命的科学内涵，为黄河治理奠定了理论基础。

２．以河流的社会功能和自然功能基本平衡为指导思想，建立了确定黄河健康生命评价指标

的分析方法，提出了黄河下游主槽过流能力恢复目标、维持黄河生命的低限径流指标、黄河干

流水质恢复目标等黄河健康生命的主要评价指标。

３．基于黄河流域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的特点，探索了黄

河重点河段洪水条件与主槽断面形态之间的响应关系，初步提出了基本维持黄河下游主槽过流

能力。

４．为有效减少和处理对下游主槽危害最大的粗泥沙，提出了构筑控制黄河粗泥沙的３道防

线，即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的 “先粗后细”、滩区放淤的 “淤粗排细”和骨干工程的 “拦粗

泄细”。

５．根据黄河洪水和泥沙特点，提出了控制洪水、利用洪水和塑造洪水的黄河洪水管理思路，

提出了水沙调控体系联合运行机制，进一步明确了黄河水沙调控体系各工程的开发目标和任务。

６．基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指导思想，提出了 “稳定主槽、调水调沙，宽河固堤、政策补

偿”的黄河下游河道治理方略。

７．根据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总体要求和主要指标体系，从减少和处理泥沙、水资源有效管

理和外流域调水、水沙调控、下游河道治理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黄河治理开发与管理的

对策和重大措施。

该研究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已开展了一系列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实践和试验，研究

思路及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可为其他河流的治理所借鉴，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员：李国英、薛松贵、刘晓燕、李景宗、侯全亮、张原锋、张锁成、黄锦辉、杨希刚、张建

中、李肖强、刘斌、张学成、刘立斌、李勇

单位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１１号 邮政编码：４５０００３

联 系 人：常晓辉 联系电话：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６７２４

传 真：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２０３４ 电子信箱：ｘｈｃｈａｎｇ＠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ｇｏｖ．ｃｎ

１６



成果名称：北京城区河湖水体水质改善与修复示范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１４５

获奖情况：

该项目针对北京城区河湖水体污染的实际情况，对水体环境进行了系统调查、监测与分

析，完成了河湖水体外源污染削减技术、内源污染治理技术及强化自净能力技术试验研究与示

范工程建设，提出了 “北京城区河湖水体水质改善与修复规划方案”，编写了 《北京市河湖水

库富营养化与水华防治实用技术指导手册》，形成了以外源污染削减、内源污染治理与强化水

体自净能力技术为核心的北京城区河湖水体水质改善与修复技术体系。研究成果具有针对性、

系统性与先进性，对北京地区城市河湖水质改善与修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于北方地区河湖

水质改善与修复具有参考价值。

该项目建设了６处不同类型的示范区，项目成果已在北京市城区河湖水体与众多其他景观

水体的水质改善与修复中得到了推广应用，为解决城市河湖目前和未来面临的严峻缺水与水环

境污染问题提供了科技支撑。

主要完成单位：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员：李其军、孟庆义、廖日红、楼春华、胡秀琳、许志兰、侯德、井艳文、刘虎城、朱向

红、周云龙、宋福、郭泗勇、潘安君、伊峰、廖平安、郑凡东、刘操、王培京、何刚、

金桂琴、丁凯、徐华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２１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４

联 系 人：廖日红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８８４１６４８２

传 真：０１０ ８８４２３８０８ 电子信箱：ｌｒｈ＠ｂｗｓｔｉ．ｃｏｍ

２６



成果名称：岩质坡面喷混植生技术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０３ＥＦＮ２１６８００３１０

获奖情况：

应用生态学原理，采用喷混植生技术，解决了在岩质坡面上恢复植被的难题。该项目在植

物种的选择、基质材料配比、ｐＨ值调节等几方面有重大创新，并获发明专利。由于开发建设

形成的高边坡，不仅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也影响了城市景观和投资环境，是地方政府治理

的难点和棘手问题。采用该项技术，可以突破多种技术难点，为边坡生态修复开创了崭新的途

径。目前已广泛应用于铁路、公路等高边坡治理，２００５年仅在浙江、广东、山东等地推广了

２０ｈｍ２，前景广阔。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深圳市如茵生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张长印、章梦涛、王富永、吴长文、陈法扬、李琦

单位地址：北京市白广路二条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３

联 系 人：李琦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９８２５７０４ ４０９

传 真：０１０ ６９８２８６１２ 电子信箱：

３６



成果名称：三峡库区岸边水体污染特性及水环境承载能力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２ ０５

获奖情况：

该课题采用现场调研、数据统计、数值模拟、理论分析等多种手段对三峡库区岸边水环境

特性及水环境承载能力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以下成果：

１．建立了三峡水库基本信息库，为三峡水库蓄水前后数据资料的积累和水环境问题的进一

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２．针对三峡水库岸边水环境特性及数值模拟的难点，建立了岸边排污的水流水质及生态动

力学耦合模型。该模型既考虑了污染物在排污口附近的三维分布，又考虑了水中含沙量对污染

物输移的影响，较好地解决了排污口模拟中数值传递不协调的问题，提高了模拟精度，加快了

收敛速度。同时进一步完善了计算方法，分析了泥沙吸附解吸对污染物输移转化的影响，揭示

了三峡水库蓄水对岸边水体污染特性的影响规律。

３．研究了三峡库区水体中泥沙对总磷的吸附关系，建立部分江段泥沙对总磷的吸附等温

式，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了三峡建库前后泥沙冲淤对岸边水质的影响。

４．发展了排污口允许排污负荷的计算方法，结合典型排污口计算，分析了三峡水库岸边水

环境承载能力的时空分布。

项目研究成果在水流水质及生态动力学耦合模型、σ坐标下的分层三维有限元模型、嵌套

网格和当地时间步长法应用、水环境承载能力计算分析等方面具有创新性。

研究成果对三峡水库城市江段岸边水体及其他类似水域的污染防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应

用前景广阔。

主要完成单位：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高季章、陈永灿、刘昭伟、申满斌、江春波、李玲、程香菊、毛劲乔、任华堂、朱德

军、胡鹤鸣、付健

单位地址：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８４

联 系 人：刘昭伟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２７７２２５５

传 真：０１０ ６２７７３０４６ 电子信箱：ｌｉｕｚｈｗ＠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

４６



六、水工结构与材料

ＳＨＵＩＧＯＮＧＪＩＥＧＯＵＹＵＣＡＩＬＩＡＯ



６６



成果名称：已建堤坝工程风险分析和应急对策的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２ ０６

获奖情况：

该项目以我国堤坝等已建水利工程的安全现状为研究对象，针对普遍存在的工程老化与保

护区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进行相应的风险分析、安全评估和应对措施关键技

术的研究，分析时变效应对 “老化”工程的影响，以提高已建堤坝工程的安全度，使其更好地

发挥作用。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成果：

１．已建堤坝工程风险分析方法与控制理论的研究。基于堤坝工程风险失事的决定性和最直

接因素是水位而不是流量的观点，建立了确定水库调洪和河道行洪水位特征参数的随机微分方

程，实现了从洪水流量随机性向洪水水位随机性转化。针对已建堤坝工程的风险失事涉及多种

失效模态，采用事故分析方法，提出了洪水漫顶、渗流破坏、洪水预报调度的风险率定量计算

方法。

２．已建堤坝工程防洪安全调查和评估技术的研究。在对我国典型地区堤坝工程安全现状充

分调查和传统的水库大坝安全评价方法基础上，结合专家经验，判断大坝破坏模式，计算概率

和评估风险损失，提出了一种基于风险水库大坝安全评价方法，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

作性。

３．已建堤坝工程防洪风险应急对策的研究。从洪灾后果 （特别是生命损失）预测的不确定

性影响因素入手，论证了洪水预警系统是保护人类生命的关键途径和加强洪水预警系统建设的

重要性。并在预警系统建设中的几个关键技术，包括堤坝溃决参数预测、溃决过程模拟、洪水

影响范围、溃决参数预测成果不确定性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４．时变效应对已建堤坝工程防洪安全影响的研究。将时变效应的理论，引入到堤坝工程老

化的研究中，考察了影响堤坝防洪安全的各种随机量的 “陡变性”和 “缓变性”，建立了堤坝

工程主要失事模式 （洪水漫顶、渗透破坏等）的时变风险率的定量计算模型，并提出了泄洪闸

门事故率、渗流水头等时变随机量定量化评估的Ｂａｙｅｓ推断方法。

该研究成果已在沂沭泗流域防洪规划和洪水调度方案编制、沙河水库除险加固、江西省病

险水库除险加固规划中得到了实际应用，获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表明该成果在区域防洪

规划、洪水风险管理、大坝安全管理等方面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姜树海、范子武、李雷、吴时强、徐旭、盛金保、魏蓬、王仁钟、童中山、吴福

单位地址：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范子武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２３３

传 真：０２５ ８３７２２４３９ 电子信箱：ｚｗｆａｎ＠ｎｈｒｉ．ｃｎ

７６



成果名称：土石坝沥青混凝土防渗心墙低温施工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计划外项目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该项目取得的主要创新成果如下：

１．通过试验研究，优选出适宜的碾压式沥青混凝土配合比和施工保护措施，突破了

ＳＤ２２０—８７ 《土石坝碾压式沥青混凝土防渗墙施工规范》对气温条件 （日平均气温大于５℃）的

限制，在－１７℃以上的气温条件下，利用常规施工设备进行碾压式沥青混凝土防渗心墙施工，

质量满足设计要求。

２．试验成果表明，利用滑模或提模施工工艺，首次采用耐高温的土工无纺布替代混凝土砌

块副墙进行浇筑式沥青混凝土防渗心墙施工，在施工工艺上有创新，有利于提高沥青混凝土心

墙的整体性。

３．根据沥青混凝土黏稠性大的特点，研制成功了刀板型沥青混凝土振捣器，形成了振捣式

沥青混凝土防渗心墙施工新技术。在保证沥青混凝土达到设计指标的前提下，显著降低了浇筑

式沥青混凝土的沥青含量。

碾压式沥青混凝土防渗心墙施工技术在负温施工中应用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研制的振捣

式沥青混凝土防渗心墙施工技术填补了国内外沥青混凝土防渗心墙施工技术的空白，具有国际

领先水平。

该研究成果已经在尼尔基水利枢纽主坝沥青混凝土防渗心墙工程施工中得到了成功应用，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主要完成单位：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金正浩、王德库、孙荣博、鞠连义、李维科、侯福江、郑沛溟、叶远胜、苑润保、王科

峰、王琛、吴春雷、李艳萍、马涪良、袁纯山等

单位地址：长春市工农大路８００号 邮政编码：１３００２１

联 系 人：王德库、陈立秋 联系电话：０４３１ ８５９７００９、５０９２０８３

传 真：０４３１ ５０９２０００ 电子信箱：ｌｉｑ＿ｃｈｅｎ＠ｓｉｎａ．ｃｏｍ

８６



成果名称：大坝温度和挠度监测的ＤＴＳ与ＦＯＧ技术工程应用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１０９

获奖情况：

该项目开展了碾压混凝土坝温度场的ＤＴＳ测量和混凝土面板堆石坝面板挠度的ＦＯＧ监测

技术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该项研究成果的主要创新点：

１．提出了基于分布式光纤温度测量系统的温度场重构理论、方法和碾压混凝土坝温度场热

模态的新概念；开发了相应的实时仿真系统，并成功应用于百色水利枢纽工程６Ａ号坝段。

２．应用三维参数化建模技术、可视化技术和海量数据库技术，开发了 “基于空间信息的温

度光纤三维可视化系统”。

３．通过大比尺模型试验和理论分析，建立了分布式光纤监测渗流的理论方程式和经验

公式。

４．在国内首次将航天飞行器姿态测量的光纤陀螺技术应用于混凝土面板堆石坝面板挠度监

测；自主研发了高精度小型化光纤陀螺测量系统，已申请自主知识产权。

该项研究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基于分布式光纤温度测量系统的温度场重构理论

及相应的实时仿真系统、碾压混凝土坝温度场的热模态分析等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该成果已成功用于百色水利枢纽、乐滩水电站、思安江面板堆石坝和水布垭面板堆石坝等

工程，效果明显，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三峡大学、广西水利厅、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研究

院上海分院、广西右江水利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蔡德所、卫炎、李昌彩、何少润、陈树铭、蔡元奇、鲍华、孙役、朱以文、蔡顺德、李

嵘、肖衡林、苏训、杨焱、陈民安等

单位地址：湖北省宜昌市大学路８号 邮政编码：４４３００２

联 系 人：汪兰芳 联系电话：０７１７ ６３９３０９２

传 真：０７１７ ６３９４４０３ 电子信箱：ｋｊｃ＠ｃｔｇｕ．ｅｄｕ．ｃｎ

９６



成果名称：Ｄ４０００无黏结预应力钢筒混凝土圆管道研制

任务来源：计划外项目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该项目对无黏结预应力管道进行了理论分析、有限元计算和足尺模型试验。研究内容主要

包括：Ｄ４０００无黏结预应力钢筒混凝土圆管道的选材与定型研究；性能与设计方法的研究；管

身混凝土浇筑工艺施工技术研究；管道吊装施工技术研究；试验分析研究；经济效益分析等６

项内容。

该项目有以下创新点：

１．该管道采用上部对锚支承方式，预应力钢绞线束张拉时，施工不受管道基坑积水影响、

张拉不受空间限制、施工操作简单，该工艺可大大降低管道基坑开挖工程量，减少工程投资。

锚具槽位于管体上部外侧，混凝土封锚工作易于进行，封锚质量易于保证，对正常使用状态下

的预应力体系的观测和维护也非常方便。

２．该项目采用立式柔性组合钢模具进行现场预制浇筑，而后再进行管道吊装。该种施工工

艺省去了大型预制管道的远距离运输，不受沿途道路桥梁净空和载重的限制。

该项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在大管径、高内压无黏结预应力钢筒混凝土圆管道设计和施工技

术方面的空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该成果在大管径、长距离输水工程的设计、施工方面具

有推广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梁德洪、林建兴、宋光明、丁仕辉、庄志红、周世泉、方世隆、刘志忠、刘颖辉、易裕

荣、郝晓玲

单位地址：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省水电二局经营部 邮政编码：５１１３４０

联 系 人：庄志红 联系电话：０２０ ６１７７６６００

传 真：０２０ ８２６０８８６７ 电子信箱：ｓｄ２ｊｚｚｈ＠１６３．ｃｏｍ

０７



成果名称：南水北调大型渡槽隔震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该项目结合大型渡槽工程的结构特点，研究大型渡槽的几个抗震关键技术问题及隔震技

术。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１．研究开发了大型渡槽抗震分析软件，并采用数值模拟方法进行研究，得到了大型渡槽地

震反应的规律与特点。

２．结合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孤柏嘴工程渡槽设计方案、漕河渡槽桁架拱结构设计方案，采用

数值模拟的手段，研究渡槽结构的动力特性及其在多种静力荷载和地震作用下的反应，并对大

型渡槽的抗震安全性进行了评价。

３．在中国水科院大型模拟地震振动台上，对上述两种型式的大型渡槽的自振特性及动力反

应进行了多种工况的试验研究，对各测点的动水压力、加速度、动应力、动位移响应规律进行

了分析和总结，并与计算结果进行了比较，验证了计算方法的合理性。

４．结合洺河渡槽设计方案，对隔震支座的力学参数进行优化。通过试验，研究了铅芯橡胶

支座ＧＺＹ９５０×８５０、球型隔震支座ＮＫＱＺ１５０００ＧＤ的力学性能，并给出了相应的参数。

５．结合洺河渡槽设计方案，提出了大型隔震渡槽的抗震性能目标。分别采用刚性支承方

案、柔性支承方案、铅芯橡胶支座ＧＺＹ９５０×８５０和球型隔震支座ＮＫＱＺ１５０００ＧＤ，对渡槽的动

力特性、地震反应以及隔震技术的减震效果进行了大量的数值分析。结果表明，所提出的隔震

措施。可以减小大型渡槽结构的地震反应，达到工程抗震安全的目的。

该项目发表论文三篇，专著一部，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工程实用价值和学术理论意义，部

分研究成果目前已被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北省段洺河渡槽设计采纳，并可推广应用于其他大中

型水利水电工程，具有显著社会与经济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张艳红、胡晓、刘爱军、和秀芬、胡选儒、王济、禹莹、魏力、赵立敏、欧阳先凯、胡

华、黄杨、杜红英、周亮、曾迪、李书群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２０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４

联 系 人：张艳红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６５５６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４７８０６５ 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ｙｈ＠ｉｗｈｒ．ｃｏｍ

１７



成果名称：玻璃钢防渗渠槽的产品开发及推广应用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０３ＥＦＮ２１６８００３１１、２００４ＥＡ６０００７０

获奖情况：

根据玻璃钢材料具有强度高、糙率小、不渗漏、适应变形能力强的特点，在国内外首次开

发了采用玻璃钢材料制作防渗渠道的新技术，并获得国家专利，使防渗渠道增加了新成员，拓

宽了玻璃钢材料的用途，对于提高渠道防渗效果、促进农业节水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通过对比试验，优化选择了玻璃钢防渗渠槽的材料配方和结构型式，提高了玻璃钢防

渗渠槽的刚度，研发了玻璃钢模具及渠槽成型工艺和生产流程。通过改进材料配方、优选断面

结构、设置定形箍、枕梁和镇墩等一系列措施，圆满解决了玻璃钢防渗渠槽刚度不能满足实际

需要的难题。通过现场示范，改进和完善了玻璃钢渠槽的现场铺装工艺。

项目全面测试了玻璃钢渠槽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编制了玻璃钢防渗渠槽断面参数和流量

