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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文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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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调查评价

任务来源：水利部其他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中国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调查评价是综合了大量的历史观测资料，按照统一的水资源分区和技

术标准，通过多领域、跨学科协作，开展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监测和资料收集分析，采用科学技术

手段和方法，经过全国、流域、省 （自治区、直辖市）三级反复协调、平衡和综合集成，对变化环

境下我国水资源数量 （水量）、水资源质量 （水质）、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水污染状况、生态与环

境状况、水资源安全状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评价，客观地反映了我国水资源

面临的形势，提出了新时期我国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状况和生态与环境状况的权威成果，反映我国

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的实际情况。

中国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调查评价是在以下方面有突破和创新：

一、建立了水量、开发利用、水污染、水质、生态与环境的及其评价参数数据库，这是全国范

围内最翔实和最丰富的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调查评价成果资料。

二、突破了原有水量和水质分别评价、资源环境状况与开发利用分别评价的方法，提出了基于

水量平衡、取供用耗排水平衡、污染负荷平衡和生态平衡四大平衡的水资源及开发利用、生态与环

境综合评价理论与技术方法。

三、揭示了变化环境下基于人类活动影响的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和生态与环境间的动态响应关

系，提出了系统和完整的水量、水质、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污染源、生态与环境状况调查评价五

大成果体系和综合评价成果，是我国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调查评价方面最为系统和完整的成果。

四、首次大尺度分析了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和下垫面改变对水资源情势的影响，提出了由于人

类活动导致的下垫面条件改变等变化环境下和近期下垫面一致性的长系列水资源数量评价技术方法

与成果，分析了不同下垫面条件下水资源形成的机制和演变规律。

五、在统筹考虑生态与环境约束和技术经济条件约束，以及河道内外用水平衡关系的基础上，

提出了水资源可利用量、生态与环境需水量的计算方法，对全国重要河流的河道内生态与环境需水

量和水资源可利用量进行了计算，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六、首次对我国点源和非点源污染状况进行了系统的调查评价，研究提出了基于取供用耗排水

平衡、污染物与水功能区水质响应关系、污染物负荷平衡关系的点源和非点源污染联合评价方法与

成果，全面描述和深刻揭示了污染物的产生、排放、入河以及水环境承载状况的空间变化规律，是

我国点源和非点源污染系统完整的评价成果。

七、根据污染物排放与水体功能之间的响应关系，对地表水水质和地下水水质以及水环境承载

状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评价，揭示了我国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时空变化规律，是国内外迄今为

止在国家层面关于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评价最为系统和完整的评价成果。

八、首次从水量水质联合评价的角度，对不同供水水源、不同用水功能的供水水质和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评价，基本摸清了我国供水水质和饮水水质安全状况。

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评价，分析了水资源

开发利用对水资源情势的影响，揭示了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区域特点、演变规律及存在问题；客观科



４　　　　

学地分析了我国各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水平、用水效率效益和节水潜力等。

十、首次对与水相关的生态和环境状况，包括河流断流、湖泊萎缩、湿地退化、地下水超采等

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评价，揭示了水生态与环境变化、水资源演变及开发利用之间的动态响应关

系。全面分析了河流生态与环境用水变化规律，首次提出了河流生态与环境亏缺水量计算方法及

成果。

该项成果是水资源规划与管理的基础，是水资源配置的基础平台，是国家、流域、区域水资源

规划、保护和管理的基本依据。已在 《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 《全国水利发展 “十一五”规划》、

《全国城市饮水安全保障规划》、《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节水型社会建设 “十一五”规划》等

规划制定和水资源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在水资源调查、评

价、未来的水资源开发、利用、配置、节约、保护和管理中具有广泛的推广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该项成果在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调查评价理论、方法和实践上均取得了创新性突

破，在国内外同类研究中总体上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李原园、郦建强、黄火键、张　伟、刘小勇、侯　杰、王建生、张象明、庞进武、关业祥、彭文启、

卢　琼、颜　勇、张祥伟、唐克旺等

单位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北小街２ １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１１

联 系 人：郦建强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８２０２６３９５

传 真：０１０ ６２０４２３７８ 电子信箱：ｌｉｊｉａｎｑｉａｎｇ＠ｇｉｗｐ．ｏｒｇ．ｃｎ



一、水文水资源

５　　　　

沿江两岸分散式取水及地下水供水安全性影响评估

任务来源：财政部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沿江两岸分散式取水及地下水供水安全性影响评估是针对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应急决策需求，对

沿江两岸分散式饮用水现状、地下水与江水补排关系和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进行了系统调查，

通过应急监测沿江两岸地下水特征污染物污染状况，开展硝基苯在地下水、土中迁移转化规律和转

化机理试验研究，建立含水层中硝基苯迁移转化数值预测预报模型，评估污染事件对水源地的影响

程度，研发集成分散式饮用水硝基苯高效适用应急处置技术，提出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地下水供水安

全应急评价与处置技术体系。研究方案设计科学，技术路线正确，内容系统、全面、深入，手段先

进，结论可信。

该成果取得了以下技术创新性：

一、通过典型断面水污染事件反演模型和硝基苯在地下水、土中转化机理试验，揭示了硝基苯

从江水进入地下水的过渡过程及迁移转化规律，系统阐明了地下水、土中硝基苯环境行为，取得了

相关参数，填补了该类研究的空白。

二、开发了大尺度下硝基苯地下水迁移转化模型，建立水污染事件地下水污染快速预测预报模

型系统，形成重大水污染事件地下水污染快速预测预报技术。

三、基于ＧＰＳ、ＧＩＳ技术、典型水文地质剖面江水和地下水连通关系分析简易模型的研究范围

区划技术，以及突发水污染事件特征污染物全过程应急监测分析集成技术，兼顾时间连续性、空间

差异性的多源数据和暴露关联适用技术的地下水供水安全评价技术等成果，形成数据缺失区域水污

染事件地下水污染应急调查、监测与分析、安全评价集成技术体系，为解决重大突发性水污染事件

提供了应急处理模式。

四、自主研制针对突发性水污染事故地下水供水安全保障的多类高效适用技术、分散式饮用水

应急供水处理技术，是硝基苯污染处理技术在分散式供水领域研究的新进展。

该项成果通过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后，对消除松花江沿江两岸群众恐慌心理、稳定正常的生产

生活秩序和解决国际环境争端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显著的社会环境效益，为重大水污染事件的

应急处理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具有推广应用前景。

综上所述，该项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硝基苯污染应急综合处理方面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吉林大学、吉林省水文水资源局、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吉林建

筑工程学院

主 要 完 成 人：彭文启、周怀东、林学钰、王雨春、苏小四、毛战坡、张超英、尹　军、张　平、刘晓波、陆　瑾、

杜　霞、冯　健、高继军、韩有利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科技园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彭文启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８８５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８８０ 电子信箱：ｐｗｑ＠ｉｗｈｒ．ｃｏｍ



６　　　　

引江济太调水试验关键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引江济太调水试验关键技术研究紧紧围绕太湖流域水资源管理、水环境治理和水资源保护的问

题，以引江济太调水试验为基础，采用原型试验和数模结合、虚拟现实与信息集成等先进技术，创

建水量水质联合调度模型，构建太湖水动力富营养化生态模型、研制调水效果评估系统、开发三维

动态模拟系统、完善引江济太工程布局体系确立引江济太管理运行体系。该项研究成果对我国维护

河湖健康、流域生态调度、河湖水环境改善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际意义。

该项成果在理论上和应用上有以下创新和突破。

一、首次利用治太骨干工程进行流域原型试验和观测研究，从多角度提出了调水修复及改善太

湖及河网水环境的新理念，对抑制蓝藻暴发、改善水环境等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二、首次构建了太湖流域复杂河网地区分布式数值模型，实现了水量、水质同步联合调度及多

维在线耦合。建立了太湖流域可视化的三维地理环境，实现了引江济太三维动态模拟的快速可视化

和水量、水质动态仿真模拟。

三、首次建立了太湖流域非点源污染氮磷要素输移转化模型。依据流域特点，系统集成了堰闸

非线性算法、圩内圩外水量水质耦合方法、非充分掺混模式的断面浓度法等，提高了模拟精度和计

算速度。

四、将野外原型实测资料、室内实验和数值模拟相结合，对湖流、水位、悬浮物、总磷、总氮

等影响太湖藻类生长的主要因子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太湖生态结构的动态模型。

五、首次探索了调水对水体碱性磷酸酶活性的影响，研究了引江济太入湖水体未增加藻类可直接利

用磷的机理，为扩大引江济太能力、合理利用长江水资源、改善太湖流域水循环条件提供了科学依据。

六、首次提出了典型平原河网地区 “成本—水量分摊法”，为引江济太运行管理费用分摊和长

效运行新机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该项研究成果直接指导近几年的引江济太调水实践，发挥了科技引领作用，提升了流域水资源

调度和管理水平，为成功化解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流域连续干旱和２００３年黄浦江重大燃油污染事故提供

了科技支撑，特别在２００７年应对无锡供水危机的应急调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

环境和经济效益，并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综上所述，该项研究技术路线正确，成果先进实用，在理论上和应用上有多处创新，水利部组

织的专家委员会鉴定认为该项研究和开发成果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水量水质同步联合调度模

型、太湖生态结构动态模型构建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河海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叶建春、刘春生、孙继昌、吴浩云、朱跃龙、胡维平、戴　盨、林荷娟、翟淑华、董增川、廖文根、

王船海、盛根明、颜志俊、徐雪红等

单位地址：上海市纪念路４８０号 邮政编码：２００４３４

联 系 人：金　科 联系电话：０２１ ３５０５４９９９ １７１２

传 真：０２１ ６５４４９８５０ 电子信箱：ｊｉｎｋｅ＠ｔｂａ．ｇｏｖ．ｃｎ



一、水文水资源

７　　　　

水资源综合管理分析系统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４１９

获奖情况：

水资源综合管理分析系统主要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成果。

一、该项成果针对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实际需求，从奥地利ＥＳＳ引进了国际先进的水资源管理

分析软件 “ＷａｔｅｒＷａｒｅ”系统及相关设备，在长江流域的水资源管理、科学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应

用。引进的 “ＷａｔｅｒＷａｒｅ”系统以为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提供规划决策支持为主要目的，具有水文

过程模拟、水污染控制和水资源规划等多重功能，弥补了现有的水文水资源模型比较注重水文信息

的管理和分析，对于流域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则较少涉及流域综合管理从单一项目向多元化共管转

变。实际应用效果表明，使用方法简捷、计算结果可靠。

二、该项成果可帮助流域水资源管理，由过去各地区和各部门分头管理向流域统一管理过渡，

将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和保护等方面统一规划，从对水量、水质、水能的分别管

理，以及对水的供、用、排、回收再利用过程的多家管理转变为对水资源的统一配置、统一调度、

统一管理。实现由传统水利向可持续发展水利的转变，促进长江流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巨大

的社会效益。流域水资源的科学管理使水资源的分配更为合理，水资源过量开发利用，超出其承载

能力的可能性大大减小了。

三、水资源的科学管理保证了水质，使水生生物的生存空间质量得以保障，因此，水资源的科

学管理保证了生态平衡的良性循环，产生明显的生态效益。

四、该项成果的实施不仅可以优化未来流域水资源工程布局，减少重复建设，提高现有水利设

施的利益率，减少大量的工程建设和管理投资，而且可以加强流域重大水事预警和预报水平，逐渐

加大非工程措施在水资源管理中的作用。

五、该项成果可以向其他流域或本流域的其他地域进行推广，具有很大的示范和推广意义。

主要完成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主 要 完 成 人：陈　进、黄　薇、常福宣、丁　茜、董　茁、桑连海、程卫帅、刘　强、刘　丹、尹正杰、霍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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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防 洪 减 灾



二、防洪减灾

１１　　　

东北地区中小河流治理新模式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３ １０

获奖情况：２００７年度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

东北地区中小河流治理新模式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

一、该项成果分为东北地区山溪性河流治理模式、中小河流整治数值模拟及方案优化、小流域

综合治理关键技术集成库三个专题开展了研究，并在实际工程中得到应用。

二、该项成果运用水资源优化配置理论，结合北方河流的特点，通过洮儿河流域来水量、用水

量分析、洪水组成分析以及察尔森水库优化调度分析，为实现洪水资源化提供了技术支撑，在实现

东北地区流域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模式方面有所创新。

三、东北地区小流域综合治理关键技术集成库的内容包括了东北地区自然概况、水土保持综合

治理技术措施、水资源分配与治理、水资源污染治理、中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等各个方面。便于将

我国东北地区多年已形成的成熟技术推广。

四、该项成果运用并拓展了国内外 “多自然河流建设”的理念，从水资源利用、河流水动力条

件、河道形态设计、护岸形式选择、滩地利用、水质保护规划和水利文化建设等方面首次对东北地

区城市河流生态修复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东北地区城市河流综合治理的模式，成果具有实用性，并

有推广价值。同时，该项成果已应用到沈阳市蒲河、长河，长春市永春河的综合治理中，取得了较

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五、该项研究成果中开发的水库优化调度软件和一维、二维水动力数学模型，具有广泛的应用

前景，并已在松辽流域防汛指挥调度中得到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苑润保、陈晓霞、范宝山、王　影、徐小武、朱新华

单位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北安路２０５２号 邮政编码：１３００６１

联 系 人：陈晓霞 联系电话：０４３１ ８８５９３８６３，０４３１ ８８５９２６８７

传 真：０４３１ ８８５９７００８ 电子信箱：ｘｘｃｈｅｎ２００５＠１２６．ｃｏｍ



１２　　　

河口水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和水环境保护关键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３ ０３

获奖情况：

河口水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和水环境保护关键技术研究是采用现场调查、理论分析、数值计算

和物模试验等多种手段对我国典型河口水土资源开发情况和存在问题、流域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对

河口的影响、海域水沙条件变化对河口水环境的影响以及河口环境变异的预警系统等方面的内容开

展研究，开发出适用于河口水沙模拟的可视化软件系统和河口环境变异预警系统软件，并利用长江

口和瓯江口等大型潮汐物理模型进行各类专题试验研究。

该项成果共完成１篇总报告和９篇专题研究报告，成果名称分别为。

总报告：河口水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和水环境保护关键技术研究

专题一：我国主要河口的动力地貌分类

专题二：我国典型河口的水土资源调查

专题三：河口潮流、波浪、泥沙、盐度及河床变形综合模拟技术研究

专题四：河口水沙环境对边界响应模式的研究

专题五：河口环境变异预警系统研究

专题六：流域调水调沙对长江口水土资源环境影响的研究

专题七：海平面变化对珠江三角洲防洪排涝影响的研究

专题八：滩涂围垦对瓯江口滩槽演变趋势影响的研究

专题九：持续性断流对黄河口水沙平衡的影响分析

该项成果的主要创新点包括多目标、多手段、多观点研究的技术路线、河口流体可视化数值模

拟系统的研发、神经网络理论在河口环境预警系统的应用和海平面上升对河口防洪影响的预测成

果等。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辛文杰、马启南、王顺中、莫思平、罗小峰、韩玉芳、钱明霞、滕　玲、何　杰、陈　静、蒋星科、

卢素兰

单位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辛文杰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９３３５

传 真：０２５ ８５８２９３３３ 电子信箱：ｗｊｘｉｎ＠ｎｈｒｉ．ｃｎ



二、防洪减灾

１３　　　

黄河流域合理调水补偿机制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Ｃ２００５ ０８

获奖情况：

华北及黄河下游沿黄地区在水资源短缺时，实施黄河应急调水行动，对黄河流域上中游农业生

产、电站经济效益及沿途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本着公平负担、共同建设和谐流域的

原则，该项目分析应急调水给调水区带来的损失影响，以及受水地区由于调剂入境水量而获得的效

益，研究了黄河流域合理调水经济补偿机制。

该项成果主要内容包括探讨应急调水经济补偿机制的理论基础、建立应急调水损失与效益评价

计算仿真模型体系、合理确定应急调水损失补偿量、补偿标准与补偿程序，以及实施应急调水补偿

的相关问题与政策建议。

主要创新性有以下成果：

一、首次运用资源经济学的相关原理，阐述了实施应急调水经济补偿机制的理论基础，包括水

资源价值理论基础、水权水市场理论基础、应急调水的外部性理论基础等，为建立应急调水补偿机

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对其他调水工程的补偿机制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二、系统地建立了黄河流域应急调水损失与效益评价计算模型，包括应急调水引起的水电站发

电损失、灌区的农业生产损失等评价模型，以及调水带来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等评价模

型，确定了模型的相关技术参数，可为有关部门实施应急调水补偿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三、在分析不同补偿形式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应急调水补偿机制的制度框架及补偿程序。

四、结合所建立的应急调水损失与效益评价模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的应急调水损失与效

益评价计算的仿真模型，可为应急调水损失与效益评价、实施决策提供操作便捷、使用灵活的技术

平台。

该项研究成果可为黄河流域应急调水补偿理论、方法的研究和实施标准的制定提供科学支撑，

对黄河流域应急调水的决策、调度和管理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同时也可为其他调水工程的补偿机

制研究提供参考。该项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意义和良好的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黄河水利委员会财务局、西安理工大学

主 要 完 成 人：阮本清、夏明海、解建仓、张建华、王宏乾、张春玲、汪习文、孔　珂、许凤冉、杨惠杰、韩宇平、

王少波、朱志方、蒋任飞、孙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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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耘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５８５７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７２７７８ 电子信箱：ｈｅｙｕｎ＠ｉｗｈｒ．ｃｏｍ



１４　　　

太湖流域人类活动与水资源演变及其调控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４ ０３

获奖情况：

太湖流域人类活动与水资源演变及其调控技术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一、进一步探讨了水资源复合系统理论。界定了水资源定义和人类活动概念，提出了 “水资

源———社会与经济———生态与环境”复合系统概念。联系太湖流域实际，研究了太湖流域水资源复

合系统结构模式和运行机理。为研究太湖流域人类活动与水资源关系打下了基础。

二、研究太湖的形成过程和自然演变规律。阐述了１２０００年以来太湖流域形成与演变的自然背

景，研究了自然因素作用下太湖流域形成与演变的相关模式，系统分析了太湖流域形成与演变过程

中自然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主要表现为地质构造、气候变化、海平面变化和水系变迁等。

三、分析了人类活动对太湖影响，包括影响的历史、现状与特性，揭示了人类活动在现代太湖

流域水问题形成中的作用和主要因素。

四、定性和定量分析了太湖形成和演变过程中影响产水量演变的要素，利用产水量模型定量计

算和分析流域下垫面变化及变更对产水量的影响。

五、揭示了太湖流域用水量逐渐增长的历史过程，定性和定量分析了影响水资源用水量要素及

其演变趋势；构建了太湖流域水资源用水量系统动力学模型。

六、分析了太湖流域水污染现状，定量揭示了各种类型社会经济活动对太湖流域水污染的贡献

率，建立了太湖流域水质诊断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七、构建了太湖流域水资源复合系统调控模型。探讨了对太湖流域人类活动和水资源相互关系

实施调控的可行性、调控目标与调控途径，建立了包括产水模型、用水模型和水质模型相互耦合的

调控系统动力学模型。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孙金华、颜志俊、倪深海、王会容、戴　星

单位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颜志俊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５１８

传 真：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５５５ 电子信箱：ｚｊｙａｎ＠ｎｈｒｉ．ｃｎ



二、防洪减灾

１５　　　

长江流域水资源安全战略研究

任务来源：科技部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３ＤＧＱ３Ｂ１８８

获奖情况：

长江流域水资源安全战略研究是根据国内外水资源研究的进展，提出流域水资源安全的概念，

分析流域水资源安全的影响因素，结合长江流域的具体特点，分析了影响长江流域水资源安全主要

问题，提出广义流域水资源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在分析长江流域水资源安全状况和水

平的基础上，从战略角度提出长江流域未来水资源安全的对策，包括保障水资源安全的工程体系、

以３Ｓ和信息技术为主的技术体系和以法律和管理为主的制度保障体系。其主要创新点包括：

一、建立了流域水资源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

二、提出了流域水资源安全的评价标准和方法。

三、从水资源安全制度、技术措施、管理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新时期长江流域水资源安全保障

体系。

该项研究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针对流域水安全特点，较为系统的阐述了流域水资源安全的理

论、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以及保障体系，为水资源安全评价理论的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长江流域内面临着诸多水资源安全隐患，如饮水安全、粮食安全、用水安全、生态环境安

全，以及水资源自身的可持续利用，水生态和水环境可恢复性，水资源对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支撑和保障等问题。因此，流域水资源安全战略研究是对诸多水安全问题系统性分析并提出保障水

资源安全的必备条件，其经济和社会效益是极其深远的。

该项研究应用水资源安全评价的核心指标对贵州、湖北、上海三省市 （即长江上、中、下游典

型省市）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较为理想，推广前景广阔。

主要完成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主 要 完 成 人：陈　进、黄　薇、刘　强、桑连海、丁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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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面向水安全的节水型社会建设模式研究与实践

任务来源：科技部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３ＤＧＱ３Ｂ１８７

获奖情况：

面向水安全的节水型社会建设模式研究与实践项目主要取得了以下创新成果。

一、主要成果

（一）介绍分析我国水资源概况、问题和未来需求。

（二）对我国节水和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状况进行了总结。

（三）在对节水和节水型社会科学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社会学的节水型社会建

设理论纲要。

（四）提出了包括评价技术、配置技术、调度与管理技术、节水技术和经济分析技术在内的关

键支撑技术体系框架。

（五）提出了我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内容、模式以及分区建设重点。

（六）分别以宁夏和天津为例，开展了传统农业经济区和现代工业经济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实

践探索。

（七）提出了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和保障措施。

二、创新性

（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深刻挖掘了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科学内涵，提出了节水型社

会的基本特征。

（二）提出了基于社会学的节水型社会建设理论纲要，并初步建立了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关键支

撑技术框架。

（三）首次总结出以三大体系建设为中心的节水型社会建设初期模式，针对不同分区提出节水

型社会建设重点。

三、理论 （学术）价值

该项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已有相关理论研究差的缺点系统性，基于社会学、经济学和