查算表，制订了产品生产工艺和企业标准，与生产企业合作建立了玻璃钢防渗渠槽生产基地，

达到了批量生产的能力。在高淳、如皋等地开展了现场示范，累计示范面积达２０００多亩。实

际应用表明，玻璃钢防渗渠槽具有较好的节水、节能、节工、节本效果，社会、经济效益

显著。

玻璃钢防渗渠道具有无接缝、无渗漏、过水能力强、强度高、抗冻融破坏能力强、易于工

厂化、专业化生产的特点，广泛适用于中小型渠道，特别适合在寒冷、边远地区和砂石料缺乏

地区采用，推广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主要完成单位：江苏省水利科学研究所、南京兴亚玻璃钢有限公司、南京恒倍特玻璃钢有限公司、南通

市水利局

主要完成人员：吴玉柏、朱雪峰、袁小荣、沈波、陈凤、张华、吴建华

单位地址：南京市南湖路９７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１７

联 系 人：陈凤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６４０１０９３

传 真：０２５ ８６４１９３３３ 电子信箱：ｃｆ８０１４＠１２６．ｃｏｍ

２７



成果名称：《开孔垂直联锁混凝土砌块护坡技术》应用推广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ＴＧ０３０５

获奖情况：

开孔垂直联锁混凝土砌块是淮委承担水利部９４８项目 《混凝土砌块护堤技术》课题研究过

程中开发的系列护坡砌块产品中较为特别的一种：开孔有利于减少波生浮托力，垂直联锁可增

强砌块间的抗力，适于波要素较大的堤坝工程护坡，在同一砌块上设计开孔和垂直联锁结构在

世界上尚属首次。临淮岗工程主坝护坡工期紧，工程应用波要素大，采用开孔垂直联锁砌块护

坡在技术、经济上是可行的。根据临淮岗主坝波要素情况，设计了３种不同厚度、不同几何尺

寸的开孔垂直联锁砌块产品，在设计过程中，结合主坝抗波浪模型试验，对国内外不同计算方

法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进一步完善了开孔垂直联锁砌块稳定厚度的计算方法，确定了相关系

数取值范围。另外，专门从欧洲引进了一条先进混凝土砌块生产线和与之配套的开孔垂直联锁

砌块脱模装置、特种模具等。在施工工地现场，生产了８．８万 ｍ３ 开孔垂直联锁砌块，产值

３０００多万元，利税５００多万元，在生产过程中，探索总结了开孔垂直联锁砌块生产工艺及质量

控制方法。在临淮岗主坝护砌施工了８．８万ｍ３，４０多万ｍ３ 的开孔垂直联锁砌块，在施工过程

中，总结提出了开孔垂直联锁砌块护坡施工砌筑工艺及提高施工效率、确保施工质量的方法措

施及开孔垂直联锁砌块产品和护坡工程质量要求及工程质量评定方法等。在项目执行期间，在

各种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６篇。

开孔垂直联锁砌块，结构新颖，抗波浪作用效果较一般混凝土砌块及传统护砌形式好，可

减小护砌厚度，节省工程投资，减少施工工期，增强工程景观效果，通过实施该项目，进一步

完善和丰富了混凝土砌块护堤技术，为混凝土砌块护坡在我国的推广应用起到积极的推进作

用，对未来波要素较大的水利护坡工程应用有指导意义。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员：刘玉年、吴美安、宁勇、朱勇、朱一平、彭德胜、张旸、李怀清、杨中、刘健、华伟

中、周志强、司马军、赵萍、陈修翔等

单位地址：安徽省蚌埠市东海大道３０５５号 邮政编码：２３３００１

联 系 人：吴美安 联系电话：０５５２ ３０９２５２１

传 真：０５５２ ３０９２５２３ 电子信箱：ｍｅｉａｎｗｕ＠ｓｉｎａ．ｃｏｍ

３７



成果名称：纳米塑料合金管材生产关键技术及设备引进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００２

获奖情况：

纳米聚乙烯管具有刚性好、高耐磨、高强度、无毒，使用温度范围广 （－４０～７０℃）、耐

腐蚀、不锈蚀等特点，是当前国际上新开发的一种工程塑料管材，主要用于城市和农村给水

管、农业节水工程中喷灌移动和地埋管、河道疏浚排泥管等，是替代传统的钢管、铝合金管和

铸铁管等管材的理想产品，尤其适用于有高强度、高耐磨要求的领域，如河道疏浚、电厂排灰

等 （其耐磨性是钢管的７倍）。

本项目引进了包括过滤式模头在内的国际先进的德国纳米塑料管材制造关键技术和设备，

设备技术性能指标先进。应用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纳米材料熔融插层技术，与引进设备及技术

进行国内配套、消化和创新，建成了一整套年产３０００ｔ以上的纳米管材生产线。产品经国家化

学建筑材料测试中心检测，符合ＧＢ／Ｔ１３６６３—２０００国家标准。

本项目已在天津、新疆、河北、陕西和厦门等地的供排水工程、疏浚工程、中水回用工程

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取得了明显成效。

该产品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根据 《国家化学建材２０１０年发展规划纲要》要求，２０１０年

城市供水管道的塑料管应用率将达到５０％，城镇供水管道将达到８０％。除供水外，如河道疏

浚、电厂排灰、矿用排水排污、矿山细颗粒输送、粮食加工、化工液体输送等领域，都可推广

应用，市场潜力很大。该产品性能价格比优越，具有市场竞争优势，项目执行单位开发的

２００ｍｍ以下小口径纳米聚乙烯管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大口径纳米聚乙烯管投放市场后必将

会受到用户的欢迎。本项目实施可生产纳米聚乙烯管材３０００ｔ，年销售收入４８００万元，年利税

４３５万元，年税后利润１５５万元。

主要完成单位：河北省水利厅

主要完成人员：梁建义、冯同普、王汉东、袁继光、漆宗能、朱晓光、王祖玉、邢国新、李继文、李

何、王栓堂、周朝龙

单位地址：石家庄市新华小区小安舍昌西街２号 邮政编码：０５００１１

联 系 人：冯同普 联系电话：０３１１ ８５１８５５７２，１３７００３１５６５３

传 真：０３１１ ８６０５３１９４ 电子信箱：ｈｂｗｆａ＠２６３．ｎｅｔ

４７



成果名称：三维ＰＩＶ测速系统的引进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１２２

获奖情况：

ＰＩＶ测速技术也称流动图像测速技术是近１０多年来得以迅速发展的流场测试技术。它集

中体现了现代高科技手段的特点，集激光技术、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图像图形处理技术、计算

机技术、现代光学元件技术、微电子技术为一体，成为当代光机电一体化的先进设备，可实现

对复杂、非定常流动的无接触瞬态流场进行全场测速，是多点测量技术和了解流动空间结构的

需要，也是流体动力学、水动力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需要，它有利于提高基础理论的研究水平和

增强科研实力。

本项目从美国ＴＳＩ公司引进了一套目前国内外性能指标最高的三维ＰＩＶ测速系统。它既可

以对小流动结构进行定量测量和分析，又可以在高分辨率的情况下测量大流场，测速范围广，

并具有 Ｈａｒｔ专利技术的数据采集、分析和显示软件，数据处理速度快，能够实现快速的在线

处理。

该系统引进后，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开展了在水工水力学领域的应用研究。对该系统中

的激光光源、示踪粒子、测量范围等摸索出一套适合水流测量的方法，并在典型水流场和复杂

水流场测试中得到了应用，取得了多项创新成果：首次采用高分辨率双ＣＣＤ同步测量方法，

获得了反弧门后精细的水流流场，并取得了反弧门后水流回流区长度在不同开度情况下的变化

规律、反弧门不同开度的收缩系数值、回流区脉动幅度与收缩系数脉动幅度和反弧门不同开度

下的三维流场等；应用ＰＩＶ技术对表面横向浮射流浓度场扩散进行了实验研究，并结合流速场

进行了分析，获得了射流浓度场扩散的瞬时分布特性和扩散特性，还对不同温升不同变率下得

到的成果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直立圆柱上下游三维流场综合测试分析和圆柱下游三维流场细

部测试分析，得到了直立圆柱绕流附近的三维流场结构；采用三维ＰＩＶ测速系统对明渠取水口

内外的三维流场进行了精细的测量和分析，取得了在不同取水口淹没深度和取水流量情况下，

取水口内外水流结构的三维特性；通过使用二维ＰＩＶ对明渠跌坎分离流动做了直观、细致的研

究，获得了明渠跌坎分离流动的回流区长度随雷诺数变化规律和湍流流速分布特征。

该系统的引进和应用，不仅提高了水工水力学领域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水平，而且为培

养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已经有４人利用该系统完成了硕士论文。该系统还可以进一步推广

应用到如鱼道水力学、生态水力学和环境水力学等方面，应用前景广阔。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张瑞凯、李云、徐世凯、范子武、黄国情、骆少泽、刘本芹、徐新敏、童中山、常十军

单位地址：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徐世凯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２００

传 真：０２５ ８３７２２４３９ 电子信箱：ｓｋｘｕ＠ｎｈｒｉ．ｃｏｍ

５７



成果名称：抗空蚀涂层关键技术的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３２１

获奖情况：

据统计，到２００２年底，我国已运行的大中型水电站约有１３２台共１２０００ＭＷ装机容量的水

轮机遭受含沙水流的磨蚀。每年因水轮机过流部件磨蚀破坏而停运或事故检修造成的电量损失

达１０亿ｋＷ·ｈ，消耗检修费及设备更新费数千万元。国内外抗磨蚀涂层的应用已有２０多年。

但是，在强空蚀区的短期失效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项目组经过大量的方案比较和筛选，自主研发的丁腈羟予聚物改性环氧碳化硅、聚氨酯弹

性体改性环氧碳化硅两种涂层材料，其与母材的黏结强度均达到４０ＭＰａ。

项目组研发的ＰＵＳ复合涂层，层间黏结强度达２３ＭＰａ以上，与目前国内外同类涂层相比

有很大提高，其抗磨蚀性能优于国内外涂层。该涂层在三门峡１号机经过一年运行和紫荆关五

级水电站ｌ号机２８０８ｈ的运行考核，均保持完好。

研发的聚氨酯予聚体改性的环氧碳化硅和丁腈羟予聚物改性的环氧碳化硅涂层材料，在抗

磨蚀性能方面有较大提高。该材料已在河北易县紫荆关三级水电站经过１６２７ｈ的运行后涂层保

持完好。

研发的端羟基予聚体和端异氰酸基予聚体双组分结构弹性体 （塑料型）中的ＰＵｌ配方，经

紫荆关三级水电站１６２７ｈ的实际应用，涂层保持完好。

项目组研发的涂层材料使环氧类涂层的强黏结性附加更多的弹性。弹性体涂层具有更强的

黏结性，并在施工中完成有机的结合；简化了水力机械抗磨蚀涂层的施工工艺，降低了涂层的

固化和施工温度。该项研究具有创新性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水机磨蚀试验研究中心

主要完成人员：姚光、闵京声、王志高、王大实、赵永、黄茂松、史以洪、于晶、刘京和、梁永立、王

晓红、王建国

单位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洞庭路６０号水机磨蚀中心 邮政编码：３００２２２

联 系 人：姚光 联系电话：０２２ ２８７０２４０４

传 真：０２２ ２８７０２４０４ 电子信箱：ｓｊｍｓ２００３２００３＠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６７



成果名称：“安快坝”应用技术引进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４２７

获奖情况：

“安快坝”采用聚乙烯、织物等柔韧的防渗材料制作，以 “水”作为增重内充物，注满水

后形成坝体，起到挡水作用，是美国安快坝公司发明的以水临时筑坝的新技术。

该项目通过贸易购买的方式，引进 “安快坝”应用技术，主要包括： “安快坝”单体坝段

２．４４ｍ×５．７９ｍ×６０ｍ及其专用附属设备，安装使用技术、培训资料等。

结合黄河防汛抢险 （演习）和工程施工，进行截水、防冲御溜外移试等应用试验，分析应

用效果。给国内防汛抢险和工程施工、维修截水提供了一种安装快捷、拆卸方便、价格低廉、

可重复使用的新的材料结构和技术方法。通过应用试验和考察，全面掌握了 “安快坝”的铺

设、搭接、渗水控制、清理、修补和应用维护等技术，为在国内进一步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

并制订了 “黄河枯水期利用安快坝壅水挑溜加大位山引黄闸引水流量试验研究”实施方案。

以位山闸修做挑溜坝应急工程为例，为保证向天津正常供水，２００４年在位山闸上游对岸修

筑草埽土石结构挑溜坝工程，将水流挑向位山闸，引黄济津结束后拆除。预算投资１９８．８万

元。由于挑溜坝应急工程均在枯水期运用，流量较小，工程超高较多，完全可以采用４．８８ｍ×

８．５３ｍ的 “安快坝”代替。采用 “安快坝”修做挑溜坝应急工程，测算经费不过５３．１６万元，

可节资１４５．７４万元，经济效益显著。

该项目成果已在黄河第四次调水调沙试验中，得到了防冲御溜外移实际应用，取得了良好

的护滩效果，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黄河水利委员会山东黄河河务局

主要完成人员：李希宁、刘曙光、苏洪禄、李长海、王志远、朱茂国、胡伟峰、王复宏、孟祥文、郝彩

萍、郭洪义

单位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黑虎泉北路１５９号 邮政编码：２５００１１

联 系 人：李长海 联系电话：０５３１ ８６９８７１６８

传 真：０５３１ ８６９８７３１８ 电子信箱：ｌｌｃｈ＠ｓｄｈｈ．ｇｏｖ．ｃｎ

７７



成果名称：亚热带碾压混凝土坝温度监控的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１０９

获奖情况：

该项目针对大坝混凝土结构温度场监测的技术难题，引进了英国ＤＴＳＭ４分布式光纤温度

测量系统和荷兰不锈钢铠装传感光缆，经消化吸收，成功应用于百色、乐滩等水利水电工程。

共埋设不锈钢铠装传感光缆９０００米。本项目解决了红水河乐滩水电站３号机组三维混凝土结构

温度场的监测问题，尤其是机组流面的施工过程得到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另外，在广西百色

ＲＣＣ坝５号、６Ａ号坝段的大规模应用中，共埋设不锈钢铠装传感光缆８０００余米，形成了５

号、６Ａ号两个坝段温度场的三维监测网络，有效地指导了工程的施工过程。

针对分布式光纤温度测量系统的海量检测数据，开展了基于空间信息的温度光纤三维可视

化系统研究。结合工程应用，基于分布式光纤温度测量，创建了新的温度场重构理论，提出了

温度场实时仿真的方法，开发了相应的软件系统，正在申报国家发明专利。利用分布式光纤温

度测量系统，通过大比尺模型实验和理论研究，建立了渗流监测理论公式和经验公式。

新的光纤传感器件与技术，其测量精度、分布式检测能力和适应范围同传统的传感器件与

技术相比，都是质的飞跃，对推动大型土木水利工程安全监测领域的科技进步起到了重要作

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用意义。ＤＴＳ技术可监测到重大结构因意外荷载或环境等作用引

起的结构变形和损伤，及时评定结构的安全可靠性，避免结构的进一步损伤或破坏，方便远程

监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巨大；我国水电站８万多座，桥梁、高速公路、房屋建筑工程等

快速发展，ＤＴＳ技术的应用前景非常广阔，下一步首先将在云南万家口子、桥巩等水电工程中

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三峡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

主要完成人员：蔡德所、何薪基、李烈、张存吉、蔡元奇、陈树铭、鲍华、肖衡林、朱以文、苏训、何

少润、程国银、兰廷文、杜元生、陆民安、叶晓丹

单位地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北路３９号 邮政编码：５３００２３

联 系 人：叶晓丹 联系电话：０７７１ ２１８５０３７

传 真：０７７１ ２１８５０３７ 电子信箱：ｘｄｙｅ＠ｇｘｗａｔｅｒ．ｇｏｖ．ｃｎ

８７



成果名称：土工合成材料防渗衬垫生产技术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４１７

获奖情况：

该项目从美国引进ＧＣＬ检测设备，包括抗拉试验机、移动渗透测量仪、湿度分析仪、压

滤机和拌和机和生产技术。建立起我国第一个符合ＡＳＴＭ标准的ＧＣＬ实验室。

该项目引进的土工合成材料防渗衬垫生产技术先进，产品性能稳定可靠，质量优良，可有

效的防止工程环境发生干湿循环、冻融、冻胀对防渗层造成的损伤。对我国水利工程中的渠

道、河道、水库等的防渗有着重要科学技术意义及广泛的推广应用前景。引进的ＧＣＬ检测设

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具体指标为：膨润土膨胀系数不小于２２ｍＬ／２ｇ；ＧＣＬ单位面积质量不

小于４５００ （ｇ／ｍ
２），纵向断裂强度不小于１０ （ｋＮ／ｍ），横向断裂强度不小于１０ （ｋＮ／ｍ），纵向

断裂伸长率不小于１０ （％），横向断裂伸长率不小于６ （％），垂直渗透系数不大于５×１０－９

（ｃｍ／ｓ），剥离强度不小于６５ （Ｎ），抗静水压试验 （０．３ＭＰａ）２４ｈ无渗漏。

项目组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开发了 “江河自愈防渗毯 （ＪＭＥ ｍａｔ）”，试验数据表明，该

产品在防渗效果、环境友好、生态修复、施工方法、经济效益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适用于

水利、市政、环保等工程领域，应用前景广阔。

该项目在宁夏农渠和汉延渠进行了工程试验，在此基础上又推广应用了约１１万ｍ２，应用

效果良好。

主要完成单位：江河机电装备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中电捷龙电力技术集团

主要完成人员：郭云峰、龙军、殷春霞、姚振宪、王爽、陈宏亮、侯放鸣、陈逸诗、闫华、袁小斐、王

书志、续夏光、陈建功、陈乐清、王琦等

单位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二条二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３

联 系 人：王琦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２１２５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２１２５ 电子信箱：ｗａｎｇｑ＠ｃｈｉｎａｊｍｅ．ｃｏｍ

９７



０８



七、泥沙及江湖治理

ＮＩＳＨＡＪＩＪＩＡＮＧＨＵＺＨＩＬＩ



２８



成果名称：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其他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水规计 ［２００３］１６４号