水资源学等综合视角剖析了节水型社会建设基础理论，建立了节水型社会建设技术体系框架，具有

一定的理论价值，将在节水型社会建设实践中，为社会带来直接经济效益和节水效益，具有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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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华、王　浩、秦大庸、陈　明、李海红、胡晓寒、齐兵强、刘永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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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华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５６０９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４８３３６７ 电子信箱：ｗｊｈ＠ｉｗｈｒ．ｃｏｍ



二、防洪减灾

１７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标准体系研究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３ＤＩＡ７Ｊ０４２　２００４ＤＥＡ７０９２０

获奖情况：２００８年度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标准体系研究是以规范人类水资源活动、建立国家统一和科学合理的水

资源技术标准体系为研究目标，该研究提出了既具有国家层面水资源技术标准总体发展规划，又对

现行水资源技术标准的修订工作具有明确实施方案建议的水资源技术标准体系，多项创新成果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一、广泛收集了大量的国内外水资源领域相关技术标准、法律法规等基础资料，首次创建了水

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标准数据库。

二、研究提出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标准体系研究思路与技术方法，包括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技术标准体系功能与任务、体系框架分类原则、技术方法等。

三、系统分析了我国水资源技术标准现状、与国外相关标准进行了对比分析，首次提出了我国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标准体系框架和发展方案。

四、对水文测验测报、水环境监测、水资源保护、水资源配置、农业节水、水污染防治、防洪

抗旱、水工程和水土保持等重点领域提出了技术标准发展规划、近期标准优先发展计划及其标准编

制技术要点建议。

五、对重要技术标准的关键技术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水资源安全评价量化指标、洪水风险图编

制方法、水工程生态环境保护准则、我国水文标准与ＩＳＯ国际标准接轨方案和江河流域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指南等。在研究成果基础上，编制发布了水利行业标准 《流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规范》

（ＳＬ４５—２００６），完成了 “洪水风险图编制指南”建议文本。

六、从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统筹规划与协调管理、标准关键技术研究与科研协发展、标准国

际化发展策略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我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标准体系发展保障对策建议。

该项研究成果部分已应用于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１４个部门颁发实施的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技术标准发展规划”、水利技术标准体系修订方案、水利技术标准修订工作。

该研究成果，社会经济效益巨大，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对加速我国水资源技术标准体系发展可起

到开拓性的推动作用。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南京水利科学研究

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

主 要 完 成 人：刘之平、陈明忠、刘咏峰、李锦秀、马　静、王雨春、李　娜、高本虎、何定恩、秦福兴、陈法扬、

邓湘汉、荣生帮、于爱华等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１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李锦秀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５３０３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４１２５９８ 电子信箱：ｌｉｊｘ＠ｉｗｈｒ．ｃｏｍ



１８　　　

水资源保护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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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Ｇ０５２２

获奖情况：

水资源保护信息系统具有水质综合信息、重要水源地、省界断面、入河排污口、水功能区和专

题信息等模块，实现了水资源保护信息的模块化、标准化、现代化。系统的推广应用，初步实现了

水资源信息的自动收集、存储、分析，并对水质监测业务管理起到了辅助决策作用，基本实现了水

资源保护工作的现代化。该系统的建成运行，实现了海河水利委员会对海河流域重要水源地、省界

监测断面、入河排污口、水功能区等流域水质综合信息的动态跟踪、实时发布和信息共享，实现了

海河水利委员会在水资源保护方面的网络化办公，使海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和监督管理水平得到明显

提高，为全面推动流域水资源保护工作的现代化管理奠定了良好基础。

该系统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一年节约的人工费、印刷费、邮递费、通信费及其他费用约６７．８

万元，如果推广应用到流域其他省级或地 （市）水资源保护和管理中，直接效益更加可观。间接经

济效益及社会效益也很显著，一是节省下来的人力资源可以参加其他方面的工作，创造更多的经济

效益；二是因为水资源保护信息的及时收集、分析和评价，提高了水资源保护管理效率，减少了因

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另外，系统地具有明显的环境生态效益，它的推广应用提高了水资源保护信息

的传递速度，实现了信息共享，有利于水资源保护信息的及时收集、查询、检索与发布以及突发水

污染事故的及时发现与处理。三是系统的建设，使得海河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信息管理和信息服

务标准化，对水质监测业务管理起到辅助决策作用，对水资源保护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系统的成功开发和推广使用对其他流域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水资源保护信息系统的建设具有一

定的借鉴意义，推广前景良好。

主要完成单位：海河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主 要 完 成 人：户作亮、张胜红、刘德文、车洪军、石　维、侯思琰、王立明、柳　林、窦国峰、刘　军、孙长庚、

徐和龙、赵春芬

单位地址：天津市河东区龙潭路１５号 邮政编码：３００１７０

联 系 人：石　维 联系电话：０２２ ２４１０３５１６

传 真：０２２ ２４１０３５１６ 电子信箱：ｓｈｉｗｅｉ＠ｈｗｃｃ．ｇｏｖ．ｃｎ



三、农 田 水 利



三、农田水利

２１　　　

淮河流域洪泽湖以上洪水预报与行蓄洪区
调度系统研究与开发

任务来源：计划外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淮河历来是我国洪水预报难度最大的河流，在理论和经验处理上都存在较大难度。该成果技术

方法先进，为淮河洪水预报、行蓄洪区调度以及洪水模拟分析提供了支持，其主要创新点如下：

一、在洪水预报方面实现了水文学和水力学模型的耦合。提出不等分河段马斯京根法，解决了

传统等分河段演算法带来的局限性；基于有限体积法的河网模型及改善的数值算法有效解决了淮河

洪水干支流交互影响、河道地形变化显著对洪水模拟造成的困难。

二、采用遥感和ＧＩＳ技术提取模型参数，构建了数据层、模型层和应用层的系统总体结构，实

现了模型与系统数据、率定和实时预报的有效集成。

三、建立了综合集成的淮河流域洪泽湖以上洪水预报及行蓄洪区调度系统，提高了预报精度。

该成果已经在淮河洪水预报工作中得到实际应用，为淮河防汛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取

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我国其他河流建立完善的洪水预报和调度系统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综上所述，该项成果基本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复杂河流洪水预报方面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安徽省水文局

主 要 完 成 人：李纪人、罗泽旺、张建立、禹雪中、钱名开、徐时进、韩从尚、彭期冬、李小涛、骆辉煌、薛仓生、

方　泓、杜久芳、陈红雨、付俊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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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立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５４０５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７１４２３６ 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ｊｌ＠ｉｗｈｒ．ｃｏｍ



２２　　　

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关键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计划外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２００７年度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关键技术研究提出了全国山洪灾害临界雨量分析计算方法，全国山洪灾害防

治降雨区划、地形地质区划、经济社会区划、综合区划研究，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区水文气象站网布

设，全国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设计方案，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制，山洪灾害防治效益分析计算方

法等，解决了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中的关键技术问题。

该项成果开创性地进行了山洪灾害防治关键技术研究，成果的主要创新性如下：

一、全面提出了山洪灾害临界雨量计算分析方法和有关的成果，并成功地应用于山洪灾害防治

区划和山洪灾害防治的实践。

二、提出了山洪灾害防治降雨、地形地质、经济社会和综合区划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山洪灾

害防治类型区的划分，编制了全国山洪灾害防治系列图件，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山洪灾害防治区划。

三、完整提出了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区的水文气象站网布设密度标准。

四、建立了全国不同区域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的基本模式，提出了系统的设计要求；统一了

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的编制内容。

五、建立了山洪灾害防治效益评估指标体系，提出了山洪灾害防治的效益分析和经济评价方

法，并成功地应用于典型地区山洪灾害防治的实践。

该项成果指导了全国及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山洪灾害防治规划编制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山洪

灾害防治试点工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

综上所述，该项成果基本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山洪灾害防治区划的综合研究方面达到了国际

领先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

主 要 完 成 人：马建华、邱瑞田、仲志余、黄建和、胡维忠、张平仓、石　林、张明波、陈桂亚、尚全民、王井泉、

陈肃利、郭铁女、叶秋萍、巴亚东

单位地址：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１８６３号 邮政编码：４３００１０

联 系 人：胡维忠 联系电话：０２７ ８２８２９４２０

传 真：０２７ ８２８２０３２２ 电子信箱：Ｈｕｗｅｉｚｈｏｎｇ１３３＠ｓｏｈｕ．ｃｏｍ



三、农田水利

２３　　　

堤坝管涌快速抢护的滤垫技术示范与推广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４２０

获奖情况：

我国现有堤防２５万ｋｍ，其中主要堤防６．５７万ｋｍ，由于堤防的防洪标准低，堤基和堤身填筑质

量差、堤后坑塘多以及堤脚未加保护等原因，致使遭遇洪水时经常发生管涌。此外我国有水库８万多

座，在汛期也常有管涌险情发生。该项成果针对堤坝管涌破坏机理所研制的滤垫，由上、中、下三层

构成。上层为保护层 （土工席垫），中层为滤层 （特制土工织物），下层为减压层 （土工席垫），它不仅

能透水保砂，消刹水势，而且结构合理，使用简便，经济实用，是抢护管涌的创新技术。目前，该产

品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专利名称：抗洪抢护管涌的方法及其设备；专利号：ＺＬ０１１３４０３４．７）。

一、项目主要完成内容和取得的成果：

（一）研制和改进土工席垫生产设备，土工席垫的生产力由改进前的６０ｍ２／ｈ提高到１４０ｍ２／ｈ，

从而提高防汛土工滤垫的生产能力，满足防汛需要。

（二）编写和印刷防汛土工滤垫宣传材料，进行产品推广。①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参加了国家防汛抗

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在武汉市主办的 “全国防汛抢险新技术新材料应用推广及培训现场演示会”，在

现场对防汛土工滤垫产品的使用技术和方法进行了演示和讲解，并对参会人员进行技术专题培训；

②２００５年４月，在四川省成都市参加由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和水利部科技推广中心合办的

２００５年度全国防汛抗旱新产品新技术推广会，对防汛土工滤垫产品进行了展示和推广，收到预期效

果；③２００５年６月，在沈阳参加辽宁省防汛抗旱新产品和新技术推广及培训会，并在广东、吉林、

辽宁等省宣传和推广该产品。

（三）编写防汛土工滤垫产品的培训教材和使用手册。

（四）２００５年参加江苏省军地联合抗洪抢险演练和示范；２００６年参加江苏省防汛抢险演练。

（五）进行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目前已向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安徽省防汛抗旱办公

室等单位供应防汛土工滤垫产品，产值达到２００万元以上。

二、社会经济效益及应用前景：

防汛土工滤垫作为一种全新的抢护堤坝管涌破坏的新材料和新技术，已列为国家防汛抢险储备

物资，已被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江苏省防汛抗旱办公室、湖南省防汛抗旱办公室、安徽

省防汛抗旱办公室、广东省肇庆市防汛抗旱办公室等单位采购，其推广应用和市场前景广阔，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鄢　俊、黄国情、陶同康、丁绿芳、施凯华、陈　平、孙元元

单位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鄢俊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２４２

传 真：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２２２ 电子信箱：ｊｙａｎ＠ｎｈｒｉ．ｃｎ



２４　　　

防洪减灾与洪水风险管理模型系统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３１６

获奖情况：

防洪减灾与洪水风险管理模型系统是引进了英国 Ｗａｌｌｉｎｇｆｏｒｄ公司的 Ｗａｌｌｉｎｇｆｏｒｄ软件系列，主

要包括分布式实时流域防洪及水资源管理系统模型平台 （ＦｌｏｏｄＷｏｒｋｓ）、流域河网水文水动力模型

软件包 （ＩｎｆｏＷｏｒｋｓＲＳ）、城市排涝系统模型软件包 （ＩｎｆｏＷｏｒｋｓＣＳ）、软件前后处理模块 （Ｉｎ

ｆｏＷｏｒｋｓＶｉｅｗ）等四大模块，用于河网和城市排水系统水动力学模拟以及流域防汛调度实时预报和

决策支持。该项目在学习和掌握引进软件的功能特点和使用方法的基础上，将ＩｎｆｏＷｏｒｋｓＲＳ在浙

江省东苕溪流域防洪实时决策支持系统进行推广应用，实现防洪调度决策方案仿真模拟功能，取得

了良好的应用效果。引进的 Ｗａｌｌｉｎｇｆｏｒｄ模型系统，功能强大，界面友好，在我国流域和城市防洪

规划、洪水预报、洪水风险分析，以及洪水管理等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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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晓陶、丁留谦、苑希民、张红萍、胡昌伟、万洪涛、刘　舒、刘媛媛、陆吉康、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Ｔ、

Ｚｈａｎｇ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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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希民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７９４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３６９２７ 电子信箱：ｙｕａｎｘｍ＠ｉｗｈｒ．ｃｏｍ



三、农田水利

２５　　　

洪水资源安全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３２３

获奖情况：

洪水资源安全利用关键技术研究所取得的创新性成果主要包括：

一、对我国北方地区若干水库控制流域暴雨洪水时程变化特性的分析，表明暴雨洪水发生的时

程分布呈现出非常典型的单峰特征，在整个汛期中存在一个明显的主汛期，水库完全具备分期调度

运用的条件。

二、提出了综合考虑暴雨洪水时程分布统计特性与气候成因分析的汛期分期划分方法，以及和

依据旬平均降水量的相对系数定量确定汛期起止时间的计算方法。

三、提出了分期条件下的水库防洪标准等价表达方式以及各分期设计洪水标准及其相应分期汛

限水位的确定方法。

四、通过对北方地区热带气旋时空分布及其所形成洪水的水文特征分析，指出热带气旋暴雨所

形成的洪水量级很高，是水库防洪安全的关键性影响因素。

该研究成果增进了对我国北方地区暴雨洪水时程变化规律的认识，为我国北方地区水库汛期分

期调度运用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明确了分期设计洪水与水库防洪标准之间的定量关系，为汛期

各分期设计洪水标准和汛限水位的确定提供了技术手段。这对提高我国北方地区水库调控洪水资源

的能力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指导作用。

面对我国北方地区日趋严峻的水资源供求关系，从综合考虑缺水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与

适度承担防洪风险的角度出发，改善水库汛期调度运用方式，进一步提高对汛期洪水资源的利用程

度是十分必要的。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邹　鹰、沈国昌、王银堂、郭　方

单位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邹　鹰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５１７

传 真：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５５５ 电子信箱：ｙｚｏｕ＠ｎｈｒｉ．ｃｎ



２６　　　

基于陆气耦合的降水和洪水预报技术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３１７

获奖情况：

基于陆气耦合的降水和洪水预报技术是从加拿大 ＭｃＧｉｌｌ大学引进的一项先进的降水预测及其

在水文预报中的应用技术，核心技术包括区域高分辨率中尺度可压大气模式 （ＭＣ２）、ＣＬＡＳＳ陆面

过程模型、ＧＵＨ汇流模型以及大气模式和陆面模型的耦合技术，其中 ＭＣ２物理概念明确，技术手

段先进，计算效率高、精度好，是目前国际上该领域最先进的三维天气数值模拟系统之一。

该项成果根据中国计算机系统实际数值运算能力，对引进的技术进行了移植，实现了在微机环

境的运行，成功地将该模式移植到中国。利用现有的网络信息交换速度，对引进技术进行了改造和

完善，实现了引进的大气模式初始场和预报场驱动数据的免费获取和模型的自动化运行。技术上改

进了耦合方案，实现了ＭＣ２与分布式水文模型的耦合，在淮河流域实现了满足洪水预报要求的４８ｈ

定量降水预报；对引进的陆面模式进行了改进，在模型中采用田间持水量阈值控制，提高了产流计

算精度；同时开发了ＧＵＨ地貌参数自动提取技术，分布式网格汇流方法和耦合模型系统可视化平

台，提高了系统的实用性。该项成果于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７年汛期在淮河流域实时洪水预报中得到应

用，在预见期和预报精度两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水利信息中心、河海大学

主 要 完 成 人：张建云、陆桂华、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ｉｎ、ＬｅｉＷｅｎ、杨　扬、戚建国、何　海、吴志勇、徐　健、王　琳、胡

健伟、张续军、金君良、闫桂霞、赵　芬

单位地址：江苏省南京市西康路１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９８

联 系 人：何　海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３７８７４８１

传 真：０２５ ８３７８７４８１ 电子信箱：Ｈｅｈａｉ＿ｈｈｕ＠ｈｈｕ．ｅｄｕ．ｃｎ



三、农田水利

２７　　　

宁波市甬江流域洪水模拟数学模型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Ｃ２００７ ０１

获奖情况：

宁波市甬江流域洪水模拟数学模型是根据甬江流域山区半山区及感潮河网等特征，基于数据库

和模型库系统，建立一套洪水模拟数学模型。该模型包含了设计洪水计算模型、水库洪水预报调度

模型、感潮区域平原河网水动力模型等，将产汇流理论与水动力学方法相结合，研制了大型复杂感

潮河网地区的洪水模拟模型，能够对不同工况及洪潮组合方案进行必要的模拟分析和评价。

该项成果建立了甬江流域水文及水利工程数据库和洪水模拟数学模型，并完成了模型调试，运

用该模型分析评估了甬江流域现状及规划工况下的防洪排涝能力，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及措施。宁波

市甬江流域洪水模拟数学模型的建立不仅为甬江流域的防洪评估、防洪规划，评价已建骨干水利工

程效率、规划水利工程建设顺序提供技术支撑，同时为甬江流域防洪决策支持系统的开发奠定了理

论和技术基础，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宁波市甬江流域洪水模拟数学模型是在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

指导下，根据新的下垫面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建立的流域洪水模拟模型具有创新性。

主要完成单位：宁波市水利水电规划设计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严文武、金德钢、邹长国、陈孟荣、余丽华、王　鲜、何宝安、杨　辉、俞红军、郑振浩、胥　昕、

顾巍巍、曾贤敏等

单位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勤州区四明西路６９９号 邮政编码：３１５１９２

联 系 人：胥　昕 联系电话：０５７４ ８７３６５９７１

传 真：０５７４ ８７３６５９７１ 电子信箱：ｙｕｌｉｃｏ＿ｎｂ＠１６３．ｃｏｍ



２８　　　

小型水库除险决策系统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３ １７

获奖情况：

小型水库除险决策系统研究在对我国小型水库安全与管理现状调研工作的基础上，针对病险水

库数量多、风险大，基本上无设计、施工、监测和运行管理等资料，以及管理水平低、经济困难等

特点，系统开展了关键技术的研究，取得了如下创新研究成果：

一、系统总结与分析小型水库安全与管理现状，提出了改善安全状况的对策。

二、研究并提出了适用于小型水库病险诊断技术和简化风险分析方法。

三、构建了溃坝后果综合评价函数，提出了基于风险指数的群坝除险排序方法；引入破坏模式

影响及危害性分析法 （ＦＭＥＣＡ），对单座水库大坝风险要素进行排序。

四、基于风险管理理念，提出了工程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综合优化除险方法。

该项研究成果已在河南省安阳市的１０座小型水库上进行了试点应用，取得了良好效果。

该项研究成果对于我国小型水库大坝安全管理以及相关法规与标准的制定，在确保大坝安全的

前提下，兼顾小型水库的防洪、灌溉、发电、供水以及生态环境等综合效益的发挥，具有指导意

义，成果推广应用前景广阔，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盛金保、李　雷、王昭升、王仁钟、彭雪辉、蒋金平、冯靖宇、张士辰

单位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盛金保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１８９

传 真：０２５ ８３７１４６４４ 电子信箱：ｊｂｓｈｅｎｇ＠ｎｈｒｉ．ｃｎ



三、农田水利

２９　　　

旱 情 监 测 预 测 系 统

任务来源：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

计划编号：０４ＥＦＮ２１６８００３５２

获奖情况：

旱情监测预测系统将遥感信息、水文气象实测和预测资料与地理信息系统和水文模型相结合，

采用多种方法估算各类干旱指数，形成自动化、标准化的实时旱情监测预测和分析统计业务流程，

建立了人机交互旱情实时监测预测业务系统，并实现常年连续运转，以图、表和统计数据的形式逐

日输出全国大范围气象、水文、遥感等多方面反映旱情实况和未来５天发展变化的信息，为抗旱和

水资源管理提供科学有效的信息服务。

该项成果以开发完成的 “全国干旱区划图”和 “全国土壤田间持水量分布图”为基础，结合遥

感资料、水文气象实测资料，全面考虑了水文气象、土壤墒情、农作物需水等综合因素，将多源数

据融合，运用地理信息空间分析、分布式水文模型等方法，对大范围的旱情进行动态监测预测，成

功地建立了旱情监测预测系统，并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黄河水利委员会、山西省、重

庆市等部门和地区投入生产应用。

系统实现了连续自动运行，能够逐日提供多种实时气象、水文、遥感旱情监测预测成果，通过

水利部广域网向各级用户发布，为抗旱和水资源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近两年的实际运行表明，系

统技术先进、性能稳定。

系统实现了大范围旱情监测预测，在干旱灾害防治和水资源高效利用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应用前景广阔。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水文局、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河海大学水问题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山

西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主 要 完 成 人：张建云、杨　扬、陆桂华、吴炳方、戚建国、周国良、王　玲、刘九夫、陈晓燕、何　海、孙　明、

曹建业、闫娜娜、郑　文等

单位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二条２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３

联 系 人：杨　扬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２４１０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２４０７ 电子信箱：ｙａｎｇｙ＠ｍｗｒ．ｇｏｖ．ｃｎ



３０　　　

土地资源减灾防护新技术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０４ＥＦＮ２１６８００３４４

获奖情况：

土地资源减灾防护新技术是将抛石压重软体排技术的已有实践成果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软体排

设计和施工的方法和步骤，为软体排的设计和施工提供了通用的技术手册。在总结已有的岸滩土地

崩塌防护新技术的基础上，对软体排的结构和施工工艺进行改进，设计了退放铺排新工艺，包括铺

排作业成套设备和施工方法等，同时设计并采用了梯形排和 “Ｔ”形锚桩组合系排结构，并结合珠

海磨刀门水道灯笼东三、东五险段的整治进行了试验工程建设和推广应用。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改

进并完善了软体排技术和施工工艺，进一步提高了该项新技术的施工质量和技术适应性，降低了工

程造价。

该项目在如下几方面取得了先进实用的技术转化成果：

一、系统总结和归纳了崩岸治理技术，对软体排的结构进行了改进，设计了退放铺排新工艺，

包括铺排作业成套设备和施工方法等。

二、通过项目实施，改进并完善了软体排技术和施工工艺，进一步提高了施工质量和技术适应

性，降低了工程造价。获准了 “组合退放铺排船”、“梯形充沙管袋软体排”、“河口软体排护岸工程

的系排组合锚固结构”三项实用新型专利。

三、项目编写了技术手册，其部分内容已纳入水利部正在修订的 《堤防工程施工规范》

（ＳＬ２６０），为该项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应用创造了条件。

该项技术的转化与推广不仅可提高国土资源保护的技术水平，而且可以降低开山采石对生态环

境的破坏，护滩保土效果明显，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显著，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丁留谦、黄永健、孙东亚、赵进勇、何秉顺、解家毕、刘昌军、姚秋玲、王延贵、徐永年、倪福生、

陈菊兴、刘　旭、丁一新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科技园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丁留谦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５９５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３６９２７ 电子信箱：ｄｉｎｇｌｑ＠ｉｗｈｒ．ｃｏｍ



三、农田水利

３１　　　

北方农业节水理论与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５１６

获奖情况：

北方农业节水理论与技术研究取得以下创新成果。

一、首次进行了辽宁省农业节水对水资源承载能力及可持续利用影响的研究，并从水资源评价

和农业水资源平衡分析角度，系统地对农业灌溉耗水量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农业节水的最大潜力，

为发展区域节水型农业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以流域尺度为单元，系统地对辽河干流、浑河、太子河流域进行了连续年农业灌溉期水平

衡测试及分析研究，涉及三大河流、７座大型水库、４５０万亩水田，建立的水量水质综合评价模型

和农业供水模型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

三、通过室内外试验，首次提出了节点渗灌土壤水分运移模型和水稻节水高产土壤水分能量调

控标准；丰富发展了水稻动态水分生产函数、水稻水位生产函数、水稻根系吸水模型；系统测算了

辽宁省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发明的节点渗灌管填补了国内外空白。

四、基于多年理论和实践探索，对工程节水、农艺节水、管理节水和水资源优化利用进行了有

机集成，构建了北方农业节水理论框架，提出了相应的农业节水集成模式，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

综上所述，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本研究成果总体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辽宁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沈阳农业大学

主 要 完 成 人：王殿武、薛雪娟、迟道才、王　才、张玉龙、李　里、彭贺志、代影君、李明宇、张广涛、周永德、

李忠心、孟维忠、栾天新、李　松

单位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十四纬路３号 邮政编码：１１０００３

联 系 人：代影君 联系电话：０２４ ６２１８１８２９

传 真：０２４ ６２１８１８１９ 电子信箱：６２１８１８２９＠１６３．ｃｏｍ



３２　　　

多指标综合决策的精量控制灌溉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多指标综合决策的精量控制灌溉技术研究的目标是开发以作物需水信号诊断为基础、综合考虑

气象和土壤等环境因子的作物精量灌溉控制系统。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一、作物缺水诊断指标及灌溉控制指标体系。

二、智能化的灌溉预报与决策系统。

三、自动化作物水分信息采集与精量灌溉控制技术。

该项成果经过近３年的实施，开展了田间试验研究和软件开发与集成。完成了智能化灌溉预报

与决策支持软件的研制，获得了国家软件著作权登记；研制了田间自动灌溉控制系统，为软件的实

际应用和灌溉控制指标的确定开展了田间试验，并对田间试验验证效果进行了分析。在国内核心期

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４篇，课题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各１名。全面完成了项目合同规定的研

究任务和考核指标。

该项目主要研究成果：

一、提出了华北地区３种主要作物的缺水诊断指标及灌溉控制指标体系。

二、提出了基于天气预报信息的作物需水量实时预报模型。

三、开发了基于多指标综合决策的智能化灌溉预报与决策支持软件。

四、研制了自动化作物水分信息采集与精量灌溉控制系统。

该项目的主要创新点：

一、以作物需水信息诊断为基础，综合考虑土壤和气象等环境因子的影响，在对各种影响因子

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控制灌溉，建立了具有较高精度的智能化精量灌溉决策模型 （ＩＰＩＣ）。

二、采用模糊逻辑和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处理灌溉决策中的复杂和非线性问题，克服了常规确定

性模型通用性差的缺陷。

三、利用网络技术实现灌溉的远距离实时监控，提高了灌溉的自动化程度。

该项研究成果的潜在用户是实行规模化种植的农场和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灌区。应用本课题的研

究成果不仅可以保证灌溉的适时适量，提高灌溉水利用率；还可以减少化肥流失，控制面源污染，

大幅度提高我国的灌溉管理水平。随着我国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和农村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许多

企业将农业开发作为投资热点，我国农业的工业化和规模化生产正迅速发展，课题的研究成果将有

很好的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龚时宏、刘　钰、蔡甲冰、史宝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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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钰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６６５３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４５１１６９ 电子信箱：ｌｉｕｙｕ＠ｉｗｈｒ．ｃｏｍ



三、农田水利

３３　　　

风 能 提 水 灌 溉 技 术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０４ＥＦＮ２１６８００３５６

获奖情况：

风能提水灌溉技术是对已有的高效风力机与宽高效区水泵技术成果进行了优化匹配和集成，改

进了叶片的制造工艺，在水泵控制系统应用了微电子技术，提高了系统的自动化程度，扩大了产品

适用范围。在本次风力提水系统的转化地———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已形成一个我国风力提

水的科技中心，并建成一个现代化高科技风力提水设备生产企业。提供的４种规格样机能满足人畜

供水、农田灌溉排水、牧场供水等需求，性能指标较以前有显著的提高 （如系统效率从２０％～３０％

提高到３０％～６０％）。单位千瓦造价降低了４０％。主机寿命提高３０％，可靠度也有显著提高。

通过本次转化中试，４个品种的样机已在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形成一定规模的生产能力，

开发出的一批适用的工装，将现在的手工生产上升到半自动化、模具生产，使产品质量处在一个稳

定的水平。并在转化结束时形成了年生产能力１５００台 （套）的规模。

在转化期间，在内蒙古、吉林、宁夏等地销售安装了２２０台 （套），转化产值１２０万元，获净

利２０万元，纳税８万元，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我国的 “三北”及青藏高原占国土面积６０％以上，这些地区因交通不便，常规能源缺少和灌溉

电网架设不便等原因，使许多人的饮水问题得不到解决，２／３的土地得不到灌溉，而这些地区有着

丰富的风能资源，在这些地区采用风力提水技术进行提水灌溉，大力发展立体生态农牧业，建立立

体生态防护体系，为农牧业生产和生态建设提供必要的保障，是促进这些地区农牧业经济发展的一

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明显的社会效益。

该项成果是将风能提水技术应用于我国西部地区的农田和人工草场的灌溉，以及解决人畜饮

水、草原生态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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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忠、包小庆、查　咏、程荣香、刘惠敏、刘　伟、刘文兵

单位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大学东路１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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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　　　

高效滴灌施肥装置与技术示范应用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０４ＥＦＮ２１６８００３４８

获奖情况：

针对我国滴灌施肥灌溉技术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要求，对国内常用压差式施肥罐、文丘里施肥

器、比例施肥泵等滴灌施肥装置的水力性能系统测试和分析，研发出新型施肥装置，经过田间试

验，研究了棉花和蔬菜的水肥高效利用技术，并进行了示范应用，主要创新之处在于：

一、通过对压差式施肥罐性能的系统全面测试，建立了肥料溶液浓度随时间变化的通用经验模

型，提出了施肥结束时间与施肥罐结构参数及系统运行参数的关系，为微灌施肥灌溉系统运行管理

提供了依据。

二、在对不同文丘里施肥器性能测试的基础上，明确了国产文丘里施肥器存在的问题及其与国

外先进产品的差距。基于计算流体力学方法，提出了不同规格文丘里施肥器的优化结构参数，并研

制出性能良好的文丘里施肥器。

三、对压差式施肥罐、文丘里施肥器和比例施肥泵与不同灌水器组合情况下的施肥均匀性进行

了田间试验，定量评价了灌水器制造偏差对微灌系统灌水及施肥均匀性的影响，建立了施肥量变差

系数与灌水量变差系数的定量关系，提出了在微灌系统设计与运行中应考虑施肥装置类型与性能影

响的建议。

该项成果在田间试验示范的基础上，提出了棉花膜下滴灌和日光温室番茄水肥高效利用模式，

在河北、北京等地示范应用１７９００亩，与地面灌溉相比，棉花膜下滴灌节水５０％，增产２７．５％，

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并初步完成了微灌施肥灌溉操作规程的编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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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久生、高本虎、龚时宏、栗岩峰、孟一斌、饶敏杰、王　迪、徐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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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久生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６５４５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４５１１６９ 电子信箱：ｌｉｊｓ＠ｉｗｈｒ．ｃｏｍ



三、农田水利

３５　　　

灌溉用犆犢犎系列喷头的中试转化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０４ＥＦＮ２１６８００３４５

获奖情况：

灌溉用ＣＹＨ系列喷头的中试转化通过室内测试和田间生产考核，对灌溉用喷头结构进行了进

一步的改进，绘制了标准化的设计图纸；在保证使用的前提下，以控制成本为目标，确定喷头零部

件的材质；制定了喷头零部件的生产工艺流程；根据生产需要对企业的生产和办公用房进行了改、

扩建，购买了相关的生产设备，建立了年产５万只喷头生产能力的生产线和原材料保障系统；改造

了喷头室内检测设施，对喷头的各项性能参数进行了认真的测试；建立了田间生产考核示范区，对

喷头进行了应用考核，为保证喷头质量和进一步开发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

销售体系。通过该项成果的实施也促进了生产企业相关产品质量的提高，带动了相关产品的开发和

销售，完善了企业的规范化管理。

喷头的主要技术指标：

一、喷头的各项参数经检测全部符合标准ＪＢ／Ｔ７８６７—１９９７ 《旋转式喷头》；换向机构工作的稳

定可靠性得到了根本性的提高，顺利通过了２０００ｈ的耐久性试验。

二、在喷嘴前端增加了散水针，实现了喷洒距离、雾化程度、水量分布可调，增强了喷头的适

应性。

三、可实现全圆喷洒，能有效替代全圆喷头，做到用途多样化。

四、喷头喷体选用锌铝合金压铸、表面烤漆处理，换向机构选用聚甲醛压铸成型，产品造型美

观，克服了国产喷头外观差的问题。

五、喷头通过田间生产实际应用，具有良好的整体稳定性。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农田灌溉研究所

主 要 完 成 人：郭志新、黄修桥、王海周、李金山、范永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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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９３３０８ 电子信箱：ｚｊｚｘ＠ｆｉｒｉ．ｏｒｇ．ｃｎ



３６　　　

明暗组合农田排水及暗管外包料成套技术示范应用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０４ＥＦＮ２１６８００３５０

获奖情况：

明暗组合农田排水及暗管外包料成套技术示范应用主要取得以下创新成果。

一、创新性及成果：

（一）采用优选的Ｂ ６８型无纺ＰＰ人工合成滤料作为暗管外包料，完成其田间排水可持续性和

适应性考核和评价，提出人工合成外包料优选准则的改进指标，为大面积推广应用暗管排水技术提

供了技术支撑。

（二）应用动态控制理念，改进现有排水规范中制定的设计方法，用划分阶段的动态控制标准，

代替传统的临界深度标准，相应减小各级排水沟 （管）设计深度；采用模糊档次分级方法，有效的

处理隔水层埋深未知变量，推出结构简单的非稳定流计算通式，易于操作。

（三）将农田组合排水工程技术、综合防御盐渍的组合排水设计技术、暗管排水外包料技术进

行组装配套，进行一定规模的示范试验，通过生产性应用实践，全面评价该成套技术的技术经济适

应性和防御盐渍灾害的能力，为该项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应用提供技术支撑。

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项目实施可为项目区及辐射区带来良好的节支增收效益。采用暗管

排水，减少了挖沟占地，节省土地约５％，同时减少了养护维修费用，由此带来一定的附加经济效

益。对于盐渍化地区，土壤水盐和地下水盐环境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为作物生长创造适宜的生长

环境，作物产量大幅度提高。通过调控地下水位，土壤盐碱化程度明显减轻，中低产田得以逐步改

造；同时通过地下水位调控，提高了土壤的承载能力，为田间农业机械化作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渍碱的控制，降低了土壤含盐量，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为多种作

物采用优化种植模式创造了条件。

三、推广前景：水资源不足是灌溉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而灌溉土地又必须解决排水问题才能避

免出现渍涝和盐碱化危害。暗管排水技术是现代农田排水技术的发展趋势，土工织物用作排水外包

料的技术研究则为暗管排水技术的推广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前景。明暗组合农田排水及暗管外包

料成套技术是防御渍涝和盐碱危害、提高农作物产量的一种有效措施，主要表现为增产粮食、减轻

涝渍盐碱危害、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生产力，它不仅在我国易涝易渍的南方有着广阔的应

用前景，而且在易渍易碱的西北干旱地区也有很好的推广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王少丽、杨继富、瞿兴业、丁昆仑、余　玲、焦平金、李福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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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丽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６５００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４５１１６９ 电子信箱：ｓｈａｏｌｉｗ＠ｉｗｈｒ．ｃｏｍ



三、农田水利

３７　　　

农村水资源自动化测量和控制管理系统中试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０４ＥＦＮ２１６８００３５１

获奖情况：

农村水资源自动化测量和控制管理系统中试以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两项产

品和多项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的技术为核心，以湖南省祁东县作为项目的中试基地，通过采用多学

科专业相结合、理论研究和技术开发相结合的技术手段，进行现场调研考察和仪器设备的专项研制

和改装工作，在该县水利工程渠系断面流速测量和农村水资源自动化测量、控制管理方面进行了成

功的试验。通过曹口堰示范区水库灌区渠系的测量表明：流速测量范围为１～３ｍ／ｓ，测量误差不大

于０，流量测量计算误差不大于０，达到了农村水资源自动化测量和控制管理系统的主要技术与性

能指标要求。

农村水资源自动化测量和控制管理系统的成功应用使祁东县渠系水资源利用率提高１０％，并能

测量、计算和打印出日、旬、月放水量报表，实现了水资源自动测量、远程联网管理、计划用水、

有偿用水、节水灌溉、计量收费和调度决策，并最终实现了水资源测量与管理决策数字化、智能

化、可视化和一体化的目标。

该项成果总体目标是完善提高农村水资源自动化测量和控制管理系统，提高系统品质与性能，

通过在中试基地大面积推广应用，完成系统定型化生产转化，促进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达到节

水增效和水资源合理应用的目的。最终使农村用水调配制度由粗放、浪费的模式向集约、高效模式

转化，充分满足农村生态需水量的要求，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该项成果的实施推动了我国广大农村的大型农业灌区渠系输配水流量测量、计量收费和节水灌

溉的快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水资源静态管理方法，实现了水资源测量与管理数字化、动态

化、智能化、可视化和一体化，有利于实现广大农村计划用水、有偿用水和节水灌溉，有利于实现

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具有很大的推广应用潜力和良好的市场开发前景，是一项投资小、见效快、收

益高、利国利民的综合技术。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蔡守允、陆永军、滕　玲、蒋晓明、刘诗纪、马进荣、高　豪、戴　杰

单位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蔡守允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９３５１

传 真：０２５ ８５８２９３３３ 电子信箱：ｃａｉｓｈｏｕｙｕｎ＠１６３．ｃｏｍ



３８　　　

农业高科技节水示范园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ＴＧ０５１５

获奖情况：

农业高科技节水示范园是结合示范区农业用水现状，围绕提高区域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水

资源高效持续利用，建立现代化农业灌溉管理系统，实施了农业高科技节水示范园项目。

该项成果在引进国际上先进的 ＭａｃｒｏＭａｓｔｅｒ５０００系列微机灌溉控制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拓展

应用，综合集成了电子信息技术、远程测控网络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及土壤水分动态、农田微气

候等因素的采集处理技术。根据不同农作物的需水要求精准可靠地作出控制泵开启指令，使不同的

农作物在不同的生育期科学地获取适宜的灌水时间和灌水量，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效益，形成

了功能完善的自动化控制灌溉系统。

针对示范区内农作物的种植特点，对不同灌水措施进行了部分改进创新。对经济作物采用低压

喷水带，根据灌水要求，通过可自行调节压力调节喷水带喷幅。这种方法不易堵塞，造价低，同时

喷洒的范围选择余地很大，易于推广，可满足不同大小地块的灌溉要求，与目前的农村生产体制相

适应。对温室大棚中采用微灌与悬挂微喷、低压喷灌带的组合可满足适用温室不同时期蔬菜灌水要

求，能极大地改善作物蔬菜生长环境，提高蔬菜品质。

完成指标及技术性能：建成了４０００亩玫瑰、葡萄、苗木等经济作物的微喷、滴灌、喷水带喷

灌及半固定式喷灌等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并集成应用了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了灌溉管理自动化。经

过运行测试分析，经济作物亩均增产１５％，优质果率提高１０％，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０．９５，年增

效益１４１．０８万元。

该项成果通过对区域农业节水技术的集成、研究与示范，为发展现代化的节水灌溉工程提供了

技术模式，实现了对作物生长的精确灌溉，提高了作物的产量与品质，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在北方山丘区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山东省平阴县水务局

主 要 完 成 人：张茂来、张茂国、李子春、题　伟、周长旭、宋厚源、张　静、石华亭

单位地址：山东省平阴县府前东街５０号 邮政编码：２５０４００

联 系 人：李子春 联系电话：０５３１ ８７８７１８１７

传 真：０５３１ ８７８７１７１１ 电子信箱：Ｐｙｘｓｌｊ２００４＠１６３．ｃｏｍ



三、农田水利

３９　　　

西北牧区 （甘肃）饲草料基地高效节水集成技术示范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０４ＥＦＮ２１６８００３４９

获奖情况：

西北牧区 （甘肃）饲草料基地高效节水集成技术示范是针对我国西北牧区饲草料基地节水高产

技术需求，采用基础理论深化与应用技术集成相结合的方式对甘肃省主要饲草料作物抗性生理的调

控技术；优良人工牧草引种栽培；饲草料地的节水灌溉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就牧草节水灌溉技

术、综合高产模式、水资源优化配置等技术成果进行了优化集成，形成了饲草料基地高效节水种植

模式。该项成果核心技术结合当地自然条件熟化、深化形成较为完整的高效灌溉用水管理技术体

系，在人工草地ＳＰＡＣ水分运移消耗规律、ＢＰ神经网络需水量预报、作物—水模型优化、ＲＡＧＡ

ＤＰ模型非充分灌溉制度优化、高效节水技术集成等方面具有较大创新，为牧区高效节水饲草料地

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持。

该项成果完成饲草料节水灌溉示范工程建设６８００亩，其中技术示范推广面积３１１５亩，示范推

广适宜当地种植的优质牧草燕麦产量１０３９５ｋｇ／ｈｍ
２，披碱草产量９３００ｋｇ／ｈｍ

２，增产２～３倍 （较非

灌溉地），水分生产率达２．５ｋｇ／ｍ
３，节水３０％以上，取得了节水与高产的 “双赢”，具有显著的经

济与社会效益，示范效果明显，应用价值突出，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

主 要 完 成 人：郭克贞、佘国英、魏占民、佟长福、闫有勇、畅利毛、段恒荣、周川淇、郭瑞萍、杨燕山、苏佩凤、

赵淑银、徐三德

单位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大学东路１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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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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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浚大型灌区用水管理信息化系统

任务来源：水利部重点推广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ＴＧ ０３１１

获奖情况：

西浚大型灌区用水管理信息化系统所取得以下的创新性和成果。

一、创新性与成果

（一）低功耗大容量自记式水位计。可采用多种方式读取数据，设计思路新颖，具有低能耗、

大容量、适应性强的显著特点。它以时钟提供记录时间基础，每当设置的时间 （软件设置）间隔到

时，打开浮子传感器供电电路，读取该时间的水位值，并将该水位值及该点时间值存入Ｆｌａｓｈ存储

器中。

（二）即时唤醒无线通信 （ＧＳＭ）调制解调器。是为解决野外无电源情况下的数据实时采集而

设计的，采用微功耗技术和ＣＰＵ唤醒技术，实现ＧＳＭ模块在不传送数据时进入休眠状态。当数据

记录仪有数据需要发送时通过通信端口，唤醒ＧＳＭ 通信模块，使其进入工作状态，然后将采集到

的数据发送到指定的数据接收中心。即时唤醒ＧＳＭ 调制解调器可支持ＧＳＭ、ＧＰＲＳ、短信等多种

工作方式，支持ＴＴＬ、ＲＳ２３２、４８５多种通信端口。

（三）即插即用闸门自动控制器。无需现场编程、无需二次开发，现场完成接线即可实现闸门

自动控制或远程控制。

（四）ＩＣ卡智能机井控制器。利用智能卡实现自动控制、利用有线通信 （ＰＳＴＮ）或ＧＳＭ实现

机井远程控制，从而实现定额管理、总量控制。

（五）利用公共通信资源实现水情数据实时动态更新，以及闸门、机井远程控制。

（六）用水管理软件。以自定义方式动态搭建灌区渠系，对灌区的描述和识别完全实现计算机

化，通过自定义搭建灌区渠系结构和用户行政区划，并建立用户与渠系的对应关系，进而可以制定

灌区动态配水计划。

（七）用水管理软件。引入水权概念，实现定额管理、总量控制。

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通过该项成果的实施，灌区测水从以往人工观测改变为仪器监测，日观测次数由４～６次／天，