获奖情况：

该项目采用实测资料分析、理论研究、数学模型计算、实体模型试验、原型试验和实地调

查等多种研究手段相结合的技术途径，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对潼关高程控制及

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以下主要成果：

１．分析提出了三门峡水库不同运用时期潼关高程抬升的主要影响因素：蓄水拦沙期水库运用方

式起主要作用；滞洪排沙期主要受枢纽泄流规模的影响；蓄清排浑期主要受来水来沙条件的影响。

２．分析指出了不同时期渭河下游河道淤积的成因：１９６０～１９７３年主要受潼关高程抬升的

影响；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主要是渭河水沙条件变化的结果。

３．通过数学模型计算、实体模型试验和资料分析，定量分析了三门峡水库不同运用方式对

降低潼关高程的作用，提出了降低潼关高程对渭河下游的减淤效果。综合考虑潼关高程可能降

低幅度以及渭河下游防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确定了合理的潼关控制高程。

４．开展了三门峡水库原型试验，观测表明，三门峡水库非汛期最高运用水位控制在３１８ｍ，

潼关河段不受回水影响，并对改善库区淤积分布和降低潼关高程有一定效果。

５．通过调查和计算，评价了三门峡水库不同运用方案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影响。

６．综合以上研究成果，提出了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方式的调整建议：汛期敞泄，非汛期平

均水位不超过３１５ｍ，最高运用水位不超过３１８ｍ，遇严重凌情、特大洪水和特殊情况时，不受

此限制；试运行５年后，视结果再做调整。

该项研究成果的创新点如下：

１．发现了潼关高程变化与三门峡水库前期淤积量之间的滞后现象，提出了库区淤积量与坝前

运用水位的滞后响应关系，确定了非汛期潼关高程升降值与超过某一水位的天数之间的关系。

２．定量提出了三门峡水库不同运用方案对降低潼关高程的作用以及不同潼关控制高程下渭

河下游的冲淤变化和洪水位变化。

３．提出了合理潼关控制高程以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调整的建议。

４．研究开发的一维恒定流泥沙冲淤数学模型在河宽变化模拟、溯源冲刷及复杂边界条件模

拟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５．动床实体模型包括渭河下游河道和三门峡库区，在长河段、多进口和干支流同步相似模

拟技术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该研究成果总体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并已在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调整的试运行中得到应用，

为进一步调整优化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治理渭河流域等提供了技术支撑，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主要完成单位：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陕西省水

利厅、西安理工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姜乃迁、胡春宏、杨含侠、李文学、吴保生、张翠萍、陈建国、邓贤艺、王新宏、梁国

亭、王国栋、郭庆超、侯素珍、夏军强、林秀芝

单位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顺河路４５号 邮政编码：４５０００３

联 系 人：伊晓燕 联系电话：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４５５２

传 真：０３７１ ６６２２５０２７ 电子信箱：ｙａｎｚｉ＿９１７＠ｓｉｎａ．ｃｏｍ

３８



成果名称：维持黄河下游排洪输沙基本功能的关键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４ＢＡ６１０Ａ ０３

获奖情况：

该课题针对黄河下游出现的河槽严重萎缩、排洪输沙能力下降等突出问题，开展维持黄河

下游排洪输沙基本功能的关键技术研究。采用原型观测资料类比分析、实体模型试验和数学模

型计算方案比选、水沙运动理论推演等多种技术手段，多学科交叉，科研院所、高校及生产部

门联合攻关，对黄河下游河槽排洪输沙基本功能、判别指标、水沙调控指标及水库调控关键技

术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主要成果和创新点：

１．根据黄河下游河道输沙和演变特点，结合自然、社会及生态等方面的约束条件，首次界

定了黄河下游河槽排洪输沙基本功能的内涵，并提出了平滩流量、滩地分流比、水位涨幅和河

槽断面形态排洪功能表征指标等；排沙比、淤积比和断面形态等输沙功能表征指标。

２．在分析黄河中游各区间水沙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首次探讨了 “泥沙频率”概念，并通过独立

同分布检验，建立了潼关、龙门、华县站的 “泥沙频率”曲线，定量界定了水沙丰平枯组合类型。

３．根据大量实测洪水资料分析、理论推导及数学模型计算，对河槽排洪输沙基本功能的主

导因子进行了权重分析，并首次提出了黄河下游河槽排洪输沙基本功能指标的阈值和范围。

４．利用洪水、泥沙特征值，将黄河下游洪水进行了科学分类；研究了洪水过程中黄河下游

河槽断面特征值与洪水特征值之间的数学表达式，表征了洪水过程与河床形态调整的响应关

系，较以往研究成果有明显的突破。

５．在分析黄河下游２４０多场洪水资料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河道冲淤相对平衡条件下的分

组泥沙含沙量、分组泥沙来沙系数。

６．考虑了前期径流、泥沙条件对当前河床形态的影响，研究了不同来水来沙与平滩流量的

响应关系；综合黄河下游主槽演变规律、实体模型试验、数学模型研究成果，首次提出了近期

塑造和维持黄河下游主槽的水沙过程及相应的径流量、泥沙量调控指标，洪水过程特征指标。

７．根据建立的维持黄河下游河槽排洪输沙基本功能的水沙调控指标体系和研究提出的水沙

调控方案，基于三门峡、小浪底等水库对水沙的调节作用和入库水沙过程的初始条件，完善了

黄河中游水库群水沙联合调度模式，提出了水沙调控修正模型，水库群水沙调控方案集等。

该研究成果总体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并已应用于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黄河调水调沙预案

和实施方案制定及高含沙洪水调度预案的制定、黄河流域 （片）水资源综合规划、利用桃汛洪

水冲刷降低潼关高程的水库群调度方案制定等决策中，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姚文艺、李勇、胡春宏、张金良、张原锋、苏运启、曲少军、张晓华、陈建国、余欣、

王卫红、孙赞盈、戴 清、吴保生、李永亮

单位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顺河路４５号 邮政编码：４５０００３

联 系 人：苏运启 联系电话：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４１１９、６６０２４５４８

传 真：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４５６４ 电子信箱：ｓｕｙｕｎｑｉ＠１２６．ｃｏｍ

４８



成果名称：温州浅滩工程波浪潮流泥沙及监测试验研究

任务来源：计划外项目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该项目根据温州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河床演变分析、物理模型试验、数值模拟计

算及原型监测等手段，对潮强浪急、含沙量高、岛屿林立、浅滩密布、边界条件异常复杂的瓯

江河口区开展了综合治理工程科研，为温州浅滩工程的决策、设计及成功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技

术支撑。

研究成果及创新点如下：

１．系统地研究了瓯江河口水沙运动与河床演变规律。

２．通过采用底沙起动相似的当量粒径、模拟风浪天气情况下含沙量的变化及泥沙淤积等技

术，首次成功模拟了瓯江口泥沙运动和河床变形。

３．首次建立了瓯江河口波 流 （径流与潮流）共同作用下的泥沙 （悬沙和底沙）数学模型，

预测了强台风分别与大潮、大洪水遭遇情况下瓯江口围涂工程港口航道的淤积强度。采用波浪

传播变形和风浪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数值计算方法，对温州浅滩水域的波浪场进行计算。模型预

测与现有的实测结果符合良好。

４．试验段采用土工布、塑料排水板、镇压层等有效地基加固方法，首次提出了 “先少后

多”的实用性现场填筑控制指标，效果良好，为后续工程提供了依据。

该项研究成果总体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已在实际工程中已得到应用，产生了显著的经

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具有广阔的推广价值。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李浩麟、王顺中、陆永军、徐群、王红川、戴济群、袁文明、周益人、陈国平、王俊、

苏冬林、左利钦、杨正己、黄康理、王驰

单位地址：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王顺中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９３７３

传 真：０２５ ８５８２９３３３ 电子信箱：ｓｚｗａｎｇ＠ｎｈｒｉ．ｃｎ

５８



成果名称：基于数学、物理模型和原型观测的海河口泥沙回淤规律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其他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水规计 〔２０００〕５８８号，水规计 〔２００１〕３２６号

获奖情况：

该项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和创新点如下：

１．采用数学模型、物理模型和原型观测相结合的方法，对海河口清淤回淤规律进行了系统

的分析和研究，其研究方法和成果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

２．建立了海河口一、二维连接水沙数学模型，将河道、河口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利用物理

模型充分考虑了波浪潮流的共同作用，为揭示海河口泄流和回淤特性提供有效的技术手段。

３．通过砣测和ＧＰＳ水深仪测量结果对比分析，改进了海河口清淤量计算公式。

４．根据不同清淤方案的泄流能力和回淤量研究成果，优化了海河口清淤方案。

该研究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对海河口及独流减河口维护清淤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对其

他淤泥质河口治理也有借鉴意义。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员：罗建军、房秀芳、梅传书、史福全、周凤才、金旺盛、康福贵、张东瀛、董琳、马云霞

单位地址：天津市河东区龙潭路１５号 邮政编码：３００１７０

联 系 人：梅传书 联系电话：０２２ ２４１０２７２７

传 真：０２２ ２４１０２７１９ 电子信箱：ｍｅｉｃｓ＠ｈｗｃｃ．ｇｏｖ．ｃｎ

６８



成果名称：黄河泥沙粒度分析目标函数回归模型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４１６

获奖情况：

该研究成果针对黄河泥沙粒度分布范围宽、沙型复杂，激光法与传统法粒度分析系列不一

致等问题，从不同类别、不同沙型、不同地域、不同时段选取了１５０８个沙样，开展了两种分

析方法成果相关关系的研究，建立了激光法与传统法相关关系转换模型，为实现黄河泥沙粒度

分析资料与历史资料的一致性、连续性提供了技术支撑。

该项研究成果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１．针对实验中发现的在分界粒级处存在 “分级交混”现象，提出处理方法和计算公式，解

决了 “分级交混”现象在分界粒级处所造成的粒度二值问题。

２．建立了适合黄河泥沙粒度分析目标函数的回归模型，解决了黄河泥沙几十年历史资料的

衔接问题。

３．制定了 《激光粒度分析仪投产技术规定》和 《激光粒度分析仪操作规程》，提出了精度

试验的方法、步骤和评价指标，填补了国内泥沙测验粒度分析的空白。

该项成果总体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已在黄河泥沙测验、调水调沙、小北干流放淤试

验、水库异重流试验等工作中应用，效益显著。该项技术成果应用前景广阔，它的进一步推广

应用将对提高我国泥沙测验的现代化水平发挥重要的作用。

主要完成单位：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主要完成人员：和瑞莉、吉俊峰、牛占、李静、谷源泽、王爱霞、郭宝群、扈仕娥、张家军、罗思武、

赵淑饶、刘俊峰、孙发亮、牛海静、刘和远

单位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城北路东１２号 邮政编码：４５０００４

联 系 人：和瑞莉 联系电话：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１８５２

传 真：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６０７７ 电子信箱：ｓｗｊｈｒｌ＠１６３．ｃｏｍ

７８



成果名称：高含沙大比尺河流动床物理模型浑水进口流量控制系统改造升级技术开发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ＪＧ ２００３ １３

获奖情况：

该项目通过对现有高含沙水流动床模型浑水进口控制系统的改造升级，研制出一套适应高

含沙动床模型浑水进口流量控制系统，改变了目前高含沙河工模型试验进口流量手动控制方

式，解决了进口含沙量跟踪速度慢、控制精度较差的问题，实现了模型进口水沙过程的自动调

节和控制，并有效提高了系统精度与可靠性。该成果填补了该技术领域的空白。

项目采用了数项新技术和措施，主要创新点有：

１．预防管道淤堵技术。由于流量变化幅度大，在浑水流量小、流速低的情况下，很容易产

生管道淤堵现象。通过理论分析和计算，系统在浑水管路及出口安装了多个不同直径的电动阀

门，分别控制这些阀门的开启，提高并保持浑水的流速，有效减少了淤堵现象的发生。

２．高浓度浑水含沙量在线量测技术。开发了超声式和振动式高浓度浑水含沙量在线量测仪

器，较好地解决了高浓度浑水含沙量在线量测问题。

３．控制策略。结合模型试验情况制定出合适的控制策略，即采用了新一代的嵌入式计算机

和组态软件进行网络化控制；采用交流变频调速技术对流量进行控制；采用了基于神经元的模

糊自适应ＰＩＤ控制技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该项目的实施，提高了黄河实体模型试验自动化、智能化测控水平，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模

型试验研究方法的总体水平，为今后更深入地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成果能够用于各种

河工模型含沙量控制及量测工作，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乔惠忠、王国栋、冷元宝、黄建通、刘利、芦晓东、周杨、王锐、李新

单位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顺河路４５号 邮政编码：４５０００３

联 系 人：乔惠忠 联系电话：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５３３４

传 真：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４５５７ 电子信箱：ｑｈｚ７１５＠３７１．ｎｅｔ

８８



成果名称：流域水沙优化配置与泥沙资源化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３ ０１

获奖情况：

该项目采用现场调研、实测资料分析、系统分析理论、数学模型、模糊数学等多种手段，

系统研究了流域水沙优化配置与泥沙资源化的理论、水沙资源调控技术、黄河下游水沙配置模

式与方案等，取得了以下成果：

１．通过总结流域产沙特点、产沙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了流域泥沙输移过程及输沙量。

指出流域泥沙在产生、输移、分配过程中，伴随着灾害性与资源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

化，进而总结了流域泥沙灾害及其特点，提出了流域泥沙资源化的理论模式及实现途径。

２．探讨了流域泥沙资源系统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系统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泥沙

资源配置原则、任务、原理、机制和泥沙承载能力 （或称区域承沙能力）的概念，给出了流域

水沙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方程组与控制条件；建立了河床演变均衡稳定原理———河流熵，以及

流域水沙资源联合多目标优化配置理论。

３．在分析流域产流产沙特点、水土流失治理、河道输水输沙规律与河道防洪整治的基础

上，提出了流域水沙资源配置的调控技术，包括水力调水调沙技术、工程措施、生物技术与机

械措施。

４．依据人水和谐的理念，通过探讨流域泥沙资源优化配置的平衡关系、配置原理、多目标

度量函数，提出了流域水沙优化配置和河床演变均衡稳定的理论体系，建立了流域水沙资源优

化配置数学模型。

５．针对黄河下游的实际情况，利用所建立的流域水沙资源优化配置数学模型，提出了九种

水沙优化配置方案，并对其效果进行了评价。

该项研究取得了丰富和突出的成果，具有显著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

主要完成人员：胡春宏、王延贵、陈绪坚、陈建国、张燕菁、史红玲、李希霞、李惠梅、朱毕生、王崇

浩、董占地、刘大滨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２０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４

联 系 人：王延贵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６６８３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４１１１７４ 电子信箱：ｗａｎｇｙｇ＠ｉｗｈｒ．ｃｏｍ

９８



成果名称：非均匀悬移质不平衡输沙理论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２ １１

获奖情况：

该项研究处于泥沙学科的前沿，内容广泛、深刻、难度大。研究成果系统性强，具有显著的

创新。许多成果是首次提出，如粗细泥沙交换机理、床面泥沙的１６种交换强度及其相应的转移概

率和４种状态概率、悬移质级配及床沙级配变化规律、挟沙能力级配和有效床沙级配的概念及表

达式、床沙质与冲泄质的统一挟沙能力、由统计理论给出的非均匀沙扩散方程的边界条件、恢复

饱和系数的理论值、黄河揭底冲刷的理论分析等。该理论研究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

主要研究成果：

１．收集并分析了大量野外河道泥沙交换的实际资料，证实了粗细沙发生交换，为非均匀床

面泥沙交换及挟沙能力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实践基础。

２．进一步深入非均匀沙床面泥沙交换机理及交换强度的表达式研究，确定了粗淤细冲的泥

沙分界粒径及有效床沙级配对床面交换的作用。

３．研究了非均匀沙挟沙能力理论，给出水库与长江黄河等河道不同条件下挟沙能力系数，

与过去的一些经验值相符合。

４．恢复饱和系数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它具有４项特性，并给出了恢复饱和系数的表达式。

５．对挟沙能力级配及有效床沙级配做了深入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它的内在机理，给出了

１０项特性。

６．在引进水量百分数后首先从理论上证实了床沙质与冲泄质以及全沙具有统一的挟沙能力

关系，并用实际资料进行了验证。

７．对一、二维不平衡输沙方程及边界条件做了深入研究。

８．建立了非均匀水流立面二维扩散方程数值模型。

９．对黄河下游输沙及冲淤的若干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河相系数与水流参数的关

系，从而统一导出了上、下河段水力因素的差异，下段冲刷的临界流量的存在，第一、第二造

床流量的表达式、来沙系数的物理意义及理论根据、上下河段输沙能力对比，以及游荡性河道

整治时应注意输沙能力的均衡。

１０．对黄河中游特殊的 “揭底冲刷”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首次从力学的观点阐述了其机

理，对该现象进行了定量解释。给出了土块起动流速、翻转方程，上升运动方程及穿过水面的

露出高度。计算表明，在龙门河段实际水力条件下，犇０＝２× （３．４７３×３．４７３×０．３４７３），不仅

可以掀起、上升、而且可以瞬时露出达１７３ｍ。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韩其为、何明民、方春明、陈绪坚、毛继新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２０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４

联 系 人：韩其为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６６１２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４１６３７１ 电子信箱：ｗａｎｇｃｈ＠ｉｗｈｒ．ｃｏｍ

０９



成果名称：长江防洪系统 （重庆—大通）河湖水库水沙模拟整体数学模型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２ １５