改变为每１０分钟就记录一次水位变化，提高了测水精度。同时针对灌区测水点普遍比较偏远的情

况，利用ＧＳＭ公共通信资源对各测水点水位数据进行远程采集和闸门控制，降低了人工采集来往

于测水点的费用支出。由于利用ＧＳＭ公网进行数据通信，大大降低通信费用和日常设备维护费用；

配套使用的灌溉管理信息系统，将分布于灌区各个测水点的水位信息转化为流量和水量信息，为灌

溉调度决策提供有力依据，节约了水量，为灌区农作物得到适时、适量灌溉提供了有力保障。经测

算，通过该系统的投入运行，降低亩次灌水定额３～５ｍ
３，可年节水７８０万 ｍ３，提高灌溉保证率

３％～５％，节约劳力１５人左右，节约运行费３８．４万元，年产生直接经济效益５０万元左右 （按

０．０６２元／ｍ３ 计），经济效益明显。

三、推广应用前景

随着世界信息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国家大力推进信息化作为２１世纪前２０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

主要任务之一。水利信息化是水利现代化的基础和主要标志，灌区信息化建设是水利信息化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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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之一。对农业用水占９０％以上的张掖市来说，加强水资源的使用管理和进行用水制度改革

至关重要，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对地表水及地下水资源实施统一调度与管理，同时在全国第一个节

水型社会建设试点的张掖市，要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能做的就是要对水资源实行水资源的总

量控制，定额管理，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为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对灌区水利工程设施进行改造提

高渠道输水效率外，还要进行用水计量设施改造和提高用水管理水平及进行水利信息化建设，通过

把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信息技术、系统工程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等应用于水管理，实现集

自息采集—处理—决策—信息反馈—监控为一体调度系统。目前建成的系统只落实了灌区部分渠道

及机井，今后将不断总结完善，由点及面逐步扩大规模，力争使该系统全面灌溉整个灌区，使灌区

用水计量及管理水平得到大大提高。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甘州区西浚灌区水利管理处

主 要 完 成 人：卢学银、谢崇宝、张家福、王兴俊、黄　斌、陈秉生、张建国、胡小平、张永贵、鲁　飞、马立辉、

范永享、宋天银、苗日明

单位地址：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南街８３号 邮政编码：７３４０００

联 系 人：张家福 联系电话：１３９９３６８２９１８

传 真：０９３６ ８８５２３３８ 电子信箱：Ｘｇｓｇｓｗｘｊ＠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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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内镶压力补偿式滴灌管中试项目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０４ＥＦＮ２１６８００３５５

获奖情况：

新型内镶压力补偿式滴灌管中试项目完善了片状内镶补偿式滴头的设计、制造工艺；改进了打

孔方式，采用具有优良性能的机械打孔方式；完成了压力补偿式内镶滴灌管生产线的改进和提高，

达到了批量生产的能力。

该项成果通过系列化开发，形成了外径１６ｍｍ、２０ｍｍ，壁厚０．４～０．６ｍｍ的系列产品，填补

了国内空白，产品制造合格率达９５％以上，流量偏差系数小于７％，符合国家标准。

该项成果实施后，可替代进口国外产品，降低产品造价，使该类产品的大面积推广成为可能。

此外，成果的转化提高了我国节水灌溉设备的生产水平，为建设节水型高效农业服务。同时，项目

的实施对农业结构调整，合理利用农村水资源，提高农业产业化、机械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也起

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微灌是一种精细灌溉技术，在保证作物所需的水、肥、气条件下，减少不必要

的渗漏，对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产品适应性能强，尤其适应于地形复杂的地区。已在北京、山东、新疆等地进行示范推广２万

余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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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睿、王德次、江荣冷、江　南、杨军红

单位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南线阁路１０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３

联 系 人：王德次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３４１５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３６００ 电子信箱：ｚｓｘｈｊｓｂ１＠１２６．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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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山丘陵区沟壑水土保持三维梯级治理开发模式推广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ＴＧ０５０９

获奖情况：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低山丘陵区沟壑水土保持三维梯级治理开发模式推广是围绕辽宁省朝阳市水土保持生态科技示

范园区建设，在示范园区内部以及周边地区推广应用该项科研成果，其中将朝阳市东大道水土保持

科技示范园区的沟壑综合治理作为核心骨干项目。该项目由朝阳市水土保持局与辽宁省水土保持研

究所协作实施。主要推广技术是：根据沟壑不同发展时期及不同立地条件，采取不同治理开发模

式，达到最终的沟壑治理开发效果，获得最大的治理开发效益。

项目推广范围分布于朝阳市的５个县 （市），分别为朝阳市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朝阳县乌

兰河硕乡黄道营子沟、喀左县东哨乡青沙子沟、凌源市四合当镇下河套沟、北票市北四家乡水泉

沟。据统计，共实施推广面积１１０８．２４ｈｍ２，占计划推广面积１１０．１％。其中开发坡耕地治理

１６２．８０ｈｍ２，营造水土保持林５３９．３５ｈｍ２，发展经济林、果２８０．２０ｈｍ２，开发生态修复１２５．８９ｈｍ２；

修建土、石谷坊１８２座，塘坝５座，造地１７．３０ｈｍ２。共投工６８．０１万个，投资３７０．４６万元，其中

国投资１３７．００万元，地方配套及自筹２３３．４６万元。

项目区各类工程措施每年可拦蓄地表径流１１３．７７万ｍ３，拦截泥沙４．４８万ｔ，蓄水、保土效率

分别达到６９．８４％和７２．８１％，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项目推广的技术先进，具有

较强的科学性、实效性、代表性，对于加快低山丘陵区水土流失治理，促进山区农民脱贫致富和发

展农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主要完成单位：朝阳市水土保持局

主 要 完 成 人：丁福俊、戴武刚、贾天会、张　富、宫海志、王金奇、刘卓英、孔令堂、袁大勇、王　亮、刘　楠、

李树彬

单位地址：辽宁省朝阳市凌河街四段２２号 邮政编码：１２２０００

联 系 人：丁福俊 联系电话：０４２１ ２９７６６８６

传 真：０４２１ ２９６５３２０ 电子信箱：ｃｙｓｂｚ＠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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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北荒漠化土地综合治理技术推广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ＴＧ０６０４

获奖情况：

辽西北荒漠化土地综合治理技术推广的创新性主要有成果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推广前景。

一、主要成果

（一）沙漠化土地生态修复技术。营建人工围栏，通过减少人畜的扰动，依靠自然的生态修复

能力，辅以人工种植牧草、营建差巴嘎蒿生物网方格等措施，使得裸露沙地在３年内植被覆盖度提

高到８０％以上。

（二）沙漠化土地灌木草场培育技术。在沙地的岗地和坡地上，营建以柠条和胡枝子为骨架垂

直于主风向的灌木带，其间辅以人工措施种植适宜沙地生长的牧草，既可以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

又可以为发展畜牧业提供立体草场。

（三）沙漠化土地微润灌溉技术。该灌溉系统可以在水头为０．５ｍ的情况下正常工作，比一般节

水灌溉技术节水３０％，并且 “微润灌吸力式灌水器”还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结合该项技术，

种植甘草等中草药材，亩效益达到８００元以上。

（四）流动、半流动沙丘抗旱节水造林技术。针对沙地不同地势，分别采用 “沙地膜袋植树法”

和 “沙地覆膜植树法”栽植杨树，实践证明，利用这两种办法春季在沙地里栽植３年生以下的杨

树，４５天内不用浇水，造林成活率仍可达到９０％以上。

（五）沙漠化土地筑路技术。在沙地里，运用土工编织布制成 “枕式”整体地基，可以防止松

软沙地的基础变形和土体侧倾。该筑路法造价为２０元／ｍ２，仅为传统筑路技术的１／４。

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该项成果完成后，示范面积２０００亩，示范区综合效益净增１００元／亩，产生经济效益２０万元。

辐射区５万亩，辐射经济效益达到４５０万元，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该项成果实施后，为辽西北荒漠化地区提供了一套系统的沙地治理与利用的模式，可带动沙地

周边地区百姓致富，从而使得该地区经济得以快速和谐的发展。这些技术成果如果能够全面推广，

在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必将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

三、推广前景

辽西北现有沙化土地面积５４．９６万ｈｍ２，当地农民生活水平低，经济、生态环境差，仍无法摆

脱靠天吃饭的困境。此外，辽西北沙地如果继续南下，将直接对辽宁中部城市群造成影响，对整个

辽宁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构成巨大威胁。因此，辽西北荒漠化土地综合治理技术推广前景广阔。

主要完成单位：辽宁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王保泽、李春龙、谭国栋、孟维忠、刘玉珍等

单位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十四经纬路１号 邮政编码：１１０００３

联 系 人：李春龙 联系电话：０２４ ６２１８１２９７

传 真：０２４ ２３８６４０８３ 电子信箱：Ｌｉｃｈｕｎｌｏｎｇ２００８８＠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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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数码通”在水土保持方面的转化应用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０４ＥＦＮ２１６８００３５３

获奖情况：

“水利数码通”无线移动信息采集系统是对计算机、全球定位系统、数码照相、无线通信、嵌

入式微操作系统及地理信息系统等高新技术的一体化集成；基本原理如下图所示。 “水利数码通”

在获取图像 （如水土流失监测点等）等信息后，将这些信息以及同步的全球卫星定位信息进行加

密，并通过无线数据服务系统 （提供ＧＰＲＳ或ＣＤＭＡ数据服务）及其交换系统，再经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国

际互联网，将信息传输到监测中心或管理中心的信息接收及ＧＩＳ信息服务系统，并存入相应的数据

库，从而为实时的指挥和决策提供及时的信息服务。

“水利数码通”基本原理示意图

创新点在于综合利用各种成熟技术，实现现场信息自动采集、实时传输、分析显示等功能；项

目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该项成果根据水土保持工作的具体情况，对 “水利数码通”的软硬件系统成功地进行了手写板

输入、传输地址设置、多窗口管理等功能的技术转化和完善，达到了在水土保持工作中推广应用的

要求。

转化后的产品主要用于农业生产中实时监测并获取水土流失现场情况。主要应用范围为水土保

持监测，也可应用于其他实时监测工作。

该项成果成功地在珠江水利委员会实施、建设了 “水利数码通”水土保持转化示范应用系统，

并在珠江流域的广西柳州、云南宣威和澄江、贵州贞丰、广东德庆等部分地区开展了 “水利数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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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在水土流失调查、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监督执法检查、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等方面的应

用，在其他流域推广应用也取得了良好的转化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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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珊琳、吴洪涛、陈树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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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辉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４３１６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４３５２ 电子信箱：ｈｉｗａｔｅｒ＠ｓｉｎａ．ｃｏｍ



五、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五、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５１　　　

深圳河湾水污染水环境治理

任务来源：计划外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深圳河湾水污染水环境治理是针对深圳河湾水污染水环境治理的关键问题，在分析深圳市经济

社会和水资源水环境现状的基础上，根据深圳河湾、珠江口纳污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预测，完成了

需水量和废污水排放量预测，进行了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提出了深圳市用水与排放总量控制指

标；通过水资源承载能力、水环境承载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比较分析，提出以建设节水防污

型社会作为深圳市水污染水环境治理的战略选择，提出相关政策和工程措施。技术路线正确，提供

的技术资料齐全，数据翔实可靠，符合规定要求。

一、该项成果的主要创新性

（一）在充分融合了深圳市水污染治理中的不同观点和方案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和建立了以节

水防污型社会建设为核心的水污染水环境治理的综合技术体系，为我国其他地区水污染防治提供了

先进有效的模式。

（二）系统研究了河道、海湾、海洋一体的水环境容量和承载能力，提出了陆域和海洋结合、

节水与控污结合、利用与保护结合的定量分析技术体系。

（三）在陆域污染负荷削减、城中村整治、雨污分流、提高污水入户收集率、集中与分散相结

合的污水深度处理厂、河道实时水质监测系统等方面集中采用了当前国际最先进的综合技术，结合

深圳河流域具体情况，形成了深圳河流域污染防控的工程整体体系。

（四）综合运用了法律、行政和经济等措施，建立了水污染水环境综合治理的政策保障体系。

二、该项成果集科学研究、总体规划、实施方案等于一体，经２００５年深圳市政府常务会通过，

成为深圳市治理深圳河污染的工作纲领。两年来的实施效果明显，取得了较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

环境效益，为我国其他地区的水污染水环境治理提供了成功经验，具有广泛的推广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该项成果在我国节水防污型社会建设、水污染水环境治理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创新

性突破，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的水污染水环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技术方

法，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深圳市水污染治理指挥部办公室、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中国水利水电科

学研究院、珠江水利委员会、深圳市水利规划设计院、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

主 要 完 成 人：刘　宁、高而坤、杨　耕、孙雪涛、陈　雯、石秋池、李原园、崔伟中、郦建强、胡仁贵、李学灵、

刘天亮、王　健、黄　河

单位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二条２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３

联 系 人：孙雪涛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２５７６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２９１２ 电子信箱：ｘｔｓｕｎ＠ｍｗｒ．ｇｏｖ．ｃｎ



书书书

５２　　　

中国分区域生态用水标准研究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１ＢＡ６１０Ａ ０１　２００４ＢＡ６１０Ａ ０１

获奖情况：

中国分区域生态用水标准研究在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和实践应用等方面，获得重大突破，对我

国生态需水理论与技术有开拓作用，原创性突出。

该项成果的主要创新性：

一、建立的全国分区域生态用水标准技术体系，从基础理论、应用技术、管理决策三个层面，

解决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关键技术问题，形成了符合我国实际的生态需水理念与计算方法体系。

二、提出了水循环生态效应理论和区域生态需水类型划分的三大准则，确定了内陆河干旱区、

半湿润半干旱区、湿润区三大生态需水基本类型；同时也为区域生态需水计算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建立了分区域生态需水分析计算模型，包括内陆河干旱区基于生态圈层结构的生态需水计

算模型；半干旱半湿润区基于地表、地下径流相互作用与转化的生态需水计算模型；湿润地区河流

生态流量计算模型。

四、提出了描述生态系统随水情脉动的生态水文季节概念，定义了多参数分季节河流生态需水

特征值，包括枯水期水生态需水、汛前期适宜生态需水、洪水期生态需水，从而确定了生态河流的

标准，建立了多参数全过程河道生态需水计算方法，为河流年内生态需水调度提供了依据。

五、建立了湿地生态水文结构理论与模型计算方法，即计算湿地中心区的水文连接度法和水文

形态法，计算活动区的生态学方法。

六、以生态需水特征值建立生态用水分析机制，提出了处理经济用水与生态用水关系的准则；

以生态河流的标准为基础，建立了生态用水预警制度和河流生态危机管理机制。

该项成果已在国家的水资源综合规划、取水许可管理、湿地生态补水、流域生态保护规划、自

然保护区规划、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湿地修复、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该项研究成果总体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陈敏建、王　浩、丰华丽、王　芳、蔡庆华、邵景力、连　煜、李和跃、欧阳志云、王立群、程绪水、

戴向前、唐克旺、徐志侠、李躌来

单位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王立群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５１９

传 真：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５５５ 电子信箱：ｌｑｗａｎｇ＠ｎｈｒｉ．ｃｎ



五、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５３　　　

退化水库湿地生态恢复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３ ２０

获奖情况：

退化水库湿地生态恢复技术研究以云龙湖水库为试验基地，开展了水库沉水植物净化水质和克

藻效应及鲢、鳙不同比例放养对水库水环境影响的原位围隔试验研究；在对水库湿地退化成因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退化水库水生植被恢复、库区植被恢复、生态渔业、湿地生态景观构建研

究等。

该项成果体现了恢复生态学、水生生物学、环境生态学及景观生态学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融合，

将野外生态与实验生态研究相结合、试验与示范相结合，方法先进，取得以下创新：

一、首次探讨了水库型湿地退化的过程与机制。

二、初步摸清了水库鲢、鳙合理放养及沉水植物恢复对改善水库水质的作用、机理及效能，并

提出了改善试验水库水质的鲢、鳙最适放养参数。

三、形成了以改善水库湿地生态结构和功能为目标的水生植物恢复、库区植被恢复、生态渔业

以及景观构建综合技术。

该项成果已得到初步应用，试验区域水质显著改善，总氮、总磷降低２０％；云龙湖水库渔业效

益提高１５％；建立了较具观赏性的人工湿地景观，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湿地景观区的经济效益达１３５０万

元。获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该项成果拓展了恢复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湿地恢复的理论基础与应用技术，对推动类似

退化水库湿地恢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综上所述，该项科技成果对退化水库湿地的恢复和水库水资源保护具有创新性贡献，总体上达

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在水库型湿地植被恢复技术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生态研究所

主 要 完 成 人：万成炎、胡　莲、吴生桂、沈建忠、于　涛、董方勇、张志永、唐支亚、胡传林、孙金辉、冯　坤、

陈光辉、张言明、朱德伦

单位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５７８号 邮政编码：４３００７９

联 系 人：万成炎 联系电话：０２７ ８７１８９７１８

传 真：０２７ ８７１８９６１８ 电子信箱：ｃｈｙｗａｎ＠ｍａｉｌ．ｉｈｅ．ａｃ．ｃｎ



５４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环境问题及对策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其他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２００７年度获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环境问题及对策研究是根据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建设、运行特点以及沿线环

境现状，系统、深入地研究了所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以及环境影响程度，重点分析了输水水质，钉

螺北移、地下水环境、截污导流工程等问题对环境的影响。研究思路清晰，技术路线正确，方法先

进，结论明确，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环境保护决策提供了技术支持。

该项成果的主要创新性：

一、综合运用ＣＳＴＲ、ＥＦＤＣ河流水质预测模型和 ＷＡＳＰ二维动态湖泊水质预测模型，预测了

全线调水水质。

二、应用地下水非稳定运动的数学模型和采用ＧＭＳ数值方法软件，首次就南水北调东线调水

工程对沿线及受水区域地下水环境影响进行了定量预测。

三、应用潜水蒸发模型、有效降雨模型、水量平衡模型和周年土壤盐分运动模型、土壤重金属

累积模型，定量预测了南水北调东线截污导流工程对区域土壤环境的影响。

四、首次采用钉螺生态学、钉螺水体动力学、ＧＩＳ技术等方法综合、深入的研究跨流域调水对

血吸虫的扩散影响问题。

该项研究成果已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前期工作、工程方案设计以及工程环境管理方面得到了运

用和采纳，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综上所述，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规模大，环境问题十分复杂，尚无先例可循，该项研究成果在系

统研究方面比国内外相关研究都要全面、深入，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淮河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主 要 完 成 人：何德进、朱顺初、汪安南、姜永生、田忠志、费永法、万　隆、周信泉、杨　智、于　卉、张天柱、

黄轶昕、王锦国、吴月芳、谭红武等

单位地址：安徽省蚌埠市凤阳西路４１号 邮政编码：２３３００１

联 系 人：何德进 联系电话：０５５２ ３０９２３５０

传 真：０５５２ ３０９２３５０ 电子信箱：ｈｗｈｄｊ＠ｓｉｎａ．ｃｏｍ



五、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５５　　　

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调水对下游河流水环境影响的预测研究

任务来源：计划外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２００７年度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调水对下游河流水环境的预测研究是针对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调水区

水系复杂、环境敏感的特点，全面地调查研究了调水区河流水系的水环境特征；采用概化模型预测

了各水平年污染物的排放量；通过对调水河段天然流量和调水量分析，确定了调水影响显著的河段

范围；预测了调水水库水质及对应调水河流在多种情景下的水质沿程变化规律；提出重点保护河段

及其水环境保护措施，并对调水方案提出了优化建议。

该项成果填补了南水北调西线水环境问题研究的空白，在如下方面取得了创新性成果：

一、对从雅砻江、大渡河干流上游及支流调水后的河流水环境影响进行了全面、系统、多情景

下的计算模拟和研究，首次提出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调水对下游河流水环境影响的定量分析成果。

二、针对雅砻江和大渡河两大流域面积广阔、水系构成复杂的特点，提出了覆盖调水区的水环

境预测指标。

三、提出了资料缺少地区点污染源概化分析方法，并预测了流域污染物排放量。

四、分析了西线调水区春汛面源污染突出的成因及其对河流水质和调水水质的相互影响。

该项研究成果在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前期工作中得到应用，对优化工程方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其他类似工程的水环境影响研究具有借鉴价值。

综上所述，该项成果总体上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其中针对西线高原峡谷地区复杂河流水系实施

联合调水工程的水环境综合因素影响的预测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李振海、赵　蓉、张宏安、吴春华、刘　畅、王世岩、祝秋梅、魏淑琴、丁自鲜、轩晓博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科技园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李振海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８６１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７２７７８ 电子信箱：ｌｉｚｈ＠ｉｗｈｒ．ｃｏｍ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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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混植生是一项将工程技术和生物技术相结合、应用于岩质坡面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的新

的复合技术。该项技术有效解决了所选实验段岩质边坡植被恢复难度大的问题，全面恢复了岩质边

坡植被，植物生长良好，盖度达到８０％以上；从喷混植生基质材料本地化、改进施工工艺和提高施

工机械效率等方面着手，使工程造价比项目实施之前降低了１５％。

该成果在推广应用中，具有以下创新：

一、提出了本地化基质材料配比，应用当地淤泥等基质材料，有效地降低了成本。

二、优化筛选出适合当地立地条件的乔、灌、草、藤的植物种，形成以乔灌为主体，乔木灌木

化、乔灌草相结合的稳定植物群落和近自然植被景观。

三、改进了喷播施工机械和工艺，大幅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该成果在深圳市盐田港岩质边坡实施取得了巨大成功，建成了２．４万 ｍ２ 的技术示范样板，并

在广东、山东、浙江、河南等地推广应用。至２００６年底，累计推广应用面积达２００多万 ｍ２。该项

成果的应用为我国各类开发建设项目中的边坡治理和生态修复，提供了较为成熟的技术和经验，具

有很好的推广价值。

该项成果整体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其中，在施工机械与施工工艺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深圳如茵生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主 要 完 成 人：张长印、吴卫文、郭索彦、章梦涛、李光辉、王富永、吴长文、陈法扬、袁建平、许　峰、蔡建勤、