获奖情况：

该项目针对长江防洪系统，建立了重庆至大通河湖水库水沙整体数学模型，根据系统各区

域水沙运动特征，提出了一维河道 （水库）水沙数学模型算法、一维显隐结合的分块三级河网

水沙算法和二维有限控制体积高性能水沙算法。

所建的整体数学模型，全面系统研究了在现有和设计的水文及地形条件下，三峡水库调度

与三峡水库泥沙淤积时空变化和水库动库容变化的关系；定量分析了三峡水库建成后对长江中

下游河湖关系、分蓄洪量及其分配格局和对防洪情势的影响；对三峡水库建成后长江中下游若

干防洪规划方案进行了后效评估；以及建立了长江中下游实时洪水预报调度系统。

该项研究主要创新点：

１．系统地建立了长江重庆 大通段水沙耦合整体模拟模型，为长江防洪及整治研究提供了

重要技术手段。

２．揭示了三峡水库运行３０年、５０年以后库区及其下游泥沙淤积的分布及防洪动库容的变

化规律，取得了相应的计算成果。

３．该模型针对长江中下游复杂的河湖和水沙关系，在动边界处理、荆江三口分流分沙模

式、河湖一二维水沙耦合及模型数值计算稳定性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基于所建模型为核心技术的长江中下游实时洪水预报调度系统，在长江中下游防洪调度中

得到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具有推广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施勇、胡四一、仲志余、张惠、栾震宇

单位地址：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施勇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５１３

传 真：０２５ ８３７２２４３９ 电子信箱：ｙｓｈｉ＠ｎｈｒｉ．ｃｎ

１９



成果名称：渭河下游河道输水输沙能力的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３３０

获奖情况：

通过理论探讨、实测资料分析和实体模型试验，对渭河下游河道演变成因、输水输沙能力

及稳定主槽措施等进行了研究，得出主要成果如下：

１．以河道输水输沙能力为核心，探讨了河床演变机理和成因关系的内在变化规律，在多沙

河流河道演变机理的研究方面有所进展。

２．提出了渭河下游输水输沙能力计算新模式，从断面形态和滩唇比降出发确定河道沿程输

水能力，基于床沙交换理论计算非均匀沙沿程输沙能力，计算结果与实测值吻合。成果为研究

河道的行洪排沙及冲淤演变特性探索了一条新的途径。

３．根据输水输沙能力新模式的计算成果，系统研究了渭河下游河道沿程洪水漫滩、泥沙

“多来多排”、分组沙沿程调整等特性，分析了潼关高程对渭河下游输水输沙能力的影响、输水

能力与断面形态的关系以及平滩流量与输沙能力的关系。

４．结合相关试验及河势资料分析，提出了渭河下游河道主槽摆动的不同类型，以及提高渭

河下游行洪能力和稳定主槽的四点主要措施，为渭河下游河道治理提供了设计依据与技术

支撑。

该成果在渭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中得到应用，具有较好的环境、生态和社会综合效益。该

项目为深入研究国家重点项目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改善渭河下游的防洪措施等规划具有广泛

的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戴清、胡建、陈建国、邓安军、袁玉萍、史红玲、张治昊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２０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４

联 系 人：戴清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６３５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４１６３７１ 电子信箱：ｄａｉｑｉｎｇ＠ｉｗｈｋ．ｃｏｍ

２９



八、工程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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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桃曲坡水库漫坝风险分析与安全评价

任务来源：计划外项目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该项研究利用课题组提出的漫坝风险分析理论，综合考虑洪水、风浪、库容和泄水能力四

个方面的随机性，建立了桃曲坡水库漫坝风险模型，结合该水库汛期调度方案，就水库对抗百

年一遇设计洪水和千年一遇校核洪水为其上限的洪水系列与汛期有效风系列联合作用下的漫坝

风险，编制了相应电算程序并进行了分析计算。该研究提出的以１０－６数量级作为桃曲坡水库漫

坝风险概率是适宜的。

分析计算表明：采用现行的汛限水位 （即主汛期７８５ｍ，后汛期７８６ｍ），按控泄加敞泄方

式，就桃曲坡水库容许水库最高水位７９０．５ｍ、防浪墙顶高程７９３．０ｍ而言，大坝对抗以千年一

遇校核洪水为其上限的洪水系列与汛期有效风系列联合作用下的漫坝风险犚为４．７８７９×１０－１０

和２．７５６６×１０－９，犚２ 为１．０×１０
－１９，两者都远小于１０－６，可判定是安全的。

针对桃曲坡水库，根据漫坝风险分析结果，综合考虑其他因素，首次开展了汛限水位动态

控制及其容许最大泄量的研究，提出了相应的调度方案建议：

序号
洪水

上限

动态控制

的汛限水

位（ｍ）

Δ犞

（１０４ｍ３）

调度方案 （一）

犙ｍａｘ （ｍ３／ｓ）

调度方案 （二）

犙ｍａｘ （ｍ３／ｓ）

方案 （二）较之方案 （一）

犙ｍａｘ减少量及百分数

１ １０年一遇 ７８８ ７０８／４６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２ ２０年一遇 ７８７ ４７０／２３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０

３ ５０年一遇 ７８７ ４７０／２３０ ９６８ ６００ ３６８／３８％

４ 百年一遇 ７８７ ４７０／２３０ １２０８ ９６８ ２４０／１９．９％

５ 千年一遇 ７８５／７８６ ０ ２１８２／２２０３ ２１８２／２２０３ ０

　　Δ犞 项的分子和分母分别表示比现行汛限水位７８５ｍ （主汛期）和７８６ｍ （末汛期）时的增加量。

该项目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具有创新性，成果具有实用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项目针对

西部缺水地区水库调度运行所提的方案建议，在保证大坝工程安全质量的前提下，运用得当

时，将提高城乡供水量，对缓解当地供水紧张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将产生显著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陕西省城乡供水建设管理处、北京扬帆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杜小洲、孙颖、藤丽梅、吕峻、赵杨、陈肇和、李其军、李瑛、钟勇、张凤霞、倪萍、

黄春花、庞旭

单位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尚德路１５０号 邮政编码：７１０００４

联 系 人：吕峻 联系电话：０２９ ８７４６３２１１

传 真：０２９ ８７４４１７２１ 电子信箱：ｌｖｊｕｎｘａ＠ｓｉｎａ．ｃｏｍ

５９



成果名称：四川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提高水库兴利效益漫坝风险分析研究

任务来源：计划外项目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该项研究利用课题组提出的漫坝风险分析理论，综合考虑洪水、风浪、库容和泄水能力四

个方面的随机性，结合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汛期调度方案，建立了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漫坝风

险模型，就水库对抗千年一遇设计洪水和ＰＭＦ校核洪水为其上限的洪水系列与汛期有效风系

列联合作用下的漫坝风险，编制了相应电算程序并进行了计算。该研究以１０－６数量级作为紫坪

铺水利枢纽工程漫坝风险概率是适宜的。

计算表明：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采用设计的汛期调度方案，在汛限水位８５０ｍ的条件下，

其大坝对抗以ＰＭＦ为其上限的洪水系列与汛期有效风系列联合作用下的漫坝风险犚１＝９．６９３６×

１０－１７，犚２＝１．０８００５×１０
－１０，两者都远小于１０－６，可判定是安全的。

针对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根据漫坝风险分析结果，综合考虑其他因素，首次开展了汛限

水位动态控制及其容许最大泄量的研究，提出了相应的调度方案建议：

１．对于２０年一遇洪水为其上限的洪水系列与汛期有效风系列联合作用时，取汛限水位

８５７ｍ，容许最大泄量２３９３ｍ３／ｓ。

２．对于百年一遇洪水为其上限的洪水系列与汛期有效风系列联合作用时，取汛限水位

８５６ｍ，容许最大泄量２３９３ｍ３／ｓ。

３．对于千年一遇设计洪水为其上限的洪水系列与汛期有效风系列联合作用时，取汛限水位

８５６ｍ，容许最大泄量３７１０ｍ３／ｓ。

４．对于以校核洪水ＰＭＦ为其上限的洪水系列与汛期有效风系列联合作用时，取汛限水位

８５０ｍ，容许溢洪道敞泄。

该项目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具有创新性，成果具有实用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保证大坝

工程安全质量的前提下，运用得当时，将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四川省紫坪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扬帆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陈肇和、滕莉梅、孙颖、邓良胜、由丽华、李其军、钟勇、倪萍、黄春花、张凤霞、

庞旭

单位地址：四川省都江堰市紫坪铺镇开发公司 邮政编码：６１１３８０

联 系 人：欧阳莉 联系电话：０２８ ８７１９０３６６

传 真：０２８ ８７１９０１００ 电子信箱：ｏｙｌ７２１０＠１６３．ｃｏｍ

６９



成果名称：病险水库风险判别标准体系研究

任务来源：计划外项目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该项目是在常规的大坝安全鉴定 （评价）的基础上，引入和采用目前国际上先进的大坝风

险分析概念和技术，在全面分析总结我国４０００多座溃坝和病险水库鉴定资料基础上，建立了

我国病险水库风险判别标准体系。该体系还通过对事件树及溃坝后果赋值的办法，获得多座病

险水库的风险指数，并应用于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排序。

该项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１．将我国现行的大坝安全鉴定 （评价）结果与风险分析有机结合，首次在我国建立了一套

较为完整的病险水库风险判别标准体系。

２．根据历史资料和工程经验，提出了导致水库大坝溃决的各个环节发生发展的可能性，以

及从定性判断到定量分析的转换方法和可操作的对照表。

３．在已溃坝资料分析和下游影响评价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我国水库大坝的生命、经济、

社会与环境风险标准。

４．首次提出溃坝后果严重程度综合评价方法和模型。

５．首次提出基于风险分析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排序实用方法。

该研究成果总体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社会与环境风险标准、除险加固排序方法及溃

坝后果严重程度综合评价方法和模型的研究方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该研究成果在沙河集水库及长龙等５座水库得到初步示范应用，并被江西省采用，在１７０

多座病险水库排序中得到推广，收到比较满意的效果。成果可用于水库大坝风险评价和病险水

库除险加固排序，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水利部综合事业局

主要完成人员：王仁钟、李雷、富曾慈、盛金保、孙春生、王昭升、彭雪辉

单位地址：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王仁钟、王昭升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１９３，８５８２８１９６

传 真：０２５ ８３７１４６４４ 电子信箱：ｚｓｗａｎｇ＠ｎｈｒｉ．ｃｎ

７９



成果名称：跨流域长距离引调水工程系统风险分析与安全保障关键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２ ０９

获奖情况：

该项目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为背景，经大量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以下成果：

１．分析了引调水工程系统的组成方式，初步建立了跨流域长距离引调水工程系统风险分析

的理论概化模型，基于最小二乘法意义提出了确定引调水工程系统中各个单体建筑物风险权重

的方法。

２．归纳了影响引调水工程系统安全运行的主要风险因子，并对这些风险因子及其对系统影

响的方式和程度进行了定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引调水工程系统的风险分级思路，为建立系

统风险管理模型提供依据。

３．建立了调水工程体系可靠度分析的计算模型，给出了引调水工程关键建筑物可靠性分析

的一般方法和计算程序，并结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典型水工建筑物，如丹江口大坝、渠坡、渡

槽等实际例子的计算，得到了初步的分析成果。

４．进行了引调水工程系统可靠性分析方法的研究，着重解决了建筑物风险相关系数的确定

问题。

５．研究了引调水工程系统存在的风险问题，并结合实例研究说明了方法的实用性，为跨流

域长距离引调水工程的系统风险分析、评估和决策提供了基本方法。

６．从多角度论述了降低工程系统风险的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

主要完成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河海大学、浙江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陈进、黄薇、程卫帅、刘宁、贾超、金伟良、张爱晖

单位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黄浦大街２３号 邮政编码：４３００１０

联 系 人：李昊洁 联系电话：０２７ ８２８２９７３２

传 真：０２７ ８２８２９７８１ 电子信箱：ｌｈｊ９３０７＠１２６．ｃｏｍ

８９



成果名称：三峡水库动库容调洪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１ ２３

获奖情况：

该项目通过对三峡水库入库洪水、动库容调洪计算方法、防洪库容、计入泥沙淤积后的保

留库容与调洪方式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在以往成果的基础上，采用了同频率组合入库洪水的

瞬时水面线法、Ｐｒｅｉｓｍａｎｎ隐式差分法和动库容三级河网算法，分析了上述３种方法进行库区

洪水演进的适用条件；建立了三峡水库一、二维混合非恒定流水沙输送和河床变形模拟模型，

有效地处理了有关边界条件等实际问题，复核了三峡水库的防洪能力，分析了淤积情况，预测

了未来时间的淤积后果，提出了水库运用的洪水调度原则和方法。成果有多项创新，为今后的

跟踪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推广应用提供了工具和范例。

该项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主要完成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武汉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蔡其华、钮新强、仲志余、安有贵、李文俊、施勇、陈森林、张惠、艾学山、纪国强、

栾震宇、陈永生

单位地址：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１８６３号 邮政编码：４３００１０

联 系 人：安有贵 联系电话：０２７ ８２８２９４０６

传 真：０２７ ８２８２０３２２ 电子信箱：ａｎｙｇ２９４０６＠１２６．ｃｏｍ

９９



成果名称：硬岩长隧洞施工关键技术及设备预研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４１０

获奖情况：

该项目通过国内外ＴＢＭ隧洞施工技术交流、施工现场考察和设备资料的收集研究，对硬

岩长隧洞ＴＢＭ施工关键技术及设备开展了预研。

１．分析了国内外硬岩长隧洞ＴＢＭ施工技术，对国内ＴＢＭ发展和应用进行了总结。

２．研究分析了敞开式和双护盾ＴＢＭ的施工特点、刀具破岩机理，主机与后配套的工作原

理、结构、适用范围以及选型原则。

３．研究分析了ＴＢＭ施工设计、施工准备、施工管理和监理以及不同地质条件下的施工和

隧洞衬砌技术。

４．研究分析了国内外ＴＢＭ技术发展趋势，对我国ＴＢＭ 的今后发展提出了建议，为确定

我国自主研发ＴＢＭ的技术方向提出了重要参考意见。

该项研究成果对水利工程合理选用ＴＢＭ设备、提高水利施工技术装备水平和ＴＢＭ使用与

管理水平具有促进作用，有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科技推广中心

主要完成人员：肖新民、曹景华、张雷、霍兵、汤勇生、茅承觉、刘春、叶定海、殷耀章、陈述林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３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肖新民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５４６９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５４６７ 电子信箱：ｘｉａｏｘｍ＠ｍｗｒ．ｇｏｖ．ｃｎ

００１



成果名称：水库风险评估和智能化大坝安全技术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１０６

获奖情况：

该项目从澳大利亚引进了水库风险评估技术，在充分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基础上，提出了

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风险评价方法、标准和技术，深入进行了风险评估案例分析，完成了 《水

库大坝风险评估管理理论和方法》培训教材；从美国引进了智能化大坝安全技术，设计开发了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ＩＨＳＭＳ—Ｉ型智能化大坝安全监控仪。

项目取得了多项具有创新性的成果：

１．率先系统地在我国水库大坝上进行了水库风险分析实例研究，在沙河集水库大坝上成功

地进行了首次风险评价。

２．提出了将现有传统大坝安全评价方法和风险理念有机结合的大坝风险评价方法。

３．提出了基于风险分析的病险水库除险排序的方法和基于风险的加固效果评价实用技术；

在已有溃坝资料分析和下游影响评价的基础上，首次探索了我国水坝可容忍和可接受的生命、

经济风险标准和社会环境影响的风险标准。

４．设计开发的ＩＨＳＭＳ—Ｉ型智能化大坝安全监控仪，防雷性好，性价比高。２００４年在四

个水库上试用了７台，产值５６万元，２００５年投入试用２０台，产值１６０万元。

项目研究成果已在多座水库大坝得到应用，２００６年已对陕西冯家山水库的进口设备进行了

更新改造，系统可靠性提高，使大坝安全监测的准确性、有效性、数据采集率及观测资料的连

续性都大大提高，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李雷、陆云秋、盛金保、张国祥、王昭升、彭雪辉、李君纯、葛从兵、蒋金平、张国

栋、王士军、马福恒、陈剑、王宏

单位地址：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李雷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１８１

传 真：０２５ ８３７１４６４４ 电子信箱：ｌｌｉ＠ｎｈｒｉ．ｃｎ

１０１



成果名称：大型闸门测控技术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９９５１１７

获奖情况：

该项目通过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与设备 （如美国ＧＥ公司控制与调度技术、国外高精度的传

感器、传感器信号与传输协议等），结合三河闸运行管理的实际需要，开发并建成了一套国内

领先的综合自动化系统，研发了闸位和扬压力采集单元、现地监控单元、应用软件及流量调度

方案，满足了三河闸工程管理的需求，提高了控制精度、安全可靠性和防洪调度效率。

该系统不但提高了调度精度，同时还减少了工程运行的管理人员，降低了运行操作人员的

劳动强度，每年可节省经费６０万元，工程调度时间由以前的２ｈ减少到现在的３０ｍｉｎ，提升了

调度的效率和防汛能力。系统提供的远程数据传输和查询服务，为淮河流域以及江苏省的防汛

抗旱工作提供了及时准确的第一手资料。该系统的建成对全国大中型水闸工程的自动化管理系

统建设具有示范作用。

主要完成单位：江苏省水利厅

主要完成人员：黄莉新、刘健伟、陆一忠、余建建、杨淮、郭宁、郑路静、鞠茂森、丁强、孙京忠、何

勇军、刘元绘、韩成银、张仁田、肖坚

单位地址：南京市上海路５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陆一忠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６３３８０８１

传 真：０２５ ８６３３８１７１ 电子信箱：ｌｕｙｚ＠ｊｓｗａｔｅｒ．ｇｏｖ．ｃｎ

２０１



九、岩土工程

ＹＡＮＴＵ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



４０１



成果名称：高烈度地震区风积黄土筑坝关键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Ｃ２００３ ０２

获奖情况：

该项目以新疆恰甫其海水利枢纽工程为依托，针对我国西北地区的特点，重点研究了高烈

度地震区风积黄土筑坝的关键技术问题。

该项目通过系统的试验研究和数值计算分析，深入研究了风积黄土和其他筑坝材料的静、

动力工程特性，对风积黄土心墙土料的分散性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判断，论证了风积黄土用作心