鲁胜力、丛佩娟、王康宾、邹东平

单位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二条２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３

联 系 人：张长印、陈法扬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５２２３１３５９

传 真：０１０ ５２２３１３５８ 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ｃｈｙ＠ｓｉｎａ．ｃｏｍ



五、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５７　　　

新安江流域生态共建共享机制研究

任务来源：计划外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新安江流域生态共建共享机制研究是以流域可持续发展模式为目标，评价了新安江流域水资源

价值和水环境容量，定量分析了生态效益的分享和成本的分担，建立了补偿标准的计算模型，构建

了流域生态共建共享机制框架，提出了新安江流域生态共建共享示范区建设方案。

该项成果取得的创新性：

一、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流域生态共建共享的理念，科学地界定了流域上下游生态建设的权利和

义务，对全国的流域生态保护和建设具有借鉴和实际推动意义，对于政府相关行政部门制定有关政

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创建了基于流域水资源的生态保护与建设投入补偿标准定量计算方法和模型，以及新安江

流域生态共建共享机制框架。

该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科学性、探索性和实用价值，为我国流域生态保护与水资源管理提出

了新的思路和途径，对促进流域上下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被列为２００６年全国人

大的重点督办建议案，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综上所述，该项研究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阮本清、刘玉龙、张春玲、罗尧增、许凤冉、么　新、张海涛、孙　静、刘建刚、刘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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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玲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５７０３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４８３３６７ 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ｃｌ＠ｉｗｈｒ．ｃｏｍ



５８　　　

智能型饮用水除氟装置

任务来源：计划外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智能型饮用水除氟装置有效去除高氟水中的氟，确保出水含氟量达到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标准，

社会效益显著，对解决我国农村高氟地区饮水安全问题、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具有重要意义。

该项成果主要创新性：

一、研发的智能型饮用水除氟装置 （ＢＦ）技术基本实现了从进水、除氟、出水以及再生全过程

自动化，并具有氟浓度监测、故障报警、出水氟超标停机等功能。

二、该项成果采用的吸附剂是以生物食品的加工废弃物为主要原料研制而成。该吸附剂的毒理

学指标与食品标准相当；除氟容量大；再生方法简单，再生效果稳定，无有毒废液；对进水水质适

应性强，ｐＨ值适应范围广，出水中氟含量达到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并具有运行成本低、环

保性好的优势。

三、针对我国大多数农村分散供水的现状而研发的家用小型装置 （ＢＦ Ｈ），重量轻、体积小，

运行周期长、使用成本低、吸附剂无需用户再生。

该项成果已在江苏、山东等地示范应用，效果良好，得到用户好评。该项成果可广泛应用于我

国高氟水地区的饮用水除氟处理，为该地区的居民提供安全的饮用水，实用价值高，具有很好的推

广应用前景。

综上所述，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该项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北京国泰新华实业有限公司、华中师范大学、徐州永冠塑管制造有限公司、北京天雨润泽科技有限

公司

主 要 完 成 人：鞠茂森、杨　劭、许　峰、张汉松、刘泽山、朱　迟、郭建中、冯　巧、施　炎、赵良元、袁　恒、

程维芳、袁建平、于春山、李海全

单位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广内大街３１６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３

联 系 人：冯　巧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４９２２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４９２４ 电子信箱：Ｆｑ４３０６＠１６３．ｃｏｍ



五、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５９　　　

河流生态修复理论研究与工程示范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推广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４ ０１ＴＧ０３０１ＴＧ０４１９

获奖情况：

河流生态修复理论研究与工程示范开展了水利工程的生态影响及其机理分析、河流生态修复规

划与评估方法、治河工程生态影响的生态水力学分析、河流廊道生态修复技术、水库的生态治理和

生态调度以及污染水体生态修复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指导了浙江省海宁市辛江塘河道整治、河

北省秦皇岛市洋河水库富营养化治理、深圳市观澜河生态修复和重庆市苦溪河生态修复４项示范工

程，取得了显著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为更大规模技术推广奠定了基础。

该项成果的主要创新性：

一、提出了 “生态水利工程学”学科框架，阐述了 “生态水利工程学”学科的理论、技术及方

法，促进了水利工程学科与生态学科的融合。

二、发展并提出了 “水文—生物—生态功能四维河流连续体概念模型”、 “水域生境空间异质

性—生物群落多样性耦合概念模型”和 “水文过程与生物生命过程耦合概念模型”，用以描述河流

生态特征和分析水利工程对河流生态系统胁迫的机理。

三、提出了河流生态修复规划设计和评估的基本原则，以及健康河流的经济—生态效益评估矩

阵的数学表达方法。

四、定量研究了河流水文情势及河道地貌形态与标志性物种之间相关关系，提出了 “兼顾生态

的水库多目标调度”的原则和方法。

通过该项研究，出版专著２部 （《生态水利工程原理与技术》、《生态水工学探索》），发表论文

５１篇，获得２项发明专利和３项实用新型专利。部分成果已被国家有关部门在制订技术政策和标准

时参考或吸纳。

该成果内容丰富，对我国的河流生态修复工作具有科学意义和指导作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和环境效益显著，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该成果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高强度人类活动胁迫下的河流生态修复方法研究方面具国

际领先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浙江省水利厅、深圳市水务局

主 要 完 成 人：董哲仁、孙东亚、彭　静、李文奇、许明华、李永祥、丁留谦、何旭升、赵进勇、杜　强、鲁一晖、

刘来胜、王春来、栾建国、廖伦国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科技园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孙东亚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９０９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３６９２７ 电子信箱：ｓｕｎｄｙ＠ｉｗｈｒ．ｃｏｍ



６０　　　

松花江冰冻与消融过程中硝基苯残留与融出规律研究

任务来源：财政部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５０５

获奖情况：

松花江冰冻与消融过程中硝基苯残留与融出规律研究是针对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国石油吉林

石化公司双苯厂苯胺车间爆炸事故导致的突发性松花江重大污染事件，在松花江干流和黑龙江干流

８７０ｋｍ河段上，系统地开展了结冰和消融过程中硝基苯残留与融出规律研究，对于认识河流冬季物

理化学特征和污染物的变化规律，对开展此类河流的环境污染分析以及生态安全评价等都具有重大

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该项研究方案设计科学、合理，研究工作技术路线正确，研究内容系统、全面、深入，研

究手段先进，研究结论可信。

二、该项成果采用现场监测与实验室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在系统研究松花江干流和黑龙江干流

结冰特征和规律的基础上，揭示了冰体中硝基苯的空间分布特征和融出释放规律，计算了松花江冰

体中硝基苯残留量，为我国类似地区河流冬季环境污染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该项成果自主研制了有机物冰／水冻融体系动态模拟系统和冰厚在线实时监测装置，建立

了松花江河冰生长模型，为研究特征污染物在冰／水两相环境归趋行为提供了技术方法，填补了我

国在该研究领域的空白。

四、该项成果建立了适用于污染冰体采集的 “冰槽分层原位破碎取冰法”，编制了 《冰封期冰

体采样与前处理规程》，在国内首次将冰样采集和前处理工作规范化和系统化，为我国编制发布冰

样采集标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该项成果的研究成果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研究成果通过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后，

对消除松花江沿江两岸群众恐慌心理、稳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和解决国际环境争端等发挥了重要

作用，经济与社会效益显著。

综上所述，该研究成果丰富，在冰体中硝基苯变化规律研究方法学方面创新性强，总体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松辽流域水资源保护局松辽水环境科学研究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中国水利

水电科学研究院水环境研究所、黑龙江省水文局、大连理工大学

主 要 完 成 人：李青山、周怀东、许振成、郭姚生、白　焱、韩静磊、陆　瑾、侯炳江、李志军、许士国、高继军、

贾益群、刘玲花、张　蕾、李国强等

单位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富锦路１１～１６号 邮政编码：１３００２１

联 系 人：李青山 联系电话：０４３１ ８５６０７４９５

传 真：０４３１ ８５６０７４９０ 电子信箱：ｌｑｓ＠ｓｌｗｒ．ｇｏｖ．ｃｎ



五、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６１　　　

滨江复杂河网地区水资源保护理论及应用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Ｃ２００６ ０１

获奖情况：

滨江复杂河网地区水资源保护理论及应用研究是针对复杂河网地区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

水生态、水景观、水文化和水市场等涉水问题，对水资源保护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全面地总结和提

升，提出了符合区域实际的、具有创新性的理论方法体系，为该地区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

了科学依据。

该项成果主要创新性：

一、提出了复杂河网地区的水资源保护、利用和配置的理论及方法，拓展了水资源合理配置的

内容，对节水减污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提出了水量水质多次平衡的计算模式；考虑了水资源配置

基础上的应急供水体系及各种情景下的对策措施。

二、分析了复杂河网地区各种生态因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对生态与环境需水进行了

量化计算，提出了重要生态功能区保护和水生态系统保护的管理措施，提出了适合于滨江复杂河网

区域水生态规划的控制性指标体系。提出了体现区域水文化特色的滨水景观理念和滨水景观规划的

模式，并在区域水资源综合规划实践中得到成功应用。

三、根据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景观的综合需求，提出了平原河网地区的水面

率、河道功能、水功能的确定原则，并提出了适合于滨江平原河网地区水系规划理论及方法。

四、针对滨江平原河网感潮地区的水文特性，建立了原型试验与数学模型相结合的水文水质模

拟计算模式，提高了平原河网区水文水质模拟结果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五、分析了设计暴雨历时和选样方法对排水标准的影响，建立了城市管道排水与区域河道排涝

标准之间的定量关系及衔接模式。

该项成果实现了以政府为主导，多部门参与编制水资源综合规划的工作模式，解决了行业涉水

规划或单项水利规划之间协调衔接的问题，取得了重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并具有

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综上所述，该项研究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河海大学

主 要 完 成 人：崔广柏、徐向阳、刘　俊、逄　勇、卫　臻、余钟波、刘　凌、姜翠玲、徐　慧、王卫平、周　锷、

陆建霖、张伟新、徐　颖、沈晓娟

单位地址：江苏省南京市西康路１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９８

联 系 人：崔广柏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３７８７５３５

传 真：０２５ ８３７８７３６４ 电子信箱：ｇｂｃｕｉ＠ｈｈｕ．ｅｄｕ．ｃｎ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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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干流水轮机磨蚀与防护技术是针对黄河泥沙性能、泥沙磨蚀特性以及黄河上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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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蚀防护和检修策略等内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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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创新性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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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用黄河原型沙分级在转盘试验装置上对其磨蚀特性进行了试验研究，得出了材料的磨蚀

失重量与流速、含沙量、泥沙粒径间的函数关系。

（三）发现在多泥沙河流运行的轴流式、混流式水轮机磨蚀的部位和强度等基本规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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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流部件修复和电站机组改造方面的经验。

二、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采用水轮机磨蚀综合防护技术，可使多泥沙河流上水轮机的检修周期平均延长２～３年，不仅

节省大量的维修费用，还可减少因磨蚀检修停机而带来的发电损失。目前，黄河干流上总装机容量

１０００万ｋＷ左右，其中，受泥沙磨蚀影响的容量约７００万ｋＷ，推广水轮机磨蚀综合防护措施后，

可使水轮机平均运行效率提高２％。还可延长大修周期、减少检修费用，减少停机电量损失，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显著。

三、推广应用前景

我国河流中，除黄河外，还有许多多泥沙河流，目前，许多电站尚没有规范的抗磨防护措施，

磨蚀防护都在探索中，因此，推广水轮机抗磨技术有着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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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斌、何筱奎、陈德新、殷　豪、任　岩、王玲花、武现治、张　雷、刘　晶、陈海潮

单位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顺河路４５号 邮政编码：４５０００３

联 系 人：武现治 联系电话：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４５７６

传 真：０３７１ ６６２２５０２７ 电子信箱：Ｂｓｊ＿０５＠１６３．ｃｏｍ



五、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６３　　　

黄河水质监测实验室自动化改造关键技术引进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２０５

获奖情况：

黄河水质监测实验室自动化改造关键技术，引进有以下主要创新性和效益。

一、项目主要内容

（一）引进国外先进的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软件；

（二）引进全自动化的监测分析仪器设备；

（三）建立软件系统运行所需的网络硬软件平台；

（四）研究开发实验室管理系统与实验室常规分析仪器的联机系统；

（五）根据实验室管理的实际需求以及国家计量认证的要求，针对引进系统的功能进行客户化

开发。

二、通过对引进技术与设备的深入分析研究和消化吸收，实现了两大目标

（一）实现了实验室部分常规监测项目分析测试自动化；

（二）提高了监测质量，规范了监测管理工作。

三、主要创新性

（一）针对引进系统软件功能不够全面，难以满足黄河水质监测实验室测试与管理要求的状况，

在原有引进系统软件功能基础上，进行了６个方面的客户化开发，满足了实验室管理与实验室计量

认证的要求；

（二）针对目前实验室测试设备配置不全，无法实现系统对测试设备结果自动接收与处理的现

状，对实验室１０余种测试仪器进行了接口开发，实现了系统与测试设备的联机。

四、推广应用及效益

该项成果已在黄河流域水环境监测实验室成功运用，在水利系统水质监测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示

范作用，并在黄河水量调度、引黄济淀、黄河水质日常监测以及水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理中应用，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具有很强的实用和推广价值。

该项成果的运用提高了实验室测试的自动化水平，使得部分项目测试节省了大量人力和物力，

提高工效数十倍，节约测试成本近１／３，同时实现了实验室各个工作环节的程序化、规范化管理。

主要完成单位：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黄河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

主 要 完 成 人：吴　青、曾　永、渠　康、王丽伟、王金玲、郭　正、赵维征、周艳丽、王　霞、李　兵、李　群、

李玉洪、樊引琴、卿　松、穆伊舟

单位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城北路东１２号 邮政编码：４５０００４

联 系 人：封克俭 联系电话：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６０４４

传 真：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３７７８ 电子信箱：ｔｏｆｋｊ＠１２６．ｃｏｍ



６４　　　

区域地下水资源与地下水环境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３１０

获奖情况：

区域地下水资源与地下水环境研究是通过引进国际先进的地下水模拟计算软件，结合长江地区

具体的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特点，对复杂区域的地下水问题进行了三维非稳定渗流计算，经消化、

吸收，掌握了软件所有的关键功能。

由于此项技术可以针对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更准确客观地分析人为活动与水文变化对地下水的

影响，从而更科学合理、有的放矢地进行规范和治理，避免生态恶化和治理工程的盲目性。在长江

干堤咸宁邱家湾段区域地下水问题的研究中，圆满地完成了该地区三维非稳定渗流分析，对该区域

安全监测发现的地下水异常现象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解释，为该地区的防洪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技术

支撑。在汉江兴隆水利枢纽围堰渗流控制措施及基坑降水措施计算分析中，依靠项目引进的先进软

件和合理的计算方法，为工程建设的安全与高效提供了科学依据。

该项成果在水文地质模型可视化和复杂条件下的非稳定渗流计算等方面取得了突出进展，扩展

了软件的应用功能。该项成果的实施和推广应用，可以极大地提高长江流域地下水资源与环境问题

以及相关研究课题的研究水平，为长江流域水资源业务管理部门提供操作方便的技术工具，不仅可

对地下水资源状态进行实时分析、过程模拟和信息输出，远期还可对水资源管理实现最佳决策选

择，为真正实现我国的地下水资源与环境管理现代化服务。

主要完成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主 要 完 成 人：郭熙灵、吴昌瑜、张家发、张　伟、丁金华、陈劲松、肖　利、朱国胜、许继军、王金龙、定培中、

李少龙、陈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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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６５　　　

日本高密度阳离子聚合物生产技术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３０４

获奖情况：

日本高密度阳离子聚合物生产技术是引进日本高密度阳离子聚合物生产技术，经消化吸收，研

制出不同电荷密度和不同相对分子质量聚乙烯胺，最大氨化度达８５．８％，并形成了日产１ｔ聚乙烯

胺的生产能力。应用凝胶渗透—激光散射联用仪、紫外、红外光谱图和电镜等技术手段解析了淀粉

与聚乙烯胺间形成的大分子复合物的结构与性能的关系，采用未改性的淀粉与聚乙烯胺的复合物制

备出高效低成本高分子水处理絮凝剂，研制出了适用于造纸废水、废纸脱墨废水和石材加工废水处

理用的高效低成本絮凝剂系列产品。研制生产的淀粉基絮凝剂具有高效、无毒、低成本的特点，为

实现江河变清提供了技术支撑。

该项成果曾在福建省福鼎市玄武石材污水净化有限公司进行生产性试验，效果显著，较目前使

用的ＰＡＣ药物成本降低３０％。

主要完成单位：福建省水利规划院、福建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

主 要 完 成 人：陈少平、黄亚平、吴宗华、卞宏达、陈华镜、陈清松、陈文昭、陈　焕、卢玉栋、彭添兴

单位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东大路２２９号 邮政编码：３５０００１

联 系 人：黄亚平 联系电话：１３９０５９１４５０９

传 真：０５９１ ８７６００１６７ 电子信箱：ｈｙｐ３７３７＠１６３．ｃｏｍ



６６　　　

水库水污染治理的生物操纵技术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２０６

获奖情况：

水库水污染治理的生物操纵技术通过对引进水库水污染的生物操纵技术，进行消化吸收，提出

了利用生物操纵治理水库水污染的技术方案，制定了适合该类水库水污染治理的生物操纵技术规

程。该项成果在投放顶级消费者鳜鱼和
!

鱼的技术措施和浮笼式集约化分层挂置河蚌的生物操纵技

术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该项研究成果在茜坑等水库已得到推广应用。茜坑水库水质改善效果

良好，保证了水库供水功能的正常发挥，经济效益显著。该项研究成果具有较大的推广意义和应用

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

主 要 完 成 人：陈文祥、刘家寿、栾建国、韩德举、彭建华、朱爱民、顾昭明、李永祥、梁少娟、谭锦华、程郁春、

朱思超、曹广德

单位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５７８号 邮政编码：４３００７９

联 系 人：陈文祥 联系电话：０２７ ８７１８９８３０

传 真：０２７ ８７１８９８３０ 电子信箱：ｃｗｘ１２２６＠１６３．ｃｏｍ



五、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６７　　　

沿海闸下港道高效清淤排涝技术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３１２

获奖情况：

沿海闸下港道高效清淤排涝技术是针对沿海闸下港道淤积测量手段落后的问题，引进了芬兰

ＭＤＤＳＳ水下动态定位浅剖泥沙分析系统，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应用该系统在江苏沿海的新洋

港、黄沙港、射阳港闸下港道进行了测量。提高了水下淤积层动态测量水平以及机械疏浚的准确性

和综合效率。

一、成果及创新性

（一）首次定量研究了示范区闸下港道的淤积分布。对沿海闸下港道属河道和海岸的结合部，

借鉴对港道淤积过程监测与深入研究，获得了示范区港道淤积程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基于测量分

析的清淤调控方法和清淤效果评价实用技术，对指导闸下港道高效清淤排涝等具有重要意义。

（二）根据测量资料，通过科学地闸控调度，综合利用机械、水力、潮流、波浪来实现高效清

淤，在实践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三）提出了换能器安装的新方法。该方法既简单又实用，具有测量范围大、测量精度高等

优点。

（四）获得的主要成果有：新洋港闸下港道泥沙淤积分布；水闸运行方式对港道冲淤变化的影

响；闸下港道机械清淤时机及效果；闸下河床过水断面恢复的综合工程措施等。

二、推广应用前景

该项成果已在沿海闸下港道得到成功应用，社会与经济效益显著。由引进的关键设备与技术直

接或间接所产生的效益主要体现为提高疏浚效率带来的效益、科学清淤带来的节水冲淤效益、减少

购置专用清淤船的投资及一些无法用货币形式来衡量的社会效益。

该项研究成果在水库、运河、港口及河道清淤等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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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宝康、陆体成、罗　勇、黄国情、蔡洪卿、朱国贤、刘开华、周俭华

单位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樊宝康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２３８

传 真：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２２２ 电子信箱：ｂｋｆａｎ＠ｎｈｒｉ．ｃｎ



６８　　　

生态用水安全保障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２ １０

获奖情况：

生态用水安全保障研究是在 “十五”科技攻关项目 “中国分区域生态用水标准”的基础上完

成的。

从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入手，研究分析生态用水的价值。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分析作为生态用水

的依据。

以生态用水分析机制为平台，建立生态缺水理论和计算方法，研究突破生态用水标准后的各类

生态缺水及其造成的损失。包括：北方河流自然生态系统缺水量，地下水超采区突破生态地下水位

后的地下水超采量等；研究生态缺水带来的生态服务功能的破坏。

提出生态用水保障对策。针对生态缺水现状，按照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趋势，制定分阶段、分

级生态用水的管理目标，提出生态用水安全预警机制、生态用水安全调度准则和措施，逐步消除生

态缺水，初步形成以生态用水分析机制为基础的分区域生态用水保障对策。

该项成果的应用前景有以下几个方面：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界定及其价值计算，给水资源的

管理决策人员提供了全面认识和评价河流的基础；生态缺水损失的理论与计算方法，可以应用到未

来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益评价中，为管理人员提供决策支撑；生态安全的预警机制有助于实现生态

用水的危机管理；河流生态调度准则可作为河流管理机构在实际工作中参照的依据。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陈敏建、王　芳、丰华丽、王立群、王高旭、黄昌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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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５７０９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４８３３６７ 电子信箱：ｗａｎｇｆ＠ｉｗｈｒ．ｃｏｍ



五、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６９　　　

生态水工学关键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４ ０１

获奖情况：

生态水工学关键技术研究以示范工程为依托，阐述和系统分析了水利工程对河流生态系统的胁

迫机理，提出了降低或消除这些胁迫效应的原理和技术方法；形成了生态水利工程学的概念及理论

框架，促进了水利工程学与生态学的结合。研究成果阐述和系统分析了河流生态修复规划原则与评

估方法，开展了河流整治工程中生物多样性变化案例研究，开发了生态型护岸材料与结构，研究开

发了河流整治工程中的生态设计技术。结合不同类型的示范工程，进行了工程建设和技术推广。

撰写和出版专著２部 （《生态水利工程原理与技术》、《生态水工学探索》），在学术期刊发表论

文５１篇，获得２项发明专利和３项实用新型专利。部分成果被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技术政策时参

考吸纳，国家标准ＧＢ５０２８６—９８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修订工作中采纳了本研究的部分成果，指导

了浙江省 “万里清水河道建设”的技术规章制订，取得了显著环境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董哲仁、孙东亚、彭　静、赵进勇、何旭升、杜　强、许明华、谭红武、李国强、朱　瑶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科技园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孙东亚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９０９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３６９２７ 电子信箱：ｓｕｎｄｙ＠ｉｗｈｒ．ｃｏｍ



７０　　　

沿江水网地区高效清淤排涝及群闸防洪调控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现代水利科技创新项目

计划编号：ＸＤＳ２００４ ０４

获奖情况：

沿江水网地区高效清淤排涝及群闸防洪调控技术研究是应用智能控制与现代优化理论，研究并

确定了群闸闸门开启方式及其优化技术，建立了与之对应的清淤排涝和群闸调控技术体系，为沿江

水网地区高效清淤排涝及群闸防洪调控提供科学依据和动态模式。

该项研究成果为政府提供沿江水网地区减灾防灾、水利资源安全保障提供了决策依据，对促进

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该项研究成果的主要创新性：

一、率先采用现代控制技术、数据库技术及网络技术对靖江河网群闸进行管控一体化实践，成

功建立了以网络为基础的靖江群闸现代化管控一体化系统。

二、首次运用河网数学模型和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建立了水闸群智能调度决策技术框架体系，

确定了水闸神经网络调度模型的输入输出条件，并成功加以应用。

三、对基于模糊逻辑的水闸防洪调度决策技术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应用遗传算法优化水闸防洪

调度方案的技术。

该项研究成果已在长江靖江段等地方成功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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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纲鉴、李　云、樊宝康、罗　勇、顾正华、刘　放、夏金根、叶俊军

单位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樊宝康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２３８

传 真：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２２２ 电子信箱：ｂｋｆａｎ＠ｎｈｒｉ．ｃｎ



五、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７１　　　

应用生态方法治理洋河水库、于桥水库污染水体示范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２ ０４

获奖情况：

应用生态方法治理洋河水库、于桥水库污染水体示范研究是对洋河流流域污染源及水质现状进

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实验分析，明确了影响区域及水体内污染物负荷状况，提出了水库污染负荷

承载能力指标及流域污染控制对策；分析评价了水库富营养化程度及藻毒素的发生规律；得出的藻

毒素调查数据为水库水质风险管理提供了决策依据。

该项成果开发出的岸边植被恢复技术、浸没式生物滤池技术、潜流人工湿地技术、水生植物净

化技术、淀粉上清液重复利用实验和沟塘系统处理村落污水示范工程等，为北方水库富营养化防治

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示范作用。

无饵养鱼控制藻类增长的研究表明：

一、于桥水库浮游植物的优势种属硅藻、蓝藻型，主要为铜绿微囊藻，克罗顿脆杆藻。浮游动

物主要的优势种，如僧帽蚤，长额象鼻蚤和轮虫等，均为温带富营养型湖泊的代表种。

二、滤食性动物作用使浮游植物的个体数量减少，特别是蓝藻所占比例下降，室内投放密度为

２７～３５ｇ／ｍ
３，对浮游植物特别是蓝藻的摄食效果明显。

三、室内试验鲢鱼对浮游植物日均摄食率计算结果显示，浮游植物密度越大，摄食效果越

明显。

项目主要创新性：

一、浸没式生物滤池技术。

二、生态垫岸边植被恢复技术。

三、水体叶绿素模拟技术。

该项研究成果突出，共发表论文１２篇，取得实用新型专利２项，成果已得到应用，具有明显

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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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天津市水利勘测设计院、天津市水利科学研

究所

主 要 完 成 人：李文奇、周怀东、郝桂玲、刘玲花、高季军、郝　红、曾　平、陈　伟、张　静、张　旭、李广贺、

刘艾礼、董光森、辛红光、李凤彬、王宏江等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１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李文奇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０５９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７２７７８ 电子信箱：ｌｉｗｅｎｄａ＠ｉｗｈｒ．ｃｏｍ



７２　　　

南水北调对长江口水沙及生物影响研究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３ＤＩＢ３Ｊ０８０

获奖情况：

南水北调对长江口水沙及生物影响研究是通过广泛收集水、沙、盐、水质、水生物等资料，进

行长江口生物资源与理化因子的现状调查，运用一维、二维数学模型进行南水北调工程对长江口

水、沙、盐、潮等因子的影响计算分析，并预测其变化对水生物带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

措施建议。

一、针对南水北调工程取水点距离长江口较远，在国内首次采用一维长河段 （宜昌至大通、大

通至徐六泾）数学模型和局部 （河口）二维数学模型联合计算的方法，研究南水北调对长江河口带

来的影响，方法上具有创新性。

二、建立了流域调水对河口水沙及生境因子影响的水、沙、盐、潮数学模型，可以综合考虑不

同线路调水的叠加影响，定量计算了南水北调工程中、东线调水对长江口河段径流量、潮位、流

速、潮量、汊道分流比和河床冲淤，及其盐度分布的影响，该模型具有通用性和推广性。

三、在调查分析长江口水环境、水生物现状的基础上，应用水利和生态环境学科理论，结合

水、沙、盐数学模型计算结果，分析研究了南水北调中、东线工程对长江口水生物的影响，并提出

了相应的舒缓措施建议。

该项研究成果具有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

主 要 完 成 人：卢金友、张　杰、吴生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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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７３　　　

水环境中有毒有机物分析检测标准体系研究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３ＤＩＢ７Ｊ０６５

获奖情况：

重点研究和开发适合我国国情又尽可能与国际接轨的灵敏可靠的痕量有毒有机物分析检测标准

方法。

该项成果在充分调研国内外先进标准的基础上，建立了水环境中１０类１５５种有毒有机物的标

准分析方法，构建了适用于我国的有毒有机物分析检测标准体系，并对方法中的分析条件进行了大

量优化试验。

该项成果建立的１０类有机物分析方法包括：挥发性卤代烃类、苯系物、氯代烃类、多氯联苯

类、酚类、硝基苯类、多环芳烃类、邻苯二甲酸酯类、有机氯农药和有机磷农药。除Ｎ 亚硝基二

乙胺，Ｎ 亚硝基二正丙胺以外，基本涵盖了我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于１９８９年通过的 “水中优先控制

污染物黑名单”中的有毒有机化合物种类。

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有机分析样品前处理方法，包括４个样品富集方法和６个净化提纯方法，填

补了我国有机分析前处理技术的空白。

建立了水环境有毒有机物分析监测质量保证质量控制体系。从样品采集与保存、前处理、设备

调试校核、样品前处理、分析操作和成果检验等构建了一整套分析监测质量保证质量控制技术体

系，为今后水环境监测工作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

该项成果建立的有毒有机物分析方法，已应用于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城市饮水安全保障规划

的水源地有毒有机物调查项目中，结果证明：建立的有毒有机物分析方法精密度、准确度、方法检

测限与先进国家和国际标准方法相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该项研究成果对保护水资源与水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刘玲花、周怀东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科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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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４　　　

西北牧区水草畜平衡与生态畜牧业模式研究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２ＤＩＢ５０１０９

获奖情况：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西北牧区水草畜平衡与生态畜牧业模式研究是从水资源系统—草原生态系统—社会经济复合系

统耦合机理方面入手，综合考虑水资源对地区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支撑能力，针对

西北牧区典型区域建立了牧区水草资源可持续利用优化决策模式，提出了人工种植冷季补饲型和暖

季放牧、冷季舍饲型两种生态畜牧业建设模式。应用该模式，完成了两个模式的区域性优化决策，

得出灌溉饲草料基地面积分别应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１．５８％和３．０％的结论。

该项成果主要创新性：

一、提出了西北牧区水草畜平衡的阈值，确定了以水利建设为基础的草地生态系统管理模式。

二、建立了牧区水利建设多目标层次分析法评价模型，确定了各项指标相应的权重及西北牧区

灌溉人工草地建设规模。

三、提出了天然草地地下水—土壤—植物—大气连续体 （ＧＳＰＡＣ）系统模型，确定了天然植

被生长与地下水位相互影响的定量关系，得出了天然植被生态需水量的估算值。

该项成果在试验研究的同时，开展了技术服务与示范工作，辐射面积３７００ｈｍ２，其灌溉水利用

率达到７０％以上，降水利用率提高了２０％～２５％；林草植被覆盖率增加２０％～３０％，土壤侵蚀量

减少２０％以上；经济效益提高２５％以上，社会、生态效益显著。该项成果针对西北牧区水草资源

利用现状，研究解决了一系列生态水利的关键技术，对西北牧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水利局、内蒙古鄂托克前旗水

务局

主 要 完 成 人：李和平、包小庆、史海滨、白巴特尔、任　杰、郭克贞、赵淑银、杨文勇、吕　森、张海滨、赵志

军、牛　海

单位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大学东路１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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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７５　　　

河道整治生态水工技术的开发与推广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ＴＧ０３０１

获奖情况：

河道整治生态水工技术的开发与推广成果在对国内外河道整治技术现状调研的基础上，对河流

整治中生态工程的理论基础、基本原则、设计方法、整治技术以及评估标准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研

究，为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

开发了生态垫、护坡垫、净水石笼、柔性护岸排和生态石笼等５种生态型材料与结构，获得２

项发明专利和３项实用新型专利。相关技术在工程建设中得到推广应用。

完成了浙江省海宁市辛江塘河道整治工程、湖南生态型堤防工程、深圳市田下河和观澜河生态

整治工程三个示范工程建设，取得了显著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挥了很好的示范

作用。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董哲仁、孙东亚、何旭升、许明华、刘思源、李永祥、赵进勇、陈绍金、罗　帷、杨海军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科技园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孙东亚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９０９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３６９２７ 电子信箱：ｓｕｎｄｙ＠ｉｗｈｒ．ｃｏｍ



７６　　　

生态水工技术成果总结与现场推广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ＴＧ０４１９

获奖情况：

生态水工技术成果总结与现场推广主要有以下成果。

一、为进一步总结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了解国内外相关技术的发展状况，推广成功的理论和实

践经验，在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的主持下，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４～２５日在杭州组织召开了 “河

流生态修复技术研讨会”，来自科研单位、高等院校、流域机构及有关省市生产应用部门的专家、

学者和技术人员１００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出版了 《河流生态修复技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水利水

电出版社出版），会议情况在水利部科技网进行了专题报道，课题组参与了会议筹备和论文集编辑

工作。同时，项目选择浙江省海宁市辛江塘示范工程召开现场推广会，组织会议代表实地参观考

察。借此机遇，对邻近未曾治理、近自然的大运河也进行了考察。通过技术交流，使会议代表加深

了认识，对河流生态修复的理念与技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二、完成 《生态水利工程原理与技术》及 《生态水工学探索》两部专著，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

社于２００７年３月出版。《生态水利工程原理与技术》一书在系统阐述河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基

础上，分析了水利工程对生态系统的胁迫效应及其机理；针对传统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和管理方法的

不足，提出了生态补偿和生态修复的对策和技术以及构建与生态友好的水利工程理论和技术体系。

《生态水工学探索》一书选取了课题组近年发表的４０篇文章，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结集出版。文

章内容主要包括生态水工学理论框架、水利工程的生态影响及其补偿、河流生态修复规划设计方

法、河流生态修复工程技术、河流健康及评估以及受损水体的生态修复技术６个方面内容。中国科

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潘家铮先生为专著作序。

三、在水利科技信息网上开辟了 “生态水工学”专栏，刊登有关研究成果和论文，扩大了成果

的推广范围。该专栏被若干国内知名网站全部或部分转载。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董哲仁、孙东亚、赵进勇、丁留谦、王春来、许明华、严齐斌、罗　帷、姚晓红、沈思阳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科技园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赵进勇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９０９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３６９２７ 电子信箱：ｚｈａｏｊｙ＠ｉｗｈｒ．ｃｏｍ



五、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７７　　　

水库规模化健康养殖技术

任务来源：科技部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０４ＥＦＮ２１６８００３４６

获奖情况：

水库规模化健康养殖技术是以我国不同区域、不同功能特点的３座水库为示范基地，围绕水库

规模化健康养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开展了水库理化性状和浮游生物调查、生态渔业调控、

网箱环境容量模型验证、网箱集约化养殖和高效低污饲料的研制与推广等工作，进行了关键技术与

共性技术的组装、配套与创新，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水库天然鱼类增殖和生态调控技术、水库网箱养

鱼的承载力模型及环境容量管理技术、水库规模化网箱健康养殖技术。

该项成果的实施，不仅使中试水库的经济效益得到提高，还为库区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带动

了库区农民致富，使库区农民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还有利于水库生态环境的改善和渔业结构的调

整和水库渔业的健康、稳步、持续发展，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

主 要 完 成 人：刘家寿、彭建华、黄道明、胡传林、陈文祥、吴生桂、朱爱民、梁银铨、汪红军、程郁春、梁友光、

程临英、黄永川、王曙光、胡盛新等

单位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５７８号 邮政编码：４３００７９

联 系 人：蔡少华 联系电话：０２７ ８７１８８１７５

传 真：０２７ ８７１８９６２２ 电子信箱：ｈｕａｓｈ２００２＠ｍａｉｌ．ｉｈｅ．ａｃ．ｃｎ



７８　　　

细菌性水产病害快速选药装置的中试推广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０４ＥＦＮ２１６８００３４７

获奖情况：

细菌性病害由动物群体中的致病菌感染、传播引起。致病菌的抗生素敏感性变化很快，仅凭以

往经验用药往往无效。因此，病害发生时最好进行多种抗生素的药敏检测，从中选出无公害的有效

药物用于治疗。通过对症下药，在最短时间内控制病害、减少经济损失；同时，无公害用药还能保

证养殖产品顺利出口或作为绿色食品内销。

细菌性病害诊断选药盒是北京东方天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一种可在生产场所和家庭应用

的细菌敏感药物筛选装置，能帮助普通用户在细菌病发生时简便、快速、准确、经济地选择有效的

药物，为动物病害的防治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该产品分三大类，分别适用于水产养殖、畜禽养殖

和宠物。该产品属国内首创，它的推广应用将极大地减少细菌性病害造成的经济损失。

通过该项成果，建成了年生产能力２０万套的生产基地，中试生产规模超过５万套，并开展了

多种形式的宣传培训，建立了多级营销网络，在全国２７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得到推广应用。

同时，拓展研发出了应用到畜禽养殖中的新产品。

该项成果源于实际需要，切合国情，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具有广阔

的市场前景，建议继续加大投入和推广力度。

主要完成单位：黄河水利委员会经济发展管理局、北京东方天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主 要 完 成 人：郝玉芬、郭银汉、杨小强、高　翔、刘　铁、李大为、周　丽

单位地址：北京１０００７８信箱４７分箱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７８

联 系 人：郭银汉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７３０４３４４

传 真：０１０ ６７３５１９１２ 电子信箱：ｇｕｏｙｉｎｈａｎ＠１２６．ｃｏｍ



五、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７９　　　

云南省晋宁县大春河小流域生态环境建设科技园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ＴＧ０３１４

获奖情况：２００３年昆明市科学技术奖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云南省晋宁县大春河小流域生态环境建设科技园土地总面积２５４９亩。针对流域内地形、地貌，

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对其中土质较好的１００４亩坡耕地进行了连片改造，回填冲沟破箐，并增加土

地使用面积６０亩。

一、主要工程

修建泵站１座，拦沙坝６座，小型坝塘３座，蓄水池７２个，铺设管道７．６５ｋｍ，水平沟、截水

沟１４３００ｍ；区内道路７．１５ｋｍ；利用水泥桩及三角刺铁丝、沿线种植薇花，建设生物护栏。

二、采用的技术

（一）建立一个以水土保持治理与开发相结合，把山、水、林、田、路加以综合考虑，集小型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坡改梯工程、节水灌溉措施等为一体，布局合理，科技含量高的小

流域综合试验示范区。

（二）优良水土保持林分模式选择及营建技术，严重侵蚀沟壑治理技术，以水土保持为主的高

效生态经济林模式选择及营建技术，封山育林技术。

（三）以喷灌和微喷灌相结合的高效节水灌溉技术以及优质高效苗木培育技术。

（四）提高了经果林、鲜切花、无公害蔬菜、畜牧养殖、产品加工、生态旅游观光同时并举综

合经营管理技术。

三、社会、环境效益

（一）减轻了自然灾害：有效降价了水土流失对土地的破坏；减少了沟道、河流的洪水、泥沙

危害；减轻了滑坡、泥石流以及干旱等不可抗力因素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威胁，治理区内的生态环

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二）促进了治理区当地的发展：完善了农业基础设施，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调整了土地利用

结构，带动了周边群众发家致富奔小康，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等问题。

（三）为晋宁县乃至全市、全省为今后的小流域综合治理提供了模式，作出了示范，创造了一

个全社会重视生态环境建设、投入保护生态环境、积极主动参与生态环境建设的良好氛围。

主要完成单位：云南省晋宁县水土保持管理站

主 要 完 成 人：宋常喜、范雯花、吴耀中、吴红强、王燕良、秦建明

单位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昆阳街７１号 邮政编码：６５０６００

联 系 人：范雯花 联系电话：０８７１ ７８０７９３５

传 真：０８７１ ７８０７９３５ 电子信箱：ｚｈａｏｙａｙ＠１６３．ｃｏｍ



六、水工结构与材料



六、水工结构与材料

８３　　　

混凝土高坝施工温度控制决策支持系统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２ ０１

获奖情况：

混凝土高坝施工温度控制决策支持系统是在总结国内外混凝土坝温度控制理论和经验的基础

上，运用软件工程理论，开发混凝土高坝施工温度控制决策支持系统。该系统具备数字图形前处理

和可视化后处理功能、快速大规模温度场及应力场仿真分析功能、温度及应力反演分析与预报预测

功能和施工现场温控决策支持功能。可对混凝土高坝设计、施工和运行管理提供重要技术支持。

主要成果及创新性：

一、在国内外首次完整开发出一套混凝土高坝施工温度控制决策支持系统。该系统可进行全坝

全过程快速的、实时的仿真分析，可对高坝温度场与应力场的变化过程进行整体仿真与预报。具备

数字图形前处理和可视化后处理功能，友好的使用界面，全面的仿真分析、反演分析与决策支持

功能。

二、该系统实用性强。可根据混凝土高坝实际施工进度、浇筑工艺和温控措施及接缝灌浆等真

实情况，利用实际数据进行实时仿真分析，及时反映全坝实际温度场和应力场状况，预测未来温度

与应力的变化，掌握其变化规律，为现场施工温控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三、该系统可在同一可视化仿真分析平台上进行反演分析计算。对实际施工现场的混凝土热学

参数、各项温控指标和措施进行反演分析，为正确反映大坝温度场和应力场状况提供更好的条件。

四、温控决策支持子系统具备丰富的案例、图表、标准和方便的检索功能，可针对现场温度控

制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情况提供多种应对预案，便于现场对出现的情况及时采取对策。

五、系统开发出完备的仿真分析数据库，采用全新的数据结构和友好的用户界面，克服了混凝

土高坝施工仿真分析输入及结果数据数量巨大、关系复杂、整理分析困难等难点；通过丰富的界

面、表格和强大图形图像功能，实现了从建模到结果分析全过程的可视化仿真分析。

该项成果研发的系统不仅可应用于混凝土高坝施工温度控制决策，也可应用于混凝土高坝的设

计和运行管理。该项成果已在浙江周公宅拱坝的建设全过程和初期运行中得到成功运用，并拓展应

用于安徽陈村拱坝多年运行后的安全分析，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该成果具有广阔的

推广应用前景。

该项成果总体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朱伯芳、张国新、许　平、杨　波、魏　群、吕振江、贾金生、郑璀莹、周剑峰、刘　毅、胡　平、

杨　萍、梁建文、张　翼、郭之章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１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朱伯芳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４５７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８８９１１ 电子信箱：ｂｆｚｈｕ＠ｉｗｈｒ．ｃｏｍ



８４　　　

微坍落度混凝土研究及其在碾压混凝土坝中的应用

任务来源：计划外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２００７年度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微坍落度混凝土研究及其在碾压混凝土坝中的应用开发了一种稠度介于常态混凝土和碾压混凝

土之间的微坍落度混凝土，并与另外三种混凝土的性质和施工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技术路线

正确。

该项成果创新性：

一、微坍落度混凝土的坍落度小于０．５ｃｍ，ＶＣ值为１～３ｓ，易振捣密实。

二、微坍落度混凝土与目前常用的变态混凝土相比，水泥用量少，抗裂性能好。

三、微坍落度混凝土具有良好的强度、极限拉伸、胶强比、抗渗、抗冻等性能，胶凝材料用量

比变态混凝土少。

四、微坍落度混凝土可按配合比直接拌制，采用振捣棒振捣，与变态混凝土相比，便于施工控

制，可保证混凝土质量，降低工程造价。

微坍落度混凝土已在玄庙观碾压混凝土双曲拱坝应用，经坝体现场钻孔取样、试验，各项指标

满足设计要求，工程运行良好。

微坍落度混凝土是当前碾压混凝土坝设计、施工和科研中的重大革新，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该项目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主 要 完 成 人：武永新、杨天生、曹楚生、郑思俊、韩　强、包日新、李启业、彭正光、裴彦青、金　琼、苗　青、