墙防渗料的可行性；全面研究了坝体在施工期、蓄水期的应力变形特性和遭遇高烈度地震情况

下的动力反应，对坝体长期运行的安全性及其抗震安全措施进行了分析论证；利用大型离心模

型试验对坝体的设计方案进行了验证；开发、完善了一套较为先进的土石坝动力反应分析与抗

震安全评价的理论及方法。

该项成果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１．对风积黄土的工程特性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综合论证了风积黄土在高烈度地震区筑

坝的可行性和相关技术问题。

２．开发、完善了一套针对高烈度地震区心墙堆石坝的地震反应分析与评价的理论及方法。

３．成功地完成了高心墙堆石坝的蓄水期离心模型试验。

４．基于坝体应力变形与渗流耦合作用的参数反演分析，预测了坝体应力变形状况。

该项研究成果总体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已经应用于恰甫其海工程，解决了该工程建

设中的重大技术难题，为我国西北地区采用风积黄土筑坝和在高地震烈度区修建土石坝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对类似的工程也有较大的借鉴应用价值。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新疆伊犁河流域开发建设管理局、新疆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

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徐泽平、杨长征、樊君梅、阿布力米提、汪洋、邵宇、陈宁、胡新丽、李鹏、马勇、赵

剑明、王静、侯瑜京、曲苓、梁建辉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２０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４

联 系 人：徐泽平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６２８９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７８６６５１ 电子信箱：ｘｕｚｐ＠ｉｗｈｒ．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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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中国重要大坝强震监测与地震动输入机制研究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２ＤＩＡ１０００２

获奖情况：

该项目主要成果如下：

１．用 ＭａｐＧｉｓ系统，建立部分中国重要大坝基本参数数据库、中国部分重要大坝地震地质

纲要、活动断层、全国水系分布图以及新疆克孜尔地区的１∶２０万地震地质、活动断层、地震

空间分布、潜源分布等专题图层。

２．建立了国内外强震记录自动管理数据库及专家分析资料库。其中主要包括了国内外强震

记录数据基本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建立了对美国、日本、中国、中国台湾强震数据库和查询系

统。为地震动参数的选择研究提供了基础条件和研究平台。

３．研究了适合于我国西部地区的地震地动衰减关系，提交了地震动输入机制的分析研究成

果。主要有：基岩地震动输入参数的确定方法研究，地震动加速度的峰值特性研究，ＰＧＡ与

ＥＰＡ的影响因素分析，区域介质品质因子对地震动参数的影响研究，频率非平稳地震动的研

究，时变功率谱随震级距离及频率的变化规律分析，克孜尔坝址强震记录分析，峰值加速度衰

减规律的研究。

４．地震危险性分析，主要内容包括潜在震源区的划分及地震活动性参数的确定原则、地震

活动性参数的确定、克孜尔坝址设定地震研究及坝址基岩非平稳加速度时程的合成。

５．地震动输入机制研究，主要针对局部场地上地震参数的空间变化问题，包括地震动峰值

加速度、强度包线函数、时变功率谱模型参数、平稳功率谱的空间变化性研究，地震动强震持

时的合理定义、时变功率谱的计算方法及模型参数的拟合。

６．克孜尔大坝强震监测台站建置。主要内容：强震监测仪器选取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美国

凯尼公司的Ｋ２强震纪录仪，对仪器进行了振动台试验验收标定。通过对克孜尔大坝现场的查

勘设计了强震监测台阵，并在此基础上对克孜尔大坝强震台阵进行建设和运行。在对克孜尔大

坝的有限元分析计算的基础上，建立了大坝强震安全检测快速评估系统。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胡晓、张艳红、钟菊芳、常廷改等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２０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４

联 系 人：胡晓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６９２１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４７８０６５ 电子信箱：ｈｕｘｉａｏ＠ｉｗｈｒ．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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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控制工后沉降深厚软黏土地基处理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２ １７

获奖情况：

该项目采取现场试验与观测、室内试验、理论分析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了控制

工后沉降深厚软黏土地基处理技术研究，建立了控制工后沉降真空联合堆载预压和ＣＦＧ桩复

合地基加固深厚软土地基实用设计计算方法。

该项目成果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１．提出了提高地基深层加固效果的竖向排水体形式和真空联合堆载预压泵新标准。

２．根据软土卸载再加载特性改进了软土本构模型参数的确定方法；提出了下卧层固结度解

析解。

３．深入研究深厚软基中ＣＦＧ桩成桩挤土与初凝前后固结特性，揭示了ＣＦＧ桩复合地基荷

载传递及变形规律。

４．改进了控制工后沉降真空联合堆载预压和ＣＦＧ桩复合地基加固深厚软土地基的实用设

计计算方法。

项目研究成果对于促进土力学基本理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深厚软基处理技术水平以及控

制工后沉降的地基处理设计理论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指导水利、交通、港口码头、

厂房以及机场跑道等地基处理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

该成果已在多项工程中得到成功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具有广泛的推广应

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赵维炳、戴济群、唐彤芝、黄康理、高长胜、黄家青、明经平

单位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唐彤芝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７８２

传 真：０２５ ８３７２２４３９ 电子信箱：ｔｚｔａｎｇ＠ｎｈｒｉ．ｃｎ

７０１



８０１



十、水利技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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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大型船舶及疏浚工程成套设备研制———远距离泥沙输送装备及加压泵站系统研制

任务来源：“十五”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项目

计划编号：ＺＺ０１ １５ ０３ ０８

获奖情况：

该项研究运用三维流动数值分析和模型实验的手段，进行了ＳＰＡ模型泵的开发，设计方法先

进；研制成功的２５５ＳＰ新型泥泵，实现了５００ｋｇ／ｍ
３ 以上高含沙水流５０００ｍ （单泵）和６０００ｍ

（加压）的长距离输送。

该项研究将先进的耐磨防护材料及工艺成功应用于新型泥泵上，新泵试运行４２８ｈ，输沙量

１５８８０６ｍ３，磨损轻微，达到技术指标要求。

该项目将ＳＰＡ模型泵最优效率提高到８１．６％，汽蚀余量小于３ｍ。根据ＳＰＡ选型设计的

２５５ＳＰ新型泥泵，原型流量在犙狆＝８００～１０００ｍ
３／ｈ，对应的清水扬程 犎０ 为５１．６～５４．５ｍ，满

足管道输送和几何扬程需要；汽蚀余量ＮＰＳＨｐ为２．４８～２．７８ｍ；最优清水效率为８２．６９％。

该项成果是远距离输沙技术的重大突破，技术先进，工艺和设备可靠，整体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并已在河南原阳黄河堤防加固工程中成功运用，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

良好的推广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河南黄河河务局

主要完成人员：唐澍、张柏山、邓杰、李国繁、高忠信、吕锐捷、潘罗平、刘月才、张合吉、范清德、

邢天明、张继宇、马素萍、刘秋云

单位地址：北京市复兴路甲１号，中国水科院机电所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唐澍、邓杰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７４３，６８７８１７３９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１５８４９ 电子信箱：ｄｅｎｇｊｉｅ＠ｉｗｈｒ．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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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大型渠道混凝土机械化衬砌成型设备研制

任务来源：“十五”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ＺＺ０２ ０３ ０２ ０１ ０２

获奖情况：

该项目针对大型渠道混凝土机械化衬砌成型设备和关键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与开发，结合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建设实际，在消化吸收国外同类设备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自主创新。

该项目研究解决了大型渠道混凝土机械化衬砌所涉及的斜坡砂砾垫层密实成型、混凝土布

料、振动碾压、振捣滑模成型等关键技术及工艺，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技术水平。

该项目研制形成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振动碾压和振捣滑模衬砌成型两类大型渠道混凝土

机械化衬砌施工成套设备获国家发明专利４项，实用新型专利９项，所研制设备具有动力性能

优越、性价比高、结构布置合理、工装互换性强、操作轻便灵活、使用维护方便等特点。设备

适用于不同坡度、坡长渠道混凝土的衬砌，成型工艺系统完整。

该项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大型渠道机械化衬砌成型技术、设备和工艺等方面的空白，总体

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研制的设备已在南水北调东线济平干渠工程建设中得到了应用和检验，

实际完成该渠道４５ｋｍ长混凝土衬砌 （占总长度的５０％），提高了施工效率，确保了工程进度。

经检测表明，衬砌混凝土质量优良，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该项目成果推广应用前景

广阔。

主要完成单位：山东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指挥部、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

主要完成人员：耿福明、韩其华、贾乃波、白玉慧、瞿潇、祝凤山、刘长余、朱琳

单位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山路１２１号 邮政编码：２５００１３

联 系 人：韩其华 联系电话：０５３１ ８６５６５６７２

传 真：０５３１ ８６９７４０６１ 电子信箱：ｚｈｕｌｉｎ８００８２０＠ｔｏｍ．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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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黄河干流水轮机磨蚀与防护技术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２０７

获奖情况：

该项目针对黄河泥沙性能、泥沙磨蚀特性以及黄河上四个典型水电站 （刘家峡、盐锅峡、

青铜峡、三门峡）机组过流部件的磨蚀状况、磨蚀防护、检修策略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

研究，分析和总结了４０多年来黄河水电站水轮机磨蚀的实际状况、防护的基本方法和工艺。

该项成果的主要创新点有：

１．对黄河干流典型电站过机泥沙进行取样与分析，提出了新的黄河泥沙的物质成分数据，

其中石英和长石的含量分布存在由上游至下游逐渐减少的趋势。

２．用黄河原型沙分级在转盘试验装置上对黄河泥沙的磨蚀特性进行了试验研究，在试验条

件下提出了材料的磨蚀失重量与流速、含沙量、泥沙粒径间的函数关系。

３．该成果总结了黄河多泥沙河流轴流式、混流式水轮机磨蚀的部位、强度等基本规律，对

我国４０多年来多泥沙河流水轮机磨蚀防护的各种方法、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获得

了控制过机泥沙、检修策略、过流部件修复、电站机组改造方面的经验。

该项研究成果总体上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对多泥沙河流水电站水轮机的磨蚀防治具有很好

的参考价值，为水轮机磨蚀与防护领域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主要完成单位：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主要完成人员：冯国斌、何筱奎、陈德新、殷豪、任岩、武现治、王玲花、武现治、陈海潮、李延频、

陈晓明

单位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顺河路４５号院 邮政编码：４５０００３

联 系 人：何筱奎 联系电话：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５９９０

传 真：０３７１ ６６２２５０２７ 电子信箱：ｈｘｋ５４２＠ｓｏｈｕ．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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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立式轴流泵及装置研制

任务来源：“十五”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ＺＺ０２ ０３ ０１ ０３，ＺＺ０２ ０３ ０１ ０４

获奖情况：

该项目采用多目标优化方法，集成应用ＣＡＤ与ＣＦＤ技术，根据依托工程的特点，有针对

性地研制开发了比转数分别为６００、８５０和９００的高性能低扬程轴流泵水力模型３组，最优效率

达到了８６％以上。在ＣＦＤ数值模拟与模型试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优化设计了低扬程水泵装

置中不同型式进出水流道。采用透明进出水流道流道模型试验，观察和分析了进出水流道内的

流态，验证了进出水流道三维流动数值模拟的结果，并测定了进出水流道的水力损失。根据模

型泵及模型装置性能，对装置中的水力损失分类，按照是否存在比尺效应以及不同比转数和不

同流道型式提出了预测原型泵性能的新方法。对比转数为８５０的立式轴流泵，在配备水平式和

虹吸式出水流道的两种情况下，对水泵的起动和停机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建立了起动、停

机和事故停机过程的数学模型，编制了相应的数值计算软件。重点研究平直管出水采用快速闸

门断流时，快速闸门不同运行方式及不同叶片安放角下对轴流泵停机过渡过程的影响，揭示了

不同特性水力参数和机组转速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将流动分析与结构分析技术应用于叶片应力

计算，确定了叶片应力集中的位置，校核了叶片强度，为大型水泵结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该项目研制的比转数为８５０的水力模型已经成功应用于南水北调东线解台泵站，比转数为

６００的水力模型将在江都泵站改造中得到应用。流道优化成果已成功应用在南水北调东线宝应

泵站，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建的解台泵站、刘山泵站、万年闸泵站、台儿庄

泵站和淮安四站等工程，均已采用了流动优化成果和其他研究成果，项目成果不仅在南水北调

工程中市场应用前景广阔，而且在其他领域的泵站工程中也具有显著的效益和推广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江苏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扬州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童利忠、阎文立、刘超、张平易、张仁田、汤方平、谢伟东、陆林广、周济人、汤正军

单位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江阳中路３１号 邮政编码：２２５００９

联 系 人：张仁田 联系电话：０５１４ ８７８６０１２６

传 真：０５１４ ８７８８９１０１ 电子信箱：ｒ＿ｚｈａｎｇ＠ｙｚｕ．ｅｄｕ．ｃｎ

４１１



成果名称：缆索起重机研制

任务来源：“十五”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ＺＺ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４

获奖情况：

该项目在消化、吸收国外３０ｔ缆机先进技术的基础上，采用国内外最先进的技术和手段，

重点研究了３０ｔ缆机的结构优化、起升和牵引机构材料、制造工艺以及控制方面等关键技术，

并基本解决了３０ｔ缆机的国产化问题。

该项目研究成果具有以下创新点：

１．固定张开式承马的研制；确定国产缆机今后承马的发展方向。

２．牵引摩擦卷筒摩擦衬垫材料的选用。将ＧＭ—３新型高性能衬垫材料，用于缆机牵引摩

擦卷筒摩擦衬垫材料，其性能符合设计要求。经实践检验证明，它能有效提高钢丝绳和衬垫间

的摩擦系数，改善牵引绳的磨损情况，延长牵引绳的使用寿命。

３．大直径、高扬程起升卷筒的设计制造。设计的薄壁焊接卷筒，选用 Ｑ３４５钢板卷制而

成。起升钢丝绳在卷筒上单层排列，经过排绳机构后再缠绕到卷筒上。排绳机构采用滚子丝

杠，由卷筒轴端的链轮通过滚子链驱动，保证排绳整齐，不乱绳，从而延长了机构使用寿命。

４．结构优化设计。采用ＣＡＤ计算机辅助设计，使用三维设计软件，对缆机的金属结构进

行优化设计，对结构进行三维模拟装配，减少了设计图纸的尺寸错误，提高了制造质量。使结

构更合理，使用更安全可靠。

５．功率直流拖动、调速技术的研究。采用可控硅直流调速系统代替 “发电机—电动机”的

直流调速系统。

６．控制系统及故障自检测系统的研究与应用。控制系统采用 “工业控制计算机 （配触摸

屏）加可编程控制器 （ＰＬＣ）加可控硅直流调速 （变频调速）系统”的三级控制系统。

７．防偏摆功能。自动防摆技术可使缆机在搬运货物时，不会因起升机构、牵引小车的启动、

加减速、停止而发生吊钩的大幅度的摇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货物的装卸工作。

该项目研制的缆机设计方案，博采了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经验，体现了可靠性、先进性和经

济性，系统具有较高的创新性，整体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该项目的部分技术成果已在埃塞俄比亚ＴＥＫＥＺＥ电站、我国龙口水利枢纽、宁波周公宅水库等

水电工程施工中成功运行、获得好评，完成技术成果转让。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江河机电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侯放鸣、李义茂、陈东清、郑益平、卫少华、王琦、郭云峰、于锋、杨萍、袁小斐

单位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二条二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３

联 系 人：侯放鸣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２１２６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２０４８ 电子信箱：ｈｏｕｆｍ＠ｃｈｉｎａｊｍｅ．ｃｏｍ

５１１



成果名称：环保清淤机具和智能化监控系统研制

任务来源：“十五”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ＺＺ０１ １５ ０３ ０７

获奖情况：

该项目依托国产５００ｍ３／ｈ绞吸式挖泥船，通过专题研究，成功使其拓展为国内首创的环保

型挖泥船，其环保清淤机具及其监控和污染控制达到技术要求。

研究成果在以下方面具有创新性：

１．环保清淤机具的设计。

２．环保绞刀对底泥搅动的数字模拟。

３．环保清淤机具与普通绞吸刀具互换。

４．环保清淤机具姿态自动控制。

５．环保清淤三维精确定位和挖泥轨迹、剖面产量的实时监测、可视化以及全天候环保清淤

综合监测技术。

该项目研究成果已在安徽省巢湖污染底泥疏挖及处置二期疏浚工程中成功运用，完成了普

通挖泥船难以实现的环保清淤作业，生产效率提高约１５％，获得好评，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该项研究填补了国内空白，取得的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省百舸疏浚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蒋志忠、易国文、贺晓东、傅辉、邓伟民、高徐德、李洪敏、倪福生、赵玉琪、张洪涛

单位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北路３７０号 邮政编码：４１０００７

联 系 人：贺晓东 联系电话：０７３１ ５４８３９７６

传 真：０７３１ ５５１５４４０ 电子信箱：ｘｄｈｅ＠Ｈｕａｎａｎｂｅｓｔａｌｌ．ｃｏｍ

６１１



成果名称：贯流泵及装置研制 （水力模型）

任务来源：“十五”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ＺＺ０２ ０３ ０１ ０１

获奖情况：

贯流泵具有流道顺直、水力效率高、过流能力大、机组结构紧凑、水工布置简单、土建投

资少等特点，根据大型低扬程水泵在国外使用的现状和国内选型的发展趋势，贯流泵已成为大

型低扬程大流量泵站的首选泵型。本项目取得的贯流泵装置水力模型系列成果的装置比转数范

围为狀狊＝９００～１２００，可满足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拟采用的贯流式泵站的设计扬程需要，相应的

装置模型效率η＞８２％、装置模型流量犙＞０．３２ｍ
３／ｓ、汽蚀比转数犆＞１２００。研究成果处于国

内领先水平。

大型贯流泵的推广应用将改变我国大型超低扬程泵站落后的局面，迅速提高我国大型低扬

程泵站的技术水平，推动水泵制造行业的迅速发展，为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提供技术保障，为