王晓辉、王　浩、许颜军、王　瑛、谢　坤、谢远静、袁爱华、王志国、鲁永华、李　昆、翟中文

单位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洞庭路６０号 邮政编码：３００２２２

联 系 人：沈晓霞 联系电话：０２２ ２８７０２８５３

传 真：０２２ ２８３４３９９１ 电子信箱：ｓｈｅｎ＿ｘｘ＠１６３．ｃｏｍ



六、水工结构与材料

８５　　　

喷涂高抗冲磨材料新技术的开发研究和应用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６００１

获奖情况：

喷涂高抗冲磨材料新技术的开发研究和应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该项目优选的聚脲弹性体材料本体拉伸强度可达２０ＭＰａ以上，扯断伸长率为３８０％，撕裂

强度大于５０ｋＮ／ｍ，抗冲磨强度达到Ｃ４０硅粉混凝土的１０倍以上，高速水流 （达４０ｍ／ｓ）冲刷无脱

落，具有良好的柔韧性、抗渗性、耐磨性、抗冻性和抗老化性。

二、针对水利水电工程特点，开发了适用于潮湿混凝土基面的ＳＫ型界面剂。

三、对现有喷涂聚脲设备进行了配套，在小浪底水利枢纽２号排沙洞及新安江水电站溢流面等

工程进行了现场试验，可在任意曲面、斜面及垂直面上喷涂成型，不产生流挂现象，满足水利水电

工程快速施工的要求。

四、该项成果首次在黄河龙口水电站底孔和怀柔水库西溢洪道等混凝土抗冲磨防护工程应用，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五、在室内外试验和工程应用中，总结提出了有关喷涂聚脲施工工艺及质量控制方法。

六、主要创新性：

（一）在国内首次将喷涂聚脲技术引进水利水电工程，并进行了系统的室内外试验和工程应用，

证明了喷涂聚脲抗冲磨、抗渗能力强，适用于水利水电工程的混凝土抗磨损、防渗和防腐等防护

工程。

（二）针对喷涂聚脲弹性体技术，开发的适用于潮湿混凝土基面的ＳＫ型界面剂粘结效果良好，

潮湿面粘结强度大于２ＭＰａ，并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三）建立了在水利水电工程中喷涂聚脲的施工工艺及质量控制方法。

七、研发的喷涂聚脲弹性体抗冲磨技术采用了新型抗冲材料，简化了施工工艺、加快了施工进

度，技术先进，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填补了我国水利水电工程中薄层喷涂抗冲磨技术的空白，有

力地推动了水工建筑物抗冲磨技术的发展，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综上所述，该项成果总体上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中水科海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主 要 完 成 人：孙志恒、甄　理、鲁一晖、方文时、李守辉、张家宏、鲍志强、夏世法、岳跃真、付颖千、关遇时、

罗庆元、杨伟才、张福成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１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孙志恒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４７２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２９６８０ 电子信箱：ｓｕｎｚｈｈ＠ｉｗｈｒ．ｃｏｍ



８６　　　

加筋土挡墙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４０９

获奖情况：

加筋土挡墙技术研究是依托深圳河治理挡墙工程，针对其位于沿海潮间带地区、建立在软基之

上且环保要求高等特点，通过室内外试验与理论计算分析，对加筋土挡墙地基与挡墙相互作用、设

计计算理论与方法、施工工艺与保养方法等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该项成果在下列几个方面取得了创新性：

一、研制了室内大型拉拔试验系统，有效地降低了模型槽边界对试验结果的影响，开展了不同

长度筋带和不同上覆载荷作用下筋带摩擦特性参数变化规律的试验研究。为加筋土挡墙设计指标的

选取与试验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制定相关规范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二、首次运用大型离心机模型试验，模拟了填筑施工、水位变化等工况，对不同面板形式 （分

块、整体）与不同强度地基相互作用的加筋土挡墙工作特性进行了系统研究。

三、首次提出了土体内插加筋单元考虑土—筋带—面板挡墙联合作用的有限元计算与简化计算

分析方法，结合依托工程验证了计算理论与方法的可靠性，丰富了加筋土挡墙工程的计算理论和计

算模型。

四、提出了完整的加筋土石渣挡墙施工工艺和养护方法。

该项成果已成功应用于深圳河治理工程中，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深

圳和香港有关部门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研究成果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

综上所述，该项研究成果在加筋土工程领域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深圳市治理深圳河办公室、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河海大学、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主 要 完 成 人：乐茂华、赵维炳、李同春、顾　培、王富永、朱寿峰、高长胜、栾新顺、刘晓青、唐彤芝、洪维元、

靳常年、吴国诚、王清芬、孙耀国

单位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珠光路宝珠花园碧涛阁 邮政编码：５１８０５５

联 系 人：勒常年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 ２６７５１７３０

传 真：０７７５ ８３５９１８５８ 电子信箱：



六、水工结构与材料

８７　　　

犞犎犇微菌生物污水处理回用装置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５０９

获奖情况：

ＶＨＤ微菌生物污水处理回用装置是针对我国水资源的日益紧缺，水污染严重的情况，引进了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ＶＨＤ微菌生物污水处理回用装置。该装置质量可靠、性能稳定，能够有效地

对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进行处理，经过处理后的回用水的各项指标能达到或超过国家制定的灌溉和

生活中的非饮用水的标准，既可直接排入江河，也可用于灌溉等。达到了保护生态环境，节约水资

源的目的，市场前景广阔。

在消化吸收进口的水处理设备的基础上成功研制了国产化样机，在以下方面实现了技术创新：

一、微菌生物滤膜：起到消耗有机物，截留水中颗粒状的悬浮性杂质。并且经生物反应器培养

成的微菌生物膜在污水处理运行过程中不需要为生物菌添加养料，不需要调整ｐＨ值，不需添加化

学成分，既经济又环保。

二、均衡水流系统：使相同运行方向各位置的废水流速均衡一致，与生物菌保持最长时间的接

触和最佳的生物处理效果，彻底除去有机物。

三、固定条形膜：保证水流最大面积地接触到有生物菌附着的条形膜表面。使污水均匀与生物

膜接触，改变水流方向，增加处理流程长度，生物膜易新陈代谢，不堵塞，不需更换不需强烈反

冲洗。

四、逻辑控制软件技术：采用逻辑控制软件，进行程序编制控制，并用ＰＬＣ对其进行连续监

控，将ＰＬＣ和ＳＣＡＤＡ系统连接发送信号和遥控管理。

国产化的水处理设备的性能和各项技术参数均满足设计要求，生产成本低，性价比高，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经过处理后的回用水能够达到国家规定的灌溉及排放的要求。该项成果在国内进行了

推广，应用效果良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江河机电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主 要 完 成 人：郭云峰、侯放鸣、胡剑明、陈东清、王　琦、杨　萍、杨书铭、董宝树、慕建中、邵维良、顾法生、

赵法新、崔俊峰、曹云伟

单位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海鹰路１号院７号楼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７０

联 系 人：王　琦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８３６８１５６４

传 真：０１０ ８３６８１４８８ 电子信箱：ｗａｎｇｑ＠ｃｈｉｎａｊｍｅ．ｃｏｍ



８８　　　

防止水工闸门淤堵的振动液化技术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２０５

获奖情况：

防止水工闸门淤堵的振动液化技术是针对我国水利工程中存在的闸门淤堵问题，成功地开发了

自振式闸门，进行了大比尺模型试验，开发了相应的数值分析方法，对其中的关键技术和影响因素

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成果如下：

一、本研究利用振冲液化开启泥沙淤堵闸门是从一种全新的角度研究和利用液化，立意新颖，

创新性强；成果表明，用振冲液化开启泥沙淤堵闸门是可行的。

二、成功研制了自振式闸门，包括闸门激振系统的研制与开发、高压冲水设备研制、闸门设计

加工、控制系统开发研制等。

三、进行了大型自振式闸门模型试验，验证了自振式闸门的可靠性和振冲减阻效果。研究表明

自振式闸门减阻效果明显，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四、开发了用来研究利用振冲液化开启泥沙淤堵闸门的数值分析方法，对闸门前淤积土的静、

动力特性进行了试验研究，取得了淤积土料的静、动力计算参数，并通过与模型试验结果的对比分

析，对开发的数值分析方法进行了验证。

五、通过模型试验和数值分析，进一步验证和明确了自振式闸门的减阻机理。在闸门振动条件

下，由于振动孔压的升高，甚至液化，使得土与闸门之间的摩阻力显著减小，从而能够实现在泥沙

淤堵条件下顺利开启闸门。

六、采用模型试验和数值分析方法相结合的手段，对利用振冲液化开启泥沙淤堵闸门的关键技

术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工况的研究，得到有关振动方向、振动频率、振动加速度、振动时间、提升

时机、土性影响和高压水冲效果等影响规律。

七、形成了一整套实用的应用振冲液化顺利开启泥沙淤堵水工闸门的技术，并成功开发了配套

产品—自振式闸门，可推广应用。

该项研究成果突出，推广应用前景广阔，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显著。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陈祖煜、赵剑明、陈　宁、刘启旺、王　宏、边京红、刘小生、常亚屏、梁文杰、王全柱、肖兆君、

黄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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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煜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６９７６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７８６９７０ 电子信箱：ｃｈｅｎｚｕｙｕ＠ｉｗｈｒ．ｃｏｍ



六、水工结构与材料

８９　　　

环境友好型高弹性快固化防护涂料的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３２５

获奖情况：

环境友好型高弹性快固化防护涂料的研究。对构成弹性体涂料的配方组成进行试验筛选，试验

其对最终涂料性能的影响，通过多种影响因素对性能的影响研究，优化试验配方，研制得到环境友

好型快固化喷涂弹性体涂料。

研究有无界面剂时在钢和混凝土的表面上喷涂弹性体涂料对其附着力的影响，以确定合适的喷

涂工艺条件。对钢结构和混凝土结构不同表面处理状态对附着力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得出在钢的表

面，喷砂除锈和酸洗除锈附着力较高，而手工除锈附着力略低。在混凝土表面的附着力离散性

较大。

优化后的喷涂弹性体涂层耐酸、耐碱、耐盐水、耐盐雾性能优异，具有较高的防腐蚀性能。喷

涂弹性体涂层委托检测结果达到或超过合同预定的指标。

喷涂弹性体涂料在水闸基础桩工程上的应用。针对浙江绍兴曹娥江大闸预应力混凝土管桩的实

际情况进行防腐蚀施工前的施工准备工作，包括涂料的生产、设备的试喷涂、现场施工器具的备

置、施工工序的设置和时间的优化、人员的配置、施工进度的安排等。从现场的气候和环境要求、

底材的表面处理方式和等级、喷涂工艺参数的设定、各喷涂工序的技术要求等方面对涂料的施工工

艺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探讨，为新材料的进一步推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孙红尧、王家顺、邵全卯、黄国泓、周国卫、傅森彪

单位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孙红尧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９６２３

传 真：０２５ ８５８２９６６６ 电子信箱：ｈｙｓｕｎ＠ｎｈｒｉ．ｃｎ



９０　　　

新型防渗材料膨润土垫的开发应用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１３９

获奖情况：

新型防渗材料膨润土垫的开发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膨润土垫的渗透特性研究

膨润土垫的主要作用是防渗，其渗透系数是决定膨润土垫质量的最重要因素。项目重点研究了

膨润土垫中土料含量与渗透系数的关系。成果对膨润土垫的生产与应用具有实用价值。

二、干湿、冻融循环对膨润土垫防渗性能的影响研究

膨润土垫在实际工程中常常要经受干湿和冻融循环的考验，而干湿和冻融循环对其防渗性能的

影响如何，国内资料几乎没有，国外资料也稀少。为此，针对研发的膨润土垫产品进行了干湿和冻

融循环试验研究，以检验干湿和冻融循环对其防渗性能的影响。成果对膨润土垫的实际工程应用具

有指导意义。

三、膨润土垫的接缝及自愈能力试验研究

膨润土垫接缝处的防渗性能以及膨润土垫被刺破后的自愈能力，是衡量其质量好坏的重要指

标。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膨润土垫搭接简单、缝处的防渗能力几乎不受影响，自愈能力强。但具体的

试验结果很少见到报道。为此，开展了膨润土垫的接缝防渗性能及自愈能力试验研究。成果具有先

进性，对膨润土垫的实际工程应用具有指导作用。

四、膨润土垫的摩擦特性试验研究

当膨润土垫用于有坡度的实际工程时，其与构筑物之间的摩擦特性对防渗系统的稳定性有着十

分重要影响。根据可能的应用领域，开展了膨润土垫和混凝土板以及膨润土垫与中砂的摩擦特性试

验。结果表明，不同接触界面的摩擦系数相差很大。浸水状态与干燥状态的摩擦系数也有差别。成

果具有创新性和先进性，对膨润土垫的实际工程应用具有指导作用，为膨润土垫的工程应用设计提

供依据。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陈生水、杨明昌、郑澄锋

单位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贾宁一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８１２３

传 真：０２５ ８３７２２４３９ 电子信箱：ｎｙｊｉａ＠ｎｈｒｉ．ｃｎ



六、水工结构与材料

９１　　　

水工钢结构智能健康诊断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３ １８

获奖情况：

水工钢结构智能健康诊断技术研究是针对典型水工钢结构，提出了粒子群算法的改进方法、遗

传算法的改进方法、动力模型修正的改进方法以及灵敏度分析的改进方法等，并就上述方法所涉及

的多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在多种钢框架和水工闸门模型上的数值仿真分析和试验研究，证

明了上述新方法的可靠性和正确性，为我国水工钢结构的运行安全评估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

支持。

该项成果在多目标优化 “早熟问题”的处理、优化求解过程如何避免搜索盲目性、测量随机噪

声分析及其鲁棒性研究、水工钢结构智能健康诊断技术的理论及其应用等方面具有创新性。

该项成果在提交研究报告的同时，发表了２１篇论文，其中ＳＣＩ收录论文１篇、ＥＩ收录论文１０

篇、ＩＳＴＰ收录论文７篇；培养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各１名。

该项研究成果为水工钢结构健康诊断在国内的工程应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同

时为国内钢结构损伤检测和健康诊断规范和标准提供了参考和依据，另外，将该项成果成功直接应

用于工程实际，将有利于我国水利水电行业钢结构病害防治和诊断技术水平的提高，直接为我国的

水利水电运行和管理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主 要 完 成 人：余　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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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泥沙及江湖治理



七、泥沙及江湖治理

９５　　　

黄河中上游水库三维紊流泥沙数学模型研究及应用

任务来源：水利部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４ ０４

获奖情况：

黄河中上游水库三维紊流泥沙数学模型研究及应用是针对黄河水沙特点，应用紊流随机理论，

开发出三维紊流泥沙数学模型，开展了刘家峡、小浪底水库库区和变动回水区泥沙冲淤的研究、模

型的验证和应用。

该项研究主要创新性：

一、根据窦国仁紊流随机理论，导出了各向异性紊流的Ｒｅｙｎｏｌｄｓ应力的数值格式；首次将紊

流随机理论的精细壁函数应用于边壁处理；模型可应用于高含沙河流水库河床冲淤及异重流的三维

模拟。

二、平面采用正交曲线网格，水深方向绝对分层，用冻结法处理不规则边界，用守恒性较好的

有限体积法离散方程，用Ｐａｔａｎｋａｒ Ｓｐａｌｄｉｎｇ的ＳＩＭＰＬＥ Ｃ算法，开发出了新的适用于自由表面

问题的三维紊流泥沙数值计算方法。

该模型能快速、经济、有效地预测河流兴建枢纽后的有关泥沙问题以及进行工程方案的优选，

研究成果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综上所述，该项研究成果总体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三维浑水异重流数值模拟方面达到了

国际领先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陆永军、窦国仁、陈稚聪、王志力、唐学林、姚文艺、左利钦、高亚军、季荣耀、陆　彦、张防修、

李国斌

单位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陆永军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９３０１

传 真：０２５ ８５８２９３３３ 电子信箱：ｙｊｌｕ＠ｎｈｒｉ．ｃｎ



９６　　　

塔里木河干流河道演变与整治

任务来源：计划外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２００７年度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塔里木河干流河道演变与整治是针对塔里木河干流亟待解决的河道治理与生态恢复问题，采用

现场调研、实测资料分析、泥沙数学模型计算及理论研究等多种手段，对塔里木河干流河床演变规

律、输水输沙能力、河道冲淤与生态环境、河道综合治理措施、输水堤防建设对河道及两岸生态环

境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成果揭示了塔里木河干流河道输水输沙及河床演变的基本

规律，填补了塔里木河泥沙运动及河床演变研究的空白，已在塔里木河综合治理工程中应用，产生

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该项研究的主要成果：

一、对塔里木河干流河道的河势变化、河道冲淤及相关的判别指标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首次

提出了干流河道河型划分的标准、河道稳定性指标、断面水力几何形态及近期河势摆动范围等，建

立了干流河道的挟沙能力公式，揭示了塔里木河干流河床演变的基本规律。

二、探讨了洪水漫溢、河岸崩塌侵蚀与洲滩淤长、河势摆动与改道等河床演变因素对干流河道

两岸生态植被环境的作用与影响。首次论证了干流河道存在游荡型、弯曲型和过渡型三种河型，为

塔里木河干流河道整治提供了技术支撑。

三、通过深入分析干流河道的断面形态与输水输沙特征，考虑干流河道基础资料短缺和水量损

失 （洪水漫溢、引水跑水、渗漏蒸发）严重的特点，首次建立了适用于干流河道不同形态 （枯水、

平滩、漫滩）河槽的输水输沙计算模式，开发了干流河道的冲淤泥沙数学模型，为预测塔里木河干

流河床演变的趋势及河道综合治理效果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四、针对塔里木河干流河道的特性、水资源损耗特点和生态环境建设的要求，提出了干流河道

输水堤防的规划原则、布局形式与堤距堤高，河道整治的部位与形式，引水工程及叠梁式生态闸等

治理措施。

五、深入分析了输水堤防工程对河道冲淤和两岸生态环境的影响，得出修建堤防后中游河段向下

游河道输水比例将增加，导致中游河段淤积减少或冲刷增加，下游河段淤积增加；阐明了输水堤防及

其配套工程实施后，既能维护干流中上游河道两岸的生态环境，又会改善下游河道两岸的生态环境。

该项研究成果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在塔里木河干流河床演变基本规律、输水输沙计

算模式、输水堤防工程布局等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胡春宏、王延贵、郭庆超、胡建华、朱毕生、王玉峰、李希霞、周丽艳、李慧梅、周文浩、祁　伟、

陆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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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泥沙及江湖治理

９７　　　

变态河工模型模拟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４０３

获奖情况：

变态河工模型模拟技术研究是通过原型观测资料与模型成果对比分析、概化模型试验、数学模

型计算及理论分析等多种手段，研究几何变态、时间变态对河工模型试验中悬移质泥沙冲淤变形的

影响，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一、该项成果的创新性

利用系列概化模型较系统的研究了几何变态对悬移质泥沙冲淤变形的影响，提出了满足弯曲河

道悬移质泥沙运动相似性的模型变率限制条件，以及模拟弯曲河道凸岸时，采用动凸岸比定凸岸河

床变形更为相似的新认识；采用一维数学模型，以长江荆江河段为对象，就不同的模型沙，对模型

几何变率、时间变率、模拟长度等对河床冲淤变形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得到了上述因素

与河床变形之间的比尺效应关系。

二、该项成果的应用前景

该项成果和认识对于提高河工模型试验成果的精度和促进变态河工模型模拟技术的发展，具有

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和学术价值。

主要完成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主 要 完 成 人：卢金友、廖小永、宫　平、董耀华、姚仕明、王家生、魏国远、胡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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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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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　　

寒冷地区露顶式弧门冬季运行设计与研究

任务来源：计划外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寒冷地区露顶式弧门冬季运行设计与研究的研究成果解决了寒冷地区输水、调水、水利水电工

程以及需要在冬季运行的表孔闸门的技术难题，融冰技术和设备对类似工程项目的实施奠定了

基础。

埋件结构设计新颖、合理。埋件的设计充分考虑了各项使用功能，在埋件中设置导热油腔的同

时兼顾埋件作为侧轮轨道和止水座板使用功能，同时对保温、隔热等要求进行了全面考虑，实现了

功能和要求的统一。

解决了闸门埋件设计、制作中存在的难题。在对运输和现场安装条件充分调查和研究的基础

上，埋件采用整体制作，提高了制作的可靠性，简化了运输和安装程序。在降低制作安装费用的同

时，提高了制作安装的质量，为工程的长期正常运行，提供了可靠保证。

埋件内加热油腔壁与闸墩混凝土接触的三面均设保温夹层，夹层内采用导热系数低、抗老化能

力强的聚氨酯保温材料，并采用发泡的填充形式，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施工难度和强度，在减少热

量损失的同时，提高了埋件的除冰效果，降低了散热对闸墩混凝土的不利影响。

通过试验研究，优选出合理的设备布置方式及结构形式，研究成果和实际运行表明系统自动化

程度较高，操作运行安全、可靠，检修维护简单、方便，同一种埋件结构型式可适用两种加热方式

属国内首创，循环导热油加热方式技术填补了国内外寒冷地区闸门防冰冻技术的空白。

该项成果已经在丰满三期永庆反调节水库得到了成功的应用，经过４年的实际运行，融冰加热

设备安全、可靠、实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推广应用前景广阔，在国内外大、

中、小型水利水电工程中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尤其适用于在寒冷地区要求闸门冬季运行的工程中

推广。

该项技术成果填补了冬季运行闸门防冰冻技术的空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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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彦斌、苏加林、崔元山、马会全、李正国、李大伟、孙玉龙、陆　阳、胡艳玲、周　兵、葛光录、

李一馥、吕传亮

单位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工农大路８００号 邮政编码：１３００２１

联 系 人：刁彦斌、陈立秋 联系电话：０４３１ ８５０９２１８０、０４３１ ８５０９２０８３

传 真：０４３１ ８５０９２０１５ 电子信箱：ｌｉｑ＿ｃｈｅｎ＠ｓｉｎａ．ｃｏｍ



１０２　　

新疆北疆供水工程关键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现代水利科技创新项目

计划编号：ＸＤＳ２００４ ０５

获奖情况：２００７年度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新疆北疆供水工程关键技术研究是密切结合工程建设实际，围绕调水线路选择、水源工程、沙