合理利用水利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发挥积极的作用，产生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采用贯

流泵替代立式轴流泵，可节省泵房工程量１０％以上，可提高水泵运行效率５％以上。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

主要完成人员：莫为泽、岳永起、杨荣娣、张海平、高忠信、唐澍、马素萍、刘祥高、郭绍春

单位地址：北京市复兴路甲１号中国水科院机电所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莫为泽 联系电话：１３６９３１３８２３１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１５８４９ 电子信箱：ｍｏｗｚ＠ｉｗｈｒ．ｃｏｍ

７１１



成果名称：电机绝缘在线监测技术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４１０

获奖情况：

该项目从加拿大引进大型电机ＰＤＴａｒｃ在线绝缘监测系统，其结构简单、性能稳定、操作

简便、应用范围广。主要用于在线自动、持续监测发电机、电动机、开关设备和干式变压器等

设备的绝缘。该系统可有效地解决大型电机需要定期停机检测影响正常的运行工作、检测周期

较长、不利于及时发现缺陷及检测时对电机造成的冲击与损伤等问题，实现 “预知维修”，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该项目的引进对提高我国电机在线绝缘监测行业的科技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项目组对部分硬件和软件进行了国产化，降低了成本。对操作系统实现了汉化，界面清

晰，运行稳定，便于操作。项目成果在南水北调宝应泵站和台儿庄泵站进行了实际应用，效果

良好，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及市场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江河机电装备工程有限公司、江苏省南水北调宝应站工程建设处

主要完成人员：侯放鸣、陈东清、邓东升、马志华、杨萍、王琦、任玉斌、仇天林、刘军、续夏光、袁

小斐、于峰、农江杰

单位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二条二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３

联 系 人：王琦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２１２５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２１２５ 电子信箱：ｗａｎｇｑ＠ｃｈｉｎａｊｍｏ．ｃｏｍ

８１１



成果名称：８０ｍ３／ｈ射拖挖多功能清淤船

任务来源：“十五”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ＺＺ０１ １５ ０３ ０５

获奖情况：

该项目研制的８０ｍ３／ｈ射拖挖多功能清淤船将射、拖、挖３种不同类型的清淤功能集于一

体，形成一种全新的组合型多功能清淤船。其功能体现在：退潮时，由悬浮射流拖耙扰动装置

使泥沙重新启动，利用退潮水流带归大海；平潮时，采用双斗轮式挖泥装置对淤积或板结的泥

土实施切削造浆后由泥泵吸排，经排泥管送至指定地点；对于淤积在衬砌护坡上、建筑物附近

及已高出水面形成的滩地部分，采用大流量高压水炮进行冲淤或截滩，再由退潮水流将泥沙带

走。采用的随动式吸泥口斗轮挖泥装置、三桩定位步移、仿型气悬式射流冲淤装置等实用

可靠。

该产品属国内首创，在多种清淤功能组合船型、随动式吸泥口斗轮挖泥装置，仿型气悬式

射流冲淤装置等方面具有创新性，整体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该产品可以有效地解决沿海港道淤积的问题，适用于潮滩冲淤变化频繁、潮沟摆动明显的

沿海感潮河口，闸下港道、航道清淤等保港整治，也可用于内河河道的清淤整治，已在江苏省

通榆河响水船闸下游引航道淤积治理工程中成功应用，获得好评，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市场前景广阔。

经济效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这种设备本身的经济效益；二是采用这种先进的机械化

设备施工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根据目前市场调研，一台类似的单功能的斗轮挖泥船造价２００多

万元，一台类似的单功能的扰动式射流清淤船造价１００多万元，一台类似的单功能的高压冲刷

式清淤船造价１００多万元。就造价来讲，达到同样的功能就节省了近２００万元。

主要完成单位：江苏省水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水利部长春机械研究所、盐城市水利局

主要完成人员：韦力生、陆泽群、张春松、吴金泉、杨金叙、赵竹、郑军田、张立明、孟庆伟

单位地址：扬州市运河北路１０号 邮政编码：２２５００３

联 系 人：张立明 联系电话：０５１４ ７２３９６２５

传 真：０５１４ ７２２００５０ 电子信箱：ｙｚｚｈａｎｇｌｉｍｉｎｇ＠ｓｉｎａ．ｃｏｍ

９１１



成果名称：ＴＢＭ后配套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任务来源：“十五”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ＺＺ０２ ０３ ０３ ０３

获奖情况：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及创新点为：

１．建立了超长隧洞ＴＢＭ 施工后配套出渣及材料运输方案设计的理论体系，开发了ＴＢＭ

隧洞施工后配套出渣及材料运输方案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实现了系统设备布局和列车优化调

度的三维可视化模拟，提出了ＴＢＭ不同出渣及材料运输方案的适用范围。

２．基于整体优化和系统集成理论，提出了与不同ＴＢＭ机型配套的快速跟进支护型式及施

工工艺流程，设计了管片的快速拼装施工工艺及管片后回填、灌浆等施工工艺；设计了在

ＴＢＭ主机或后配套的不同部位上安装相应的支护设备的优化配置方案；针对７０００ｍｍ以上和

７０００ｍｍ以下两种不同的隧洞直径的管片拼装机进行了方案设计。

３．针对输水隧洞ＴＢＭ管片在高水压下的运行工况，提出了管片接缝防水材料硬度的计算

方法及接缝面型式设计方法。

４．设计了ＴＢＭ施工隧洞的供电方案；将隧洞施工供水与隧洞排水系统进行综合考虑，提

出了高寒地区隧洞施工供水及选择供水设备的原则与方法，设计了有关布置方案。

５．建立了深埋长隧洞ＴＢＭ施工通风技术理论体系，编制了施工通风计算程序。提出了超

长隧洞通风系统的优化布置、通风参数计算等方法；提出了降尘方式、技术措施；开发了长大

隧洞及大型地下洞室群施工期通风降温模拟程序。

６．提出了洞内施工安全预警参数，实现了隧洞施工安全预警系统的各类传感器选型，提出

了传感器的布局方案，设计了用于安全预警系统的软、硬件模块。

７．提出了深长隧洞反坡排水优化方案；设计了反坡开挖隧洞排水的一般方案。

８．设计了高寒地区隧洞掘进机冬季施工供水防护、水泥及混凝土骨料等建筑材料的冬季储

备数量，提出了混凝土管片预制材料保温预热处理措施、管片养护方法及场内设备正常运转保

障措施。

９．应用分级网络计划技术，建立了ＴＢＭ施工工程数据库，将专家系统与神经网络技术相

结合，开发了ＴＢＭ隧洞施工辅助决策系统。

ＴＢＭ后配套系统的研究与开发，其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显著。高寒地区冬季施工保障技

术研究不仅解决南水北调西线调水工程冬季施工的技术难题，也为我国西部其他调水工程及大

型水电、铁道和土木工程建设提供了技术参考。

主要完成单位：中水北方勘测设计有限公司、武汉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丁建敏、吴庆鸣等

单位地址：武汉大学动力与机械学院 邮政编码：４３００７２

联 系 人：吴庆鸣 联系电话：１３８０７１６２６３０

传 真：０２７ ６８７７２２５０ 电子信箱：ｑｍｗｕ＠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０２１



成果名称：ＴＢＭ总体设计及产品的研究与开发

任务来源：“十五”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ＺＺ０２ ０３ ０３ ０１

获奖情况：

该项目针对国内ＴＢＭ总体设计及主机开发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结合长大隧洞的特点和

依托工程，在引进吸收国外先进ＴＢＭ技术的基础上，对ＴＢＭ总体设计和主机研发中相应的关

键技术进行了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如下：

１．建立了掘进机选型的智能化决策支持系统原型；形成了掘进机主机设计技术体系。

２．通过可视化三维动态仿真方法，构建了ＴＢＭ主机快速设计平台，实现了智能化快速设

计；以引进的直径８．０３ｍＴＢＭ 为例，形成虚拟样机，并开展了验证计算，完成了主要部件、

液压和电气系统、控制和导向系统的转化设计。

３．在国内首次对直径大于８ｍ的掘进机各主要部件的焊接、加工工艺和装配技术进行了研

究，并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应用，为大型ＴＢＭ制造积累了经验。

４．研究了管片安装机设计技术，完成了单臂和双臂管片安装机虚拟样机设计，通过多刚体

系统动力学仿真、机液耦合仿真，表明管片安装机结构布置合理，满足强度、刚度要求，具有

良好的动态特性。

５．编辑出版了 《全断面岩石掘进机》一书，于２００５年８月由石油出版社出版。

ＴＢＭ掘进机的国产化对促进我国基础设施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并带动国家装备

业水平和水利施工技术装备的科技水平的提高，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科技推广中心、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武汉大学、北京振冲工程有限公司、水利部

杭州机械研究所、辽宁水利厅、北京新禹万融高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武文相、乔世珊、鞠茂森、吴庆鸣、李景春、曹景华、肖新民、张雷、霍兵、石端伟、

鲍务均、柴荣峰、茅承觉、叶定海、汤勇生等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３号Ｃ座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武文相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５０５１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５４６４ 电子信箱：ｗｕｗｅｎｘｉａｎｇ＠ｍｗｒ．ｇｏｖ．ｃｎ

１２１



成果名称：超前地质探测预报和处理技术及设备研究

任务来源：“十五”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ＺＺ０２ ０３ ０３ ０２

获奖情况：

项目的研究成果及创新点表现在：

１．基于整体优化和系统集成理论，提出了将分别具有冲击破岩和剪切破岩特点的凿岩机和

岩芯钻机结合起来的复合超前钻探设备创新方案。

２．对复合超前钻机进行了结构设计与计算，建立了复合超前钻机的虚拟样机，形成了

ＴＢＭ超前探测处理设备集成设计软件开发平台。

３．基于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理论，研制开发了基于复合钻机的超前地质预报仪。

４．提出了基于ＴＳＰ预报结果的 “短测距、多循环”预报思想，将声波反射法引入ＴＢＭ施

工的短期预报，并开发了该方法的样机。

５．引入可拓方法，针对ＴＢＭ开挖过程中的渣料以及掘进参数隐含的地质信息，建立了围

岩稳定类别的可拓分类方法。

６．提出了用 Ｍｏｈｒ—Ｃｏｕｌｏｍｂ抗剪强度参数描述抛物线准则参数的计算式，实现了用常规

力学参数描述该屈服准则，建立了适合深埋洞室围岩的弹粘塑性本构关系。

７．构建了基于复合钻机的能与ＴＢＭ 配套的超前地质预报系统，该系统能够实现ＴＢＭ 工

作面前方洞段５０～１００ｍ的超前地质预报。

８．分析计算了注浆条件下，大断层区围岩的变形破坏规律及在各种不同注浆厚度和注浆强

度条件下加固的变形破坏规律。

９．提出了一套合理有效的有关超前灌浆参数设计、浆材配置及工艺控制的原则与方法。

１０．建立了浆液扩散范围计算方法，就ＴＢＭ 施工中不同宽度的断层破碎带或涌水率，提

出了相应的灌浆孔钻设方向与深度、止浆岩墙及岩帽尺寸等技术要求。

在ＴＢＭ隧洞施工过程中，应用该项目的研究成果，既能保证超前地质预报精度，又能缩短

因进行地质预报造成的ＴＢＭ施工的停机时间，保障ＴＢＭ在不同的地质条件下的安全工作，有效

超前处理与加固不良地质段岩体，可大大提高ＴＢＭ穿越不良地质段岩体的能力和施工效率，减

少不必要的意外损失，其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显著，并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北京振冲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大学

主要完成人员：刘勇、吴庆鸣等

单位地址：武汉大学动力与机械学院 邮政编码：４３００７２

联 系 人：吴庆鸣 联系电话：１３８０７１６２６３０

传 真：０２７ ６８７７２２５０ 电子信箱：ｑｍｗｕ＠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２２１



成果名称：大型泵站综合自动化控制及装置研制项目

任务来源：“十五”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ＺＺ０２ ０３ ０１ ０５

获奖情况：

该项目针对南水北调大型泵站的扬程低、流量大、运行时间长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重点

从系统稳定性及技术先进性方面考虑，开发出了大型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 （ＨＳＣ２０００Ｐ），并进

行了鉴定，为南水北调泵站的安全可靠、经济运行提供了保障，同时促进了行业的技术进步，

缩小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主要技术成果及创新：

１．将泵站内管理、现场监控和远程调度进行信息集成，可实现管理综合化、信息网络化和

决策智能化。

２．自主研制了泵站现场监控保护设备。

３．开发了泵站专用网络组态软件。

该项目研究成果已成功应用在常德苏家吉泵站、安徽鸭儿沟泵站等工程，取得了显著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主要完成单位：湖南安力电子开发有限公司、湖南大学、北京东方迪瑞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张文斌、王耀南、温浩、王辉

单位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银盆南路Ｍ１栋Ａ座 邮政编码：４１０００５

联 系 人：郭玉 联系电话：０７３１ ８６４３２５８，８９０１８６０

传 真：０７３１ ８９１３３８３ 电子信箱：ｍａｒｉａｈ．ｇ＠１６３．ｃｏｍ

３２１



成果名称：大型渡槽现浇施工成套设备研制

任务来源：“十五”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项目计划

计划编号：ＺＺ０２ ０３ ０３ ０２

获奖情况：

该项目是以南水北调中线大型渡槽为研究背景，借鉴桥梁建设中成熟的造桥机现浇施工工

艺，研制适用于南水北调工程大型渡槽现浇施工的造槽机成套装备。

该项目所研究的技术具有跨越软基、江河、沟渠等不利地形条件等特点，有利于安全施

工、保证施工质量和环境保护。其创新点：

１．渡槽跨度、浇注重量居国内同类工程之首。

２．造槽机自重与渡槽自重之比较小。

３．大型三联体并行渡槽的脱模方式新颖。

该项成果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造槽机现浇施工，比满堂支架法施工，在同等条件下，每

套设备可节约投资１５００万元。此项技术曾在我国东深供水工程中首次使用，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今后在我国水利水电工程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郑州大方桥梁机械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张志华、吴长征、高自茂、吴耀辉、牛桂林、吴健

单位地址：郑州市郑密路南段 邮政编码：４５０００５

联 系 人：高自茂 联系电话：０３７１ ６８９８１８９３

传 真：０３７１ ６８８８３３２８ 电子信箱：ｇａｏｚｉｍａｏ＠１６３．ｃｏｍ

４２１



成果名称：大型渠道衬砌成套装备的研制

任务来源：“十五”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项目

计划编号：ＺＺ０２ ０３ ０２ ０１ ０１

获奖情况：

该项目研制开发了适用于南水北调中线干渠渠道斜坡衬砌的成套技术装备。并在以下几方

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并具有创新性：①自动找平技术；②大型精确拼装桁架的制造装配技术；

③滚筒式密实压光成形面技术；④布料机的特殊给料技术；⑤衬砌机的振捣技术；⑥衬砌机按

给料比例成型、行走、联动的控制技术；⑦衬砌机的应用技术；⑧保证衬砌机同步行走控制技

术；⑨渠道衬砌施工工艺及设备管理。

该项目的完成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套衬砌设备，包括衬砌机、布料机、养

护台车价格仅２３０万元，较进口设备至少节省１５０万元人民币 （约合２０万美元）。该设备可广

泛应用于供排水农田灌溉及输水工程，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

主要完成人员：孟昭彬、于革钢、阎海涛、曹惠民、黄志力、董建军等

单位地址：西安市金花北路４８号 邮政编码：７１００３２

联 系 人：孟昭彬 联系电话：０２９ ８２５２２５７６

传 真：０２９ ８２５２２８３０ 电子信箱：

５２１



成果名称：单吊点双驱动高扬程固定卷扬启闭机研制

任务来源：“十五”国家水利重大技术装备研制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ＺＺ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６

获奖情况：

ＱＰＧ１×８０００ｋＮ单吊点双驱动高扬程固定卷扬式启闭机是目前国内容量最大的水工启闭

机，该研制成果在下述方面具有创新性：

１．双驱动装置：在大型高扬程固定卷扬式启闭机中首创单卷筒双边驱动技术。双边驱动技

术其卷筒既是启闭机的直接承载体，又是与双边驱动装置组合成一体的传动件，具有结构布置

紧凑，传递动力大的特点。同时由于驱动装置与卷筒承载体合二为一，因此在运转中即使一套

驱动机构发生故障，另一套作为应急备用设备能开动启闭机作关门动作，以保证水工闸门的安

全可靠运行。

２．卷筒大容量容绳技术：突破卷筒多层缠绕技术瓶颈，有效解决大容绳量需配置大直径长

卷筒或多卷筒组合的难题。

３．大直径长钢丝绳配套技术：突破直径在５２～５６且单根长度约２３００ｍ钢丝绳的制造

技术。

４．安全监控系统：研制成功高精度的荷载传感器和闸门开度仪，建立自动高效精确度高的

检测控制系统，系统同时设有远程输出接口，可方便地与计算机连接实现远程数据采样和集中

控制，确保高扬程启闭机准确、安全、可靠地运行。

成果的社会经济效益：

单吊点双驱动高扬程固定卷扬式启闭机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启动平稳、安全可靠等特

点。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当启闭力超过５０００ｋＮ时，就得采用两台或多台单驱动启闭机组合完

成闸门的启闭工作。在优化了大容量高扬程固定卷扬式启闭机整体结构的同时，大大减少了启

闭机对安装平台的面积、高度 （单吊点闸门如用两台单吊点启闭机，须通过平衡梁组合，引起

启闭机承重平台高度增高），与传统启闭机相比设备造价可降低５０％左右，节约资金２００余万

元，安装平台的水工建筑物投资节约５０％左右，达到２２０余万元，合计节约直接投资４２０余

万元。

成果的推广应用情况及前景：

单吊点双驱动高扬程固定卷扬启闭机设计先进合理，可广泛应用于高水头电站和水库的工

程建设中。目前该技术已推广应用到浙江桐柏抽水蓄能电站、浙江滩坑水电站、浙江省白水坑

水库和河南省盘石头水库等工程，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市场前景良好。

主要完成单位：浙江省水电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周冬锦、俞漫野、何新平、徐庆南、王根祥、张培干

单位地址：浙江东阳城南西路 邮政编码：３２２１００

联 系 人：王根祥 联系电话：０５７９ ８６６７８３５９

传 真：０５７９ ８６６７８６０７ 电子信箱：ｚｈｊｓｈｄ＠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６２１



成果名称：泥沙试验水槽智能化自动控制系统技术开发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ＪＧ ２００３ ３４

获奖情况：

该项目采用多学科专业相结合、理论研究和技术开发相结合的方法，在南京水科院院泥沙

试验厅３座试验水槽及其常规仪器设备的基础上，针对变坡水槽进行升级改造和技术开发，使

原人工控制的变坡水槽基本实现了水流、泥沙量测和调配的智能化自动控制。该水槽已达国内

外一流先进水平。

该项目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

１．在国内首次提出了泥沙试验水槽水沙自动控制和测量系统的设想。

２．进行多方面的技术集成，实现了水槽水流、含沙量测量和调配的智能化自动控制。

３．采用了多种具有先进水平的水沙测量仪器，并已获取了或正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通过该项技术升级改造工作，提高了水槽试验工作的效率和精度，为泥沙基础理论和试验

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条件，使原先不能进行的泥沙试验得以进行，或使原先精度不高、操作

繁杂的试验精度和工作效率成倍提高，确保泥沙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质量和技术水平的进步，又

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相关的技术成果还可推广应用，具有很好的推广应用前景，如水沙自

动调配智能化中央控制系统可直接应用于泥沙试验水槽和实体模型试验研究之中，开发研制的

相关的新型仪器也可应用于多种水流、泥沙试验中，通过成果转化，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同时所确定的水流、泥沙量测参数、技术标准与方法，可为今后相关的试验规程制订提供技术

依据，为今后深入研究有关水流泥沙模拟试验研究工作提供前期工作条件与基础，产生显著的

社会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张幸农、蔡守允、张定安、张思和、戴杰

单位地址：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张幸农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９３００

传 真：０２５ ８３７２２４３９ 电子信箱：ｘｎｚｈａｎｇ＠ｎｈｒｉ．ｃｎ

７２１



成果名称：大型泵站管理自动化控制技术推广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４１７

获奖情况：

该项目是在原引进 “９４８”项目 “大型泵站监控关键技术”的基础上，采用先进的测控技

术，研制了分层分布式自动化系统，开发了分层分级自动化软件包和泵站、机组优化运行软

件。系统具有安全可靠、运行优化、节能增效等特点。

该系统选用施耐德ＰＬＣ作现址控制单元主控设备，采用微机保护、微机励磁等技术，引用

国产组态王工控组态软件开发应用程序，实现对８台机组开、停、叶片调节、励磁调节、微机

保护及辅助设备的自动监控，建立实时工况数据库、泵站运行优化调度和实时数据 ＷＥＢ发布，

其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内外同类泵站的先进水平。主要技术创新点为可接收、处理、优化调度

指令，实现优化运行，达到额定负荷下抽水量最大，额定流量下，功率最小。

该系统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在江都一站投入运行成功，２００５年汛期进行厂优化调度试验运行，

达到了在额定抽水流量和抽水总量的情况下，节电５％～１０％ （额定抽水流量试运行：一天能

节约用电约２万多ｋＷ·ｈ。一年按抗旱运行２００天计，可节电４００多万ｋＷ·ｈ）。系统在江都

一站机组投运近两年，实现了 “无人值班，少人值守”的管理目标，经济效益明显，推广应用

前景广阔。

主要完成单位：江苏省引江水利水电设计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孙汉明、汤正军、张业春、严光华、徐宁、袁长治、刘志龙、吕艳

单位地址：江苏省江都市龙城路１３３号 邮政编码：２２５２００

联 系 人：严光华 联系电话：１３０１３７２００１２

传 真：０５１４ ８６５３９２２０ 电子信箱：ｙｇｈ２０２５３８＠１２６．ｃｏｍ

８２１



成果名称：节能型带式泥水分离装置技术推广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４１９

获奖情况：

该项目在引进意大利爱康机械公司的ＥＣＯ污泥脱水用带式压滤机的基础上，开发了同步

同力张紧机构，解决了滤带跑偏难题；开发了螺旋推进器自动加药装置，确保混凝效果，药剂

利用率高；实现了絮凝搅拌压滤一体化；利用滤后水作为滤带冲洗水，实现节约用水。

该设备已在城市污水处理及化工、医药、食品、纺织、印染、造纸等行业废水处理中得到

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科技推广中心、北京现代华达水处理科技研究院、宜兴市华达水处理设备有限

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石贵余、胡剑明、慕建中、邵维良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３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石贵余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５４８６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５４７４ 电子信箱：ｓｈｉｇｙ＠ｍｗｒ．ｇｏｖ．ｃｎ

９２１



０３１



十一、信息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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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农业区域水环境管理信息系统———水环境数值模拟与管理系统 ＭＩＫＥ２１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９８５１０５

获奖情况：

该项目从加强对水资源和水环境进行有效的管理和保护，降低灾害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实际需要出发，引进了丹麦水力学研究所 （ＤＨＩ）研制开发的水环境数值模拟与管理系统软件

ｍｉｋｅ１１、ｍｉｋｅ２１和ｍｉｋｅ３，对其基本原理、程序结构和设计、模块功能特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

研究，熟练掌握了该软件系统的使用与操作。

该项目应用ｍｉｋｅ软件系统，对松花江流域干流、珠海市感潮河网、大亚湾海域、向家坝

水库、万家寨水库、澜沧江中下游水电开发、怒江中下游水电开发等进行了一维、二维及三维

水流、水质和水温的数值模拟，成功地解决了流域开发规划、水资源保护和水环境治理规划以

及大型工程建设对水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实际问题，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

该项目全面剖析了ｍｉｋｅ系统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总结了该软件的优点和不足，为全面推

广应用奠定了基础。软件适合于我国江河湖库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与水环境治理规划，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 梁瑞驹 、程晓冰、陈凯麒、杜强、张士杰、朱瑶、杨洋、刘畅、王东胜、谭红武、刘

兰芬、姜爱春、赵永军、李国强、陈庆伟、严勰、吴家鹏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２０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４

联 系 人：杜强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９４８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７２７７８ 电子信箱：ｄｕｑ＠ｉｗｈｒ．ｃｏｍ

３３１



成果名称：基于 ＷＥＢＧＩＳ平台的国家防汛会商系统

任务来源：计划外项目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２００６年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该项目紧密围绕防汛决策支持业务需求，采用当前主流信息技术和水文专业技术，研究开

发了集防汛实时水情监视、水情综合分析、会商展示等业务应用以及信息管理和系统维护等功

能为一体的综合信息平台，满足国家级防汛决策对水文情报预报信息的要求，实现了预期

目标。

该项目采用了地图多重分级和分块技术、空间数据分类存储和Ｒ Ｔｒｅｅ空间索引结构模式

等技术，有效解决了网络环境下全国范围海量空间数据组织、存储和检索等难点问题，满足了

系统快速响应的要求。自主开发的 ＷＥＢＧＩＳ平台和地图维护软件，具有底图维护、空间分析、

实时数据查询、地图标绘、专题地图制作、图形输出、导航、位置查询和定位等功能，维护性

和开放性强，便于推广应用。

该系统功能全面，人机交互和综合分析能力强，应用方便，运行稳定可靠，整体上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自２００２年投入应用以来已经成为国家防总防汛会商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业务系

统，在近几年的防汛减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水文局

主要完成人员：张建云、孙继昌、刘金平、张建新、孙春鹏、梁家志、蔡元龙、刘志雨、陈树娥、章四

龙、王光生、李岩、周砺、程琳、王金星等

单位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二条二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３

联 系 人：梁家志、陈树娥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２５２０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２４７１ 电子信箱：ｃｈｅｎｓｈｕｅ＠ｍｗｒ．ｇｏｖ．ｃｎ

４３１



成果名称：“数字黄河”工程研究与应用

任务来源：计划外项目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该项目研究按照 “数字黄河”的理念，通过近５年的建设，形成了覆盖黄河流域的网络基

础设施，采用遥测、遥感等先进技术构建了多源数据采集体系，组成了１个中心和６个分中心

的数据存储体系，构建了防汛减灾、水量调度、水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与管理、电

子政务６大应用系统，为黄河治理开发、重大问题决策提供了技术支撑平台。

该项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１．首次提出了 “数字黄河”的理念及其体系构架，开创了流域水利信息化建设的新模式，

有效地指导了工程实践，并对水利信息化的行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２．从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出发，提出并建立了黄河流域信息化标准及规范体系，为大规模

信息化系统成功建设和运行奠定了基础。

３．按照 “数字黄河”的总体构架，实现了数据采集、传输、存储的一体化及６大应用系统

的综合集成，建立了 “数字黄河”统一的共享应用服务平台，提高了系统的整体技术水平。

４．针对现有许多模型及设备难以适用于黄河的多泥沙问题，自主研发了适用于黄河的水沙

联合调度、水沙演进、产汇流和水资源调度等数学模型；研制发明了一批适合多泥沙河流的自

动化数据采集仪器和设备，填补了多泥沙河流的多项测验空白。

该项研究成果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在黄河防洪安全、调水调沙、河流生态环境恢

复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保证了黄河流域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产生了巨

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在水利信息化建设方面具有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和扩

散能力，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员：李国英、廖义伟、朱庆平、薛松贵、李银全、李景宗、安新代、娄渊清、杨希刚、刘文

涛、王道席、王祥辉、王刚、孙建奇、寇怀忠

单位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１１号 邮政编码：４５０００３

联 系 人：寇怀忠 联系电话：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０８４２

传 真：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０８４１ 电子信箱：ｈｚｋｏｕ＠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ｇｏｖ．ｃｎ

５３１



成果名称：面向水利信息化的应用集成中间件平台及其应用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２ＡＡ１１３１５０

获奖情况：２００６年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该项目基于国家 “８６３”计划项目，将科研成果和水利信息化建设紧密结合，规范了水利

领域应用框架，完善了相关技术标准，构建了面向水利信息化应用集成服务平台，研究开发了

防汛抗旱、水资源管理、水利政务等应用系统平台，实现了水利数据集成、业务整合。提出的

总体架构思路明确、技术先进。

该项目采用了国产基础中间件，建立了水利行业的应用中间件ＡＡＦ和 ＷＲＡＦ等框架，可

快速开发基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水利应用系统。通过划分和抽取形成标准的水利业务应用组件，

开发了水利组件库，建立了模型搭建和组件服务体系，解决了功能组件标准、应用系统构造、

信息资源共享等水利信息化中的关键技术难题。

该项研究紧密结合水利应用，建立了多个基于标准的、具有水利特色的通用水利应用服务

平台，包括防汛抗旱决策服务平台、水利移动服务平台、水利信息门户集成应用平台、水资源

管理的协商服务平台，为快速集成和组建水利应用系统奠定了基础。

该项成果在水利应用框架、组件和平台开发等方面集成创新，整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并已经成功地应用于 “实时水情交换与查询系统”、“实时水情移动服务系统”、“防汛抗旱决策

信息门户”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发了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社会和经济

效益显著，推广前景广阔。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水利信息中心、西安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黄河水利委员会、陕西省水利厅

主要完成人员：蔡阳、解建仓、张永进、辛立勤、常志华、周维续、余达征、程益联、洪小康、娄渊

清、胡彦华、赵季中、齐勇、汪妮、司毅铭

单位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二条二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３

联 系 人：蔡阳、解建仓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２５２８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４５００ 电子信箱：ｙｃａｉ＠ｍｗｒ．ｇｏｖ．ｃｎ　ｊｃｘｉｅ＠ｘａｕｔ．ｅｄｕ．ｃｎ

６３１



成果名称：航空遥感实时传输系统地面接收机改造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５ＪＧ１００５３０

获奖情况：

该项研究根据当前运行的航空遥感实时传输系统对灾害监测等方面的需求，进行了地面接

收和处理系统的升级改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项研究通过对接收设备的改进和压缩比的提高，实现了６ｍ和３ｍ分辨率雷达图像的实

时接收和处理操作，改进了图像质量；实现了ＧＰＳ数据的分离和提取，并与雷达图像数据进行

了融合，解决了雷达图像的定位问题；实现了雷达图像的实时冻结，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图像缩

放、灰度调整、长度和面积量算、航迹显示及地名注记等功能；该项成果在原接收系统的升级

改造、图像传输过程中的实时冻结、航迹显示等方面具有集成创新的特点，大幅提升了系统的

应用性能。

该项研究成果已经在军民两大用户中得到应用，取得较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达到了

国内领先水平，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李茂堂、张晓红、刘博扬、苏东升、郝石磊、韩刚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２０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４

联 系 人：李茂堂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６４２２，６８７８５４０８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４２９４３０ 电子信箱：ｌｉｍｔ＠ｍｗｒ．ｇｏｖ．ｃｎ

７３１



成果名称：水利科学计算与仿真分析服务器系统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４１４

获奖情况：

该项目引进了美国ＳＵＮ公司的ＳＵＮＦＩＲＥ６８００高性能 ＵＮＩＸ服务器及其配套的软硬件，

基本构成了面向水利科学计算和仿真分析的并行计算平台。该系统的技术，性能较为先进。引

进后，结合水利水电工程大型复杂的科学计算实例开展了并行计算技术的研究，培训和推广，

已在结构分析、抗震设计、洪水预报、泥沙数值模拟等领域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标志着

水利行业处理大型科学计算和仿真分析的能力达到了新的水平。

该项目构建的高性能并行计算平台，是一个开放式的基于网络的、可共享的大型科学计算

分析环境，实现了科学计算资源的高度共享，最大限度地提高相关资源使用效率，为计算分析

与专值模拟提供强有力的硬件和系统支撑，同时，也为今后引进和自行开发高端专业软件提供

了支撑环境和开发标准，另外大规模科学计算能力的构建也是一流中国水科院建设的重要指标

之一。

该项目通过利用高性能服务器大容量、高稳定性以及分时多任务等特点进行数值计算，克

服了多年困扰水利行业大规模复杂问题的计算瓶颈，实现了水利水电行业计算资源的多层次高

度共享，并为水利水电科学模型的并行计算改造提供了技术支撑，其推广应用前景良好。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朱星明、涂彬、张国新、马怀发、白婧怡、陈煜、吴华赟、耿庆斋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２０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４

联 系 人：耿庆斋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６１５５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７８６１５０ 电子信箱：ｚｈｕｘｍ＠ｉｗｈｒ．ｃｏｍ

８３１



成果名称：电子政务———网上财务管理系统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ＴＧ０４１５

获奖情况：

该项目在对水利部部分直属单位、银行系统及高校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吸取了众多财务信

息管理的先进技术和经验，结合水利部门财务管理特点和要求进行开发。该系统由财务核算、

财务结算、财务管理、财务查询、网上银行５个子系统组成，其中，财务结算、财务管理、财

务查询子系统自主研究开发，网上银行部分功能协作开发，财务核算子系统在购置商品软件

“用友Ｕ８”版本基础上开发接口，通过网络平台，数据库和安全保障等信息技术，使５个子系

统间无缝连接，实现了财务信息全方位，动态适时，一体化管理，达到了事前预测、事中控

制、事后监督管理的目标。

在水利部门推广该系统，可加快水利行政管理信息化步伐，避免财务系统的重复开发，减

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对快速提高水利系统财务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具有显著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张瑞凯、薛亚云、赵守高、陆光杰、黄勇、张惠、田家乐、郑红星、周维伟、宣国祥、

李芳、赵梅

单位地址：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赵守高、黄勇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１５９

传 真：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１５９ 电子信箱：ｃｗ＠ｎｈｒｉ．ｃｏｎ

９３１



成果名称：Ｈ９０００水电厂计算机监控系统推广应用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ＴＧ０４２２

获奖情况：

该项目旨在推广中国水科院自主开发的Ｈ９０００水电计算机监控系统。Ｈ９０００是面向水利水

电工程监控与自动化应用，采用当前主流的计算机软硬件设备、网络技术和实时工业监控设

备，结合未来技术发展的趋势，开发的全新分布式计算机控制系统，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可扩

充性和可移植性，支持导型机互联。不仅适用于水电站、蓄能电站、泵站、水电站群、梯级水

电站的集中监控，也适用于变电站、泵站及其他领域集中控制计算机监控系统。

该项目通过对 Ｈ９０００的宣传推广，生产工艺过程的技术改进，结合国内外工程参加投标共

签订３１项 （其中国外３项）大中型水电站监控系统合同，累计合同额人民币１．４亿元；同时，

完成了 Ｈ９０００计算机监控系统４项软件的版权注册和软件产品认定，成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水利水电自动化领域国产化设备知名品牌，并为成套设备批量出口进入国际市场打下了良好

基础。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王德宽、王桂平、张毅、刘晓波、钟卫、尹伟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２０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４

联 系 人：王德宽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５３６６９１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１５６５３ 电子信箱：ｗｄｋ＠ｉｗｈｒ．ｃｏｍ

０４１



成果名称：湍流数值模拟开发系统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２０９

获奖情况：

该项目通过对美国ＦＬＵＥＮＴ软件的引进、消化和二次开发，构建了湍流数值模拟开发系

统，开展了水力学领域的湍流数值模拟和大型水利工程中水力学问题计算。该系统与模型实验

互为补充，加快了工程问题研究的进程，同时节约了模型实验的成本。

该项目对ＦＵＬＥＮＴ进行二次开发，增加了冰水转换模型、冰花浓度对流扩散模型、冰花

对冰水混合物物理性质的影响模型和冰水转换对能量方程的影响模型，并针对工程水力学中的

特殊问题进行边界条件自定义扩展，在很大程度上扩充了ＦＬＵＥＮＴ软件的功能。其中对复杂

边界条件的处理、掺气水流的模拟以及冬季输水过程冰凌问题的数值模拟等方面取得了创造性

的成果。

该项目开发的湍流数值模拟开发系统已在向家坝、二滩水电站、西龙池抽水蓄能电站等十

余项水利工程上得到应用，其成果为工程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具有较广泛的推广应用

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刘之平、吴一红、王晓松、冯宾春、张东、陈文学、张晓东、夏庆福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１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王晓松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７９７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３８６８５ 电子信箱：ｗｕｙｉｈ＠ｉｗｈｒ．ｃｏｍ

１４１



成果名称：通济堰渠首水情监测及自动控制调度系统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ＴＧ０４０１

获奖情况：

该项目是以水资源优化调度为主要目标，兼顾防洪抗旱、发电等需要，采用分层设计思想

和成熟可靠的设备，实现通济堰渠首取水工程的水情监测和闸门自动控制。为此，研制开发了

水情自动测报系统、群闸自动控制系统、模拟屏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和应用软件系统，形成

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水情监测及自动控制系统。

该项目实施后，显著提高灌区水资源的利用率，节约大量人力和物力，每年为通济堰渠灌

区枯水期稳定增加供水１０００万ｍ３ 以上，年直接经济效益６０万元，为灌区新增加和恢复１５．４

万亩农田提供了水源保障。通过合理的防洪决策和调度，最大限度地减少洪水灾害，保障灌区

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对同类灌区的现代化管理具有推广应用

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四川省通济堰管理处

主要完成人员：陈明芳、李胜、张乃禄、张宗旗、张茂华、王志文、蒋汉权、李树全、张忠、周永建、

唐德建、陈志明、李文波、郑强、罗永强等

单位地址：四川省彭山县北外街６８号 邮政编码：６２０８６０

联 系 人：张乃禄 联系电话：０８３３ ７６１１４３２

传 真：０８３３ ７６２１６４５ 电子信箱：ｔｊｙｊｊｂ＠１２６．ｃｏｍ

２４１



成果名称：中小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监控及区域性水质监测系统

任务来源：“十五”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ＺＺ０２ ０３ ０５ ０３ ０２

获奖情况：

该项目主要进行３个方面的研究：①中小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监控和区域水质监测系统软件

平台；②嵌入优化处理软件的现场智能控制器；③新型在线总有机碳 （ＴＯＣ）水质自动分

析仪。

研制的系统在以下方面具有创新点：

１．将中小城镇污水处理监控系统与城镇区域水质监测系统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软件

平台并具备完善的远程监控功能。为村镇的污水处理和类似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技术保障，降低

运行成本。

２．采用嵌入单元优化软件的现场智能控制器并与污水处理监控及区域水质监测系统软件平

台组合使用，可以替代ＰＬＣ以提高污水处理厂各工艺单元处理效率并降低污水处理系统整体运

行成本。

３．新型ＴＯＣ从技术上完全可以替代国外产品，且比国外同类产品价格低１５万元左右。

该项目研究成果目前已在江苏宜兴和桥镇污水处理工程得到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北京新禹万融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吴洪涛、周怀东、周涛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３号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周涛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４３５１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４３７６ 电子信箱：ｚｈｏｕｔａｏ＠ｈｉｗａｔｅｒ．ｎｅｔ

３４１



成果名称：声发射监测集成系统应用技术升级开发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ＪＧ ２００３ ３６

获奖情况：

该项目主要成果如下：

１．计算机硬件：ＣＰＵ速度和性能大幅度增加，硬盘容量增加了４倍，内存容量增大２倍。

２．声发射采集卡：由１２通道升为１５通道，且更换了最新版本，由原来的单一采集卡升级

为集成了前置放大器的采集卡。

３．声发射采集软件：升为Ｓｗａｅｓ４ ９ ４版本，支持多视窗多界面同时显示，增加了快捷

菜单，操作更加方便、快捷，采样速率明显提高。

４．声发射定位软件：同一视窗内线定位、平面定位、柱面定位、球面定位等任意组合；定

位准确度，误差在传感器布距５％以内；新增网格定位功能，使复杂结构的定位性能更加稳定；

新增罐底定位功能。

５．声发射分析软件：分析效率及准确度提高，信号鉴别能力提高。

６．增加检测系统自标定功能，声发射传感器增加定制低频传感器ＳＲ５０。

７．研制了两种三芯射频同轴电缆，性能良好。

升级后的主要优点：采集仪整体灵敏度提高，通信能力大大提高，新增自标定、网格定

位、罐底定位等功能，操作更加方便，定位更加准确。

研制出的窄带ＳＲ１５０、低频ＳＲ５０和宽带ＳＲＷ声发射传感器只是进口传感器价格的１／６～

１／８；研制出的ＳＹＶ ３×５０ ３ １和ＳＹＶ ３×５０ ２ ４１两种规格三芯射频同轴电缆价格不到

进口电缆的１／１０。

通过声发射检测集成系统应用技术升级开发，可有效提高和完善声发射检测系统的性能，

而声发射检测系统性能的不断完善和提高，对于保证声发射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对于

对被检对象运行安全性和可靠性的科学评价，有重要意义。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水工金属结构质量检验测试中心

主要完成人员：曹树林、李东风

单位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颖河路１１０号水利大厦 邮政编码：４５０００６

联 系 人：张步新 联系电话：０３７１ ６７４４６３７０、１３８３７１８１８９０

传 真：０３７１ ６７７１１０９０ 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ｂｕｘ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ｒｇ

４４１



成果名称：微灌自动化检测系统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ＪＧ ２００３ ３３

获奖情况：

该项目采用先进技术，进行设备升级改造研究，解决了原有微灌测试系统压力调节及稳定

的难题，实现了微灌灌水器性能的自动检测，能够完成微灌灌水器流量均匀性、压力流量关

系、耐压性能及抗堵塞性能试验，提高了测试效率和精度，水量测量精度高于１％，压力调节

精度达到０．５％以上。

该项目主要成果如下：

１．针对微灌灌水器流量小 （小的１Ｌ／ｈ左右）、测试精度要求高、测试环境湿度大的特点，

应用精密传感技术研制出了高精度水量采集装置。

２．微灌灌水器工作压力低 （重力滴灌仅１０～２０ｋＰａ），但要求测试压力范围宽、精度高，

针对检测过程中压力调节困难 （尤其对有补偿性能的灌水器）的特点，开发出了具有在０～

０．５ＭＰａ范围内压力任意调节的自动调压恒压装置。

３．研制出了一种测试微灌产品抗堵塞性能的装置。

４．试制出一套完整的微灌自动检测系统。

５．研制的检测系统能够根据相关国家及行业标准，完成微灌灌水器流量均匀性、压力流量

关系、耐压性能的自动检测。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农田灌溉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员：黄修桥、郭志新、仵峰、李辉

单位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建设路１７３号 邮政编码：４５３００３

联 系 人：郭志新 联系电话：０３７３ ３３９３０７８

传 真：０３７３ ３３９３０７８ 电子信箱：ｚｊｚｘ＠ｆｉｒｉ．ｏｒｇ．ｃｎ

５４１



成果名称：水文水资源信息共享服务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２ＤＥＡ３００４６

获奖情况：

该项目是国家科学数据共享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旨在研究创建水文水资源科学数据

共享服务体系，研究建立水文水资源科学数据共享的技术标准体系、共享管理制度和共享政

策；通过项目的研究、资源的整合改造，初步建成国家水文水资源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建立共

享示范，为实现全国水文站实时资料、历史水文资料、水环境及地下水资料的共享，为全面建

成全国水文水资源科学数据共享奠定基础。

该项目主要通过全面的数据资源普查挖掘、整合改造，建立了全国３２００个水文测站属性

数据库、水文资料目录索引数据库；建立了全国１２０个重要控制站、１５０个水质站、京津冀地

区５００个地下水站、２００个水文站的数据资源整合，以及基于３０００多个雨量站的全国日雨量等

值线图。

该项目在共享政策和技术标准研究方面，研究和制订了 《水文水资源资料共享管理办法》、

《水文测站编码》、《水情信息编码》、《基础水文数据库表结构及标识符标准》、《水利科学数据

元数据标准》等共享政策和技术标准的初稿和讨论稿，为水利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管理办法及元

数据标准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通过该项目的研究开发，初步建成了水文水资源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搭建了水文水资源科

学数据共享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ｙｄｒｏｄａｔａ．ｇｏｖ．ｃｎ），以及水利科学数据共享网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ｗａｔａｒｃｌａｔａ．ｃｎ）实现了基于网络的水文水资源科学数据共享发布，并结合水文水资源科

学数据特点，初步研究开发了多种数据共享服务技术，为水利科学数据在线共享发布、用户管

理提供了支撑。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促进了我国水文水资源科学数据共享工作的开展，为我国的科学研

究、科技创新和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部水文局

主要完成人员：朱星明、章树安、吴礼福、白婧怡、耿庆斋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２０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４

联 系 人：耿庆斋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６１５５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７８６１５０ 电子信箱：ｇｅｎｇｑｚｈ＠ｉｗｈｒ．ｃｏｍ

６４１



成果名称：水旱灾害网络共享数据库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项目以清宫档案、地方志、近现代水利档案、水利年鉴等为基本资料来源，从超过１亿文

字的原始资料中，经过鉴定、整编提炼出超过７００万字的灾害基本信息，建立了时序为近５００

年的全国分县水旱灾害数据库。

项目基于重大水旱灾害评价指标，从全国分县水旱灾害数据库中遴选１００余场典型场次水

灾、７０余场典型场次旱灾，建立了重大水旱灾害数据库和灾害年表。

项目是资料的基础性工作与信息技术运用的结合，使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以来持续开展的洪涝旱基础整编成果，运用网络、数据库等技术，开发完成的查询服务系

统，得以提供社会共享。

项目以其资料的长时序、系统性和唯一性的特点，具有权威性，填补了我国水旱灾害基础

信息共享的空白。

项目的最终成果将依托 《中国防洪抗旱减灾网》（ｗｗｗ．ｒｃｄｒ．ｏｒｇ．ｃｎ）对外发布，实现网络

共享。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减灾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员：谭徐明、吕娟、张伟兵、苏志诚、朱云枫、马建明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科技园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谭徐明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８４７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３６９２７ 电子信箱：ｔａｎ．ｘｍ＠ｉｗｈｒ．ｃｏｍ

７４１



成果名称：流域流动三维仿真分析软件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１１１

获奖情况：

该项目完成了ＳＴＡＲ—ＣＤ软件包和运行ＳＴＡＲ—ＣＤ软件的高性能工作站 （ＨＰＢ２６００）的

引进工作，对软件系统进行了全面的学习，消化和吸收，开发了ＳＴＡＲ—ＣＤ软件与ＧＩＳ的接

口。流体分析软件包ＳＴＡＲ—ＣＤ主要解决水利行业的流体仿真问题，可以解决洪水行为数值

模拟中河道洪水模拟、蓄滞洪区洪水演进数值模拟、溃坝洪水模拟、水资源调配数值模拟、水

环境数值模拟等关键技术问题。ＨＰＢ２６００高性能工作站，具有较强的浮点运算能力，同时Ｉ／Ｏ

接口较好。

该项目在淮河蒙洼蓄滞洪区和第二松花江吉林河段进行了示范应用，结果表明引进技术实

用、高效，可以用于三维洪水演进模拟。该研究对于我国防洪减灾、水环境保护、水资源优化

配置与科学管理均有重要的意义和实用价值。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遥感技术应用中心

主要完成人员：李纪人、黄诗峰、丁志雄、孙涛、苏东升、徐美、李小涛、李琳、付俊娥、杜龙江、

李蓉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２０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４

联 系 人：黄诗峰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５４０４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７１４２３６ 电子信箱：ｈｕａｎｇｓｆ＠ｉｗｈｒ．ｃｏｍ

８４１



成果名称：都江堰灌区水利调度决策支持系统

任务来源：现代水利科技创新项目

计划编号：ＸＤＳ２００４ ０１

获奖情况：

该项目采用水资源系统工程分析方法，依据灌区现有的水库、干渠和支渠水系配置，研发

了水资源调度模型，提出了配水计划和水量调度方案，并初步建立了基于ＧＩＳ技术的灌区水利

调度决策支持平台，提供了数据库接口模块，研发了水资源调度软件，建立了信息管理系统，

实现了网络办公。系统投入运行以来，稳定、可靠、实用。

项目的创造性与先进性：

１．研发的都江堰灌区水资源调度模型，为灌区实现水资源优化调度提供了技术支撑，对都

江堰灌区的配水工作起着重要作用。

２．在基于ＧＩＳ技术的灌区动态配水数据平台上，建立了都江堰渠首的动态配水系统。

采用该系统编制一个完整的大型灌区的渠系配水计划，一般只需运行几分钟的时间，大大

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统一协调了供水和需水的关系，提高了水的利用率、节约了水资

源。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可在灌区的水资源优化调配、防洪调度等方面推广

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四川万江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成都博恩

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员：刘道国、古钟璧、谭小平、梁川、王世容、周新志、魏新平、李翊、谭伦、吴军、李

菁、徐兴文、李志勤、冯展、张世凌、贺新、张磊、朱斌

单位地址：四川省都江堰市公园路６０号 邮政编码：６１１８３０

联 系 人：李翊 联系电话：０２８ ８７１９２１２５

传 真：０２８ ８７２９１３１２ 电子信箱：ｌｉｊｉｎｇｏｆｆｉｃｅ＠１６３．ｃｏｍ

９４１



０５１



十二、其他

ＱＩＴＡ



２５１



成果名称：历代治水国家档案 《行水金鉴》抢救性整理及共享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３ＤＥＢ６Ｊ０７２

获奖情况：

该项目主要成果如下：

１．项目制定了整编凡例，并据此完成了 《行水金鉴》及 《再续行水金鉴》的标点和整编，

及数字化工作。

２．项目开发了基于微软ＡＳＰ．ＮＥＴ及ＳＱＬ２０００的 《行水金鉴》和 《再续行水金鉴》的网

络查询系统。

３．项目主持编辑了论文集 《历史的探索与研究》（５９万字）。

该项目对我国古代水利档案进行了抢救性的系统整编和网络共享建设，其成果是水利史、

灾害史、典型场次洪水等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为国家大型水利工程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

使此项珍贵的历代治水文献资料数字化，可实现社会共享。

论文集 《历史的探索与研究》在水利史基础研究、环境演变、防洪方略、水旱灾害研究方

面具有借鉴意义。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员：谭徐明、周魁一、王英华、朱云枫、陈茂山、岳德军、孙卫国、张伟兵、马建明、张

念强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科技园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朱云枫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８４７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３６９２７ 电子信箱：ｙｆｚｈｕ＠ｉｗｈｒ．ｃｏｍ

３５１



成果名称：水利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４ ０２

获奖情况：２００６年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该项目研究坚持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面向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需求、面向世

界科技发展前沿、面向未来２０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围绕水利发展的重大问题，从宏

观、全局、战略的高度，分析研究了当代水利科技发展前沿，凝练出我国水利科技发展的方

向、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

针对水文学及水资源学、水环境与水生态、防洪减灾、农村水利、工程水力学、河流泥

沙、水土保持、水工结构、岩土工程、水利工程施工、水工材料、地质勘探、信息技术应用等

１３个水利学科分支，全面、系统、深入开展了水利学科科技发展的国内外动态调研。调研成果

《当代水利科技前沿》已正式出版。

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迫切需求，针对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防洪

抗旱与减灾、农村水利、南水北调工程重大科技问题、长江黄河治理开发与生态建设、水环境

保护与流域生态建设、水资源与水环境监测系统与信息共享平台等７个方面开展了国内需求调

研，调研范围涉及水利各个领域，梳理出制约水利建设与发展的重大科技瓶颈问题，编写了

《水利科技国内需求调研报告》。

项目组在上述两个报告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水利科技方向和重大课题，形成了 《水利科

技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研究成果体现了宏观性、系统性、前瞻性与实用性，为国家中长期科

技发展规划和水利科技发展规划提供了依据和建议，对于水利 “十一五”重大科技的选题立项

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对促进水利科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中科院水土保持研究所、

长江科学院、水利部长江勘测技术研究所、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等

主要完成人员：董哲仁、胡四一、张有天、高占义、王光谦、王光纶、郭军、陈式慧、程晓陶、李纪

人、廖文根、邵明安、陈进、李广信、蔡跃波等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科技园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程晓陶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７９５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４０１３ 电子信箱：ｃｈｅｎｇｘｔ＠ｉｗｈｒ．ｃｏｍ

４５１



成果名称：科技进步对节水贡献率分析

任务来源：现代水利科技创新项目

计划编号：ＸＤＳ２００４ ０９

获奖情况：

在水利行业中，研究科技进步对节水的贡献率，尚属首次。该项目主要研究了节水科技进

步的基本理论、科技进步在节水中的具体体现、对科技进步节水贡献率测算方法并进行了初步

测算。最后通过科技进步对节水贡献率分析，结合我国节水行业的实际，提出了促进节水科技

进步的对策与措施。

项目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科技进步在节水中的具体体现，提出了 “用水

生产率法”计算节水量的方法，建立了科技进步对节水贡献率的测算模型，内容新颖，方法

先进。

科技进步对节水贡献率的分析研究影响因素十分复杂，该项目开创了对科技进步节水贡献

率研究的新领域，对进一步研究科技进步对水利的贡献率具有参考价值，有一定的创新性。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员：黄河、吴文庆、姜斌、李富强、张岚、刘蒨、龚飞鸿、邵天一、虞玉诚、张景增、冯立

强、吴珊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３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姜斌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５０９２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５０９２ 电子信箱：ｊｂｉｎ＠ｗａｔｅｒ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５５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