漠渠道、长软岩隧洞、大型倒虹吸、膨胀岩地区输水渠道的设计和施工，工程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等

关键技术，与有关科研、设计和施工单位合作开展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

果，对北疆供水工程的顺利实施起到了关键的技术支撑作用。

该项成果的主要技术创新性：

一、重视引水整体方案论证的战略地位。通过多方案比选，提出了合理经济的输水方案。调水

工程全线实现自流，节省了工程运行成本。实际运用情况证明这一整体方案是科学合理的。

二、在深入研究当地气候特征及地形、地质、环境条件的基础上，合理选线，采用了适应沙漠

明渠建设的条带布置施工方案和施工工序、施工工艺，有效地解决了砂砾石垫层的压实和渠床的稳

定性问题。通过改进草方格固沙技术、优选当地野生植物和培植技术，建成了沙漠明渠两侧长达

８１ｋｍ的无灌溉绿化带，形成了防沙固沙综合技术体系，有效地防止了风沙对沙漠明渠安全运行的

威胁。

三、依据５０８个原位监测断面的监测资料，首次提出了极软围岩时空变形特征和稳定的控制标

准，结合先进高效的信息采集和反馈系统，及时支护和衬砌，保证了工程的安全，在单轴抗压强度

０．２６～１．１４ＭＰａ软岩中成功地建成了长达１５ｋｍ的输水隧洞。

四、建成了两个大型倒虹吸工程，其中三个泉倒虹吸最大水头达１６０ｍ、长达１１ｋｍ。解决的主

要关键技术难题有：

（一）首次采用深式进水口和控制出口闸门开度的方法。

（二）集成了减压控制阀与竖式消能井联合消能的技术。

（三）采用多角度、高张力、对称式铺层结构设计方案，满足了大直径缠绕玻璃钢加砂管道

（ＦＲＰ）强度和刚度的要求。

（四）采用了ＰＣＣＰ管材，并在管道插口端设置纵向钢筋和新型喷浆工艺，有效地解决了大口

径、高压力ＰＣＣＰ管道环向裂缝多和喷浆不均匀的难题。

五、首次研发并集成建设了多节点、多专业、多层级长距离调水工程远程监控系统，保障了荒

漠无人区工程的安全运行和适时调度管理。采用太阳能和智能监控柴油发电机组合的供电方案，合

理地解决了无网电地区 （２４０ｋｍ）的供电问题。

六、采取利用河水对土料改性、加强反滤、分区填筑等综合措施，取代了掺石灰水、砂砾料改

性填筑土料的原设计方案，有效地解决了土料的分散性问题。

七、深入研究了多种强腐蚀性介质对发电洞竖井混凝土的综合腐蚀机理，创新试验方法，优选

防腐材料，研究提出的 “堵、隔、抗、排”四种防腐措施相结合综合防腐设计方案，有效解决了发

电洞竖井混凝土的腐蚀难题。

八、重视施工管理和标准化工作，首次提出了沙漠明渠施工质量评定标准；提出了膨胀泥岩、

流塑地基渠段施工质量控制和评定标准；完善了大直径玻璃钢管道和ＰＣＣＰ管道制作、安装埋设质



八、工程建设与管理

１０３　　

量控制和评定标准。

该项研究成果已经成功地应用于新疆北疆供水工程的建设实践，确保了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和

安全高效运行，节省了工程投资，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技

术要求已经被行业规程规范采纳。该项成果总体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开发工程建设管理局、新疆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

主 要 完 成 人：张立德、邓铭江、陈生水、周小兵、李文新、石　泉、王远超、李新江、王　兵、万金平、贺建国、

罗伟林、于海鸣、王佐汉、阮新民

单位地址：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扬子江路２４１号 邮政编码：８３００００

联 系 人：周小兵、陈生水 联系电话：１３８０９９４１１０６、１３８０５１５６８７２

传 真：０９９１ ５９８９９８６、５９８９９９０ 电子信箱：ｓｕｓｕｎａ＠１６３．ｃｏｍ



１０４　　

堤基管涌机理和防治关键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１ ０９、ＳＣＸ２０００ ０２

获奖情况：

堤基管涌机理和防治关键技术研究主要包括：

一、通过管涌破坏砂槽物理模型试验，对堤基管涌发生、发展及破坏的过程进行了研究。对国

内外相关设计规范和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评述，对管涌抢险的合理范围和盖重合理宽度等提出了建

议，对悬挂式防渗墙的作用和合理设计进行了研究。

二、提出了管涌发展动态模拟的概化数学模型，开发了相应的有限元计算程序，实现了管涌发

展的动态模拟。推导并给出了双层堤基盖重设计的理论公式，对盖重设计准则进行了比较研究，并

提出了建议。通过观测资料分析和数值计算对垂直防渗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该项成果的主要创新性：

一、提出了管涌防治中允许管涌发生、但控制管涌破坏在有限范围内从而保证堤防安全的设计

原则。将布莱 莱茵渗径系数方法的思想扩展应用到双层堤基的渗流控制中，对盖重的合理宽度和

管涌抢险的合理范围提出了建议。这是对传统渗流控制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际

应用价值。

二、研究了管涌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渗透破坏现象 （包括流土、接触冲刷等）及其相互作用，对

管涌发展机理有了新的发现和认识。

三、分析了不同堤基条件下管涌机理的特点和差异，发现了三层堤基下卧强透水砂砾石层对堤

基管涌破坏临界水头 （水力比降）的巨大影响以及与单层和双层堤基不同的管涌发展机理和破坏模

式，丰富了对堤基管涌机理的认识，对渗流控制设计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四、研究了双层堤基悬挂式防渗墙在控制管涌发展和提高堤基抵抗管涌破坏能力方面的作用和

效果，提出了双层堤基上悬挂式防渗墙的设计理念、设计准则和设计计算方法。

五、提出了管涌发展动态模拟的概化数学模型，实现了管涌破坏区与非破坏区的统一计算，开

发了相应的有限元计算程序，实现了管涌发展的动态数值模拟。

六、研究了管涌发展过程中渗流场变化的特点，给出了管涌破坏锋面渗透比降变化的过程和特

点，对管涌发展机理、发展速度变化过程、管涌破坏区特点等有了新的发现和认识，解释了管涌物

理模型试验中直观上难以理解的现象。

七、研究了尺寸效应对管涌物理模型试验结果的影响，弥补了物理模型试验受比尺限制的

不足。

八、提出了新的盖重设计计算理论公式，并对盖重设计准则提出了建议。

该项成果在管涌机理、动态模拟、除险合理设计和防治关键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



八、工程建设与管理

１０５　　

果，对我国堤防工程建设和安全管理具有重要理论和应用价值，其部分研究成果已在ＧＢ５０２８６—９８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的修订中采用。

综上所述，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三层堤基管涌破坏的研究和管涌动态模拟成果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丁留谦、姚秋玲、刘昌军、孙东亚、何秉顺、赵进勇、解家毕、张启义、吴梦喜、周晓杰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科技园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丁留谦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５９６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３６９２７ 电子信箱：ｄｉｎｇｌｑ＠ｉｗｈｒ．ｃｏｍ



１０６　　

引张线双向位移自动监测系统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１３８

获奖情况：

引张线双向位移自动监测系统是通过一种双向引张线装置，改变过去单向引张线装置及静力水

准装置只能实现单一测量目的，实现了一线两用，使一套引张线双向测量系统实现过去两套系统的

功能，节约了大量的成本，同时也克服了上述两类系统受温度影响，而导致测量不准以及长期使用

液体的自然损耗而产生误差的缺点，实现大坝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同时监测的自动化系统，用以代

替现在使用的视准线和精密水准、单向引张线和静力水准、大气或真空管道激光准直系统等方法，

达到全天候、低造价、高精度采集大坝水平垂直位移监测数据，以保证大坝安全运行。

该项成果将引张线和静力水准测量技术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双向引张线自动测量系统并在

碧口高土石坝成功应用，解决了利用一条引张线同时测量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的问题，属于国内

首创。

综上所述，该系统的关键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南京水利水文自动化研究所

主 要 完 成 人：徐国龙、周克明、李家群、储华平、方卫华、何录合、周　焱、李　东、吴健琨、王海妹、强永兴、

谢红兰、刘来祝、梅　星、周柏兵

单位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９５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１２

联 系 人：陈　敏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５２８９８３１６，１３６０５１９２６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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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工程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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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大桥水库漫坝风险分析与安全评价

任务来源：计划外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凉山大桥水库漫坝风险分析与安全评价是采用课题组创建的漫坝风险分析理论，全面综合考虑

洪水、风浪、库容和泄洪能力四个方面的随机性，结合凉山大桥水库汛期调度方案，建立了凉山大

桥水库漫坝风险模型，并编制了相应电算程序，就水库对抗１００年一遇设计洪水和２０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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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计算。研究中提出的

以１×１０－６数量级作为凉山大桥水库目标风险概率是可以接受的。

一、风险计算表明：凉山大桥水库采用设计的汛期调度方案，在汛限水位２０１８ｍ的条件下，其

大坝对抗以２０００年一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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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２ 均远

小于１×１０－６，其漫坝安全可靠度高达９９．９９９９９９％以上，故可判定大坝是漫坝安全的。

二、根据漫坝风险计算结果，考虑到凉山大桥水库拥有四川省专业气象台提供的短期降雨预

报、地面水情自动测报系统及洪水预报软件，课题组慎之又慎地就凉山大桥水库汛限水位的动态控

制及其允许最大泄量提出了下列建议：

（一）对于１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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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等于正常蓄水位２０２０ｍ，允许最大泄量３０４ｍ３／ｓ，则ΔＶ２０１８～２０２０＝４５５６万ｍ
３。

（二）对于超过１００年一遇的洪水，直至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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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ｍ，允许最大泄量３０４ｍ３／ｓ。

采纳并实施上述建议，在遭遇１００年一遇及其以下洪水时，其调蓄能力较之现行汛限水位

２０１８ｍ时增加量４５５６万ｍ３，将为水库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三、综上所述，该项目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具有创新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项目所提建议，在

水库工作保证质量的前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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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凉山州大桥水电开发总公司、北京扬帆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主 要 完 成 人：陈肇和、吕建华、孙　颖、王建华、滕莉梅、吕崇祥、李其军、张凤霞、庞　旭、黄春花、倪　萍

单位地址：四川省西昌市航天大道中段 邮政编码：６１５０００

联 系 人：吕崇祥 联系电话：０８３４ ６１０１６１１

传 真： 电子信箱：



１０８　　

青岛市产芝水库漫坝风险分析与安全评价

任务来源：计划外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青岛市产芝水库漫坝风险分析与安全评价是利用课题组创建的漫坝风险理论，全面综合考虑洪

水、风浪、库容和泄水能力四个方面的随机性，建立了青岛市产芝水库漫坝风险模型，结合产芝水

库汛期调度方案，就水库对抗１００年一遇设计洪水和５０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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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分析研究并编制了相应电算程序。研究中提出的以

１×１０－６数量级作为产芝水库可接受的漫坝风险率是适宜的。

一、分析计算表明：采用现行的汛限水位 （即主汛期７１．５ｍ，兴利水位７２．５ｍ），按现行调度

方案进行调度，就产芝水库坝顶高程７７．５ｍ、防浪墙顶高程７８．８ｍ而言，其大坝对抗以５０００年一

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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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为１×１０
－１０，犚２ 为

０．３６１５４３５×１０－７，两者都远小于１×１０－６，故可判定大坝就发生漫坝事件而言是安全的。

二、根据各方案下的漫坝风险分析结果，综合考虑其它因素，产芝水库开展了汛限水位动态控

制及其允许最大泄量的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汛期优化调度方案的建议。产芝水库在遭遇２０年一遇及

其以下的常遇洪水时，汛限水位抬高到７２．５ｍ时，可多蓄水３９００万ｍ３；且在遭遇１００年一遇设计

洪水时，将原设计方案最大泄量２３８７．９ｍ３／ｓ改为限泄最大安全泄量４７９ｍ３／ｓ，则可免去下游泛滥

之灾，从而取得显著的下游防洪减灾效益，足以冲抵上游最大可能受淹０．５ｍ的赔偿费用。

三、该项成果针对缺少淡水资源的青岛地区水库调度运行所提出的方案与建议，在保证大坝工

程安全的前提下，运用得当时，在常遇洪水条件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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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在设计洪水条件下避免下游泛滥成灾，从而取得显著的直接经济效

益和巨大的下游防洪减灾效益。

综上所述，该项研究理论符合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重要理念，其方法具有创新性，成果具有

实用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青岛市水利局、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北京扬帆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主 要 完 成 人：陈肇和、程善福、孙　颖、李忠辉、李其军、刘　静、姜世强、滕莉梅、钟　勇、庞　旭、黄春花、

张凤霞

单位地址：山东省青岛市湛山一路７号 邮政编码：２６６０７１

联 系 人：李忠辉 联系电话：０５３２ ８３８９１６７３

传 真：０５３２ ８３８７３３４１ 电子信箱：ｌｚｈ１２３４＠ｔｏｍ．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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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尹府水库漫坝风险分析与安全评价

任务来源：计划外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青岛市尹府水库漫坝风险分析与安全评价是利用课题组创建的漫坝风险理论，全面综合考虑洪

水、风浪、库容和泄洪能力四个方面的随机性，建立了青岛市尹府水库漫坝风险模型，结合尹府水

库汛期调度方案，就水库对抗１００年一遇设计洪水和５０００年一遇加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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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分析研究并编制了相应电算程序。研究中提

出的以１×１０－６数量级作为尹府水库可接受的漫坝风险率是适宜的。

一、分析计算表明：采用现行的汛限水位 （即主汛期７９．５ｍ，兴利水位７９．５ｍ），按现行调度

方案进行调度，就尹府水库坝顶高程８４．５ｍ、防浪墙顶高程８５．６ｍ而言，其大坝对抗以５０００年一

遇加１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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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为１×１０
－１０，

犚２ 为２．８２１７３６×１０
－８，两者都远小于１×１０－６，故可判定大坝就发生漫坝事件而言是安全的。

二、针对尹府水库，根据漫坝风险分析结果，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开展了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及

其允许最大泄量的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汛期优化调度方案的建议。尹府水库，在遭遇２０年一遇及

其以下的常遇洪水时，汛限水位抬高到７９．７ｍ时，可多蓄水３２６．８万 ｍ３；且在遭遇１００年一遇设

计洪水时，将原设计方案最大泄量５６３ｍ３／ｓ改为限泄最大安全泄量３００ｍ３／ｓ，则可免去下游泛滥之

灾，从而取得显著的下游防洪减灾效益，足以冲抵上游最大可能受淹０．５ｍ的赔偿费用。

三、该项成果针对缺少淡水资源的青岛地区水库调度运行所提出的方案与建议，在保证大坝工

程安全的前提下，运用得当时，在常遇洪水条件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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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在设计洪水条件下避免下游泛滥成灾，从而取得显著的直接经济效

益和巨大的下游防洪减灾效益。

综上所述，该项研究理论符合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重要理念，其方法具有创新性，成果具有

实用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青岛市水利局、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北京扬帆漫安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主 要 完 成 人：陈肇和、程善福、孙　颖、李忠辉、李其军、刘　静、姜世强、滕莉梅、钟　勇、庞　旭、黄春花、

张凤霞

单位地址：山东省青岛市湛山一路７号 邮政编码：２６６０７１

联 系 人：李忠辉 联系电话：０５３２ ８３８９１６７３

传 真：０５３２ ８３８７３３４１ 电子信箱：ｌｚｈ１２３４＠ｔｏｍ．ｃｏｍ



１１０　　

青岛市北墅、黄同、高格庄水库漫坝风险分析与安全评价

任务来源：计划外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青岛市北墅、黄同、高格庄水库漫坝风险分析与安全评价是采用课题组创建的漫坝风险分析理

论，全面考虑洪水、风浪、库容和泄洪能力四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建立了青岛市北墅、黄同、高格

庄水库漫坝风险模型，结合北墅、黄同、高格庄水库汛期调度方案，就水库对抗１０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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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分析研究并编制了相应

电算程序。研究中提出的以１×１０－６数量级作为北墅、黄同、高格庄水库可接受的漫坝风险率是适

宜的。

一、分析计算表明，各水库分别采用现行的汛限水位，按控泄加敞泄的方式，就北墅、黄同、

高格庄水库的坝顶高程和防浪墙顶高程而言，其大坝对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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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和犚２ 都远小于１×１０
－６ （见下表所示），故可判定上述各水库大坝

就发生漫坝事件而言是安全的。

北墅、黄同、高格庄水库的漫坝风险系数

水库名称

现行汛

限水位

（ｍ）

校核洪

水频率

（％）

坝顶

高程

（ｍ）

防浪墙

顶高程

（ｍ）

犚１ 犚２

北墅 １１０．０ ０．１ １１７．７ １１８．８ １×１０－６ １．４０４０１２×１０－９

黄同 ８６．５ ０．１ ９２．４ ９３．５ １×１０－６ １×１０－８

高格庄 ８３．３５ ０．１ ８６．８ ８８．０ ３．６１７４４６×１０－３ １．５５２１４２×１０－８

　　二、针对北墅、黄同、高格庄水库，根据各种方案下漫坝风险分析结果，综合考虑其他因素，

开展了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及其容许最大泄量的研究，提出了如下的汛期优化调度方案的建议。

（一）北墅水库，在遭遇１０年一遇及其以下的常遇洪水时，汛限水位抬高到１１２．０ｍ时，可多

蓄水７０２万ｍ３；且在遭遇１００年一遇设计洪水时，将原设计方案最大泄量１６９０ｍ３／ｓ改为限泄最大

安全泄量１３００ｍ３／ｓ，则可免去下游泛滥之灾，从而取得显著的下游防洪减灾效益，足以冲抵上游

最大可能受淹０．９ｍ的赔偿费用。

（二）黄同水库，在遭遇２０年一遇及其以下的常遇洪水时，汛限水位抬高到８２．６２ｍ时，可多

蓄水８０．４万ｍ３；且在遭遇５０年一遇设计洪水时，将原设计方案最大泄量５９０ｍ３／ｓ改为限泄最大

安全泄量１２０ｍ３／ｓ，则可免去下游泛滥之灾，从而取得显著的下游防洪减灾效益，足以冲抵上游最

大可能受淹０．５ｍ的赔偿费用。

（三）高格庄水库，在遭遇２０年一遇及其以下的常遇洪水时，汛限水位抬高到８３．４５ｍ时，可

多蓄水３１９．６万ｍ３；且在遭遇１００年一遇设计洪水时，将原设计方案最大泄量９８２ｍ３／ｓ改为限泄

最大安全泄量６００ｍ３／ｓ，则可免去下游泛滥之灾，从而取得显著的下游防洪减灾效益，足以冲抵上

游最大可能受淹１．０ｍ的赔偿费用。

三、该项成果针对缺少淡水资源的青岛地区水库调度运行所提出的方案与建议，在保证大坝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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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安全的前提下，运用得当时，在常遇洪水条件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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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在设计洪水条件下避免下游泛滥成灾。

综上所述，该项目的研究理论符合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重要理念，其方法具有创新性，成果

具有实用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青岛市水利局、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北京扬帆漫安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主 要 完 成 人：陈肇和、程善福、孙　颖、李忠辉、李其军、刘　静、姜世强、滕莉梅、钟　勇、庞　旭、黄春花、

张凤霞

单位地址：山东省青岛市湛山一路７号 邮政编码：２６６０７１

联 系 人：李忠辉 联系电话：０５３２ ８３８９１６７３

传 真：０５３２ ８３８７３３４１ 电子信箱：ｌｚｈ１２３４＠ｔｏｍ．ｃｏｍ



１１２　　

坝岸工程水下基础探测技术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４１３

获奖情况：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２００７年创新成果二等奖

坝岸工程水下基础探测技术取得了以下主要成果及创新性。

一、主要成果

利用基于ＰＣ系统的控制设备替代了原有的基于ＳＵＮＳＰＡＲＣ工作站的控制设备；用硬盘存储

替代了磁带机存储；开发了ＶｉｓｕａｌＮａｖ数据处理软件，实现了水下剖面绘制功能；开发了陆上移动

装置和浮厢式水上载体。项目进行期间，还进行了一系列原型试验，实现了系统的集成应用，并开

展了探测模式方面的初步分析研究。试验情况表明，系统的可靠性、易用性、适应性有了很大的

提高。

二、主要创新性

（一）用新型的ＦＳ ＳＢ控制单元替换原有设备，该控制单元支持 Ｗｉｎｄｏｗｓ操作系统，具备导

航、激发和打印接口，数据与控制信号可通过ＴＣＰ／ＩＰ协议传输。

（二）开发的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Ｓｕｂ Ｂｏｔｔｏｍ软件具有地形数据采集、ＧＰＳ导航数据接收、探测数据回

放和剖面标记等功能。编制了专用切割探测剖面软件 （ＶｉｓｕａｌＮａｖ）。

（三）研制了配合Ｘ ＳＴＡＲ系统进行根石探测的专用水上载体、实用的拖鱼移动装置。

三、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Ｘ ＳＴＡＲ”水下剖面仪，能通过高含沙量水流穿透淤泥层，探测到根石顶界面，基本解决了

黄河河道整治工程水下根石探测的难题。可及时发现根石变动的部位、数量，采取预防和补充措

施。经采用预防或及时抢护的办法，还可节省大量的抢险费用。

改进后的Ｘ ＳＴＡＲ水下地形探测系统，其易用性、稳定性和适用性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更

加适应根石探测工作，提升了水下根石探测的整体水平和工作效率。同时，该系统还能广泛应用于

河道、海底地形测绘工作，可为航道、港务等相关行业服务，应用前景广阔，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可在水下根石探测工作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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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元宝、杨　勇、王　锐、李长征、张晓豫、郭玉松、周　杨、黄建通、李　黎、鲁立三、毕　生、

赵圣立、乔惠忠、李　新、朱文仲、赵志忠

单位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顺河路４５号 邮政编码：４５０００３

联 系 人：冷元宝 联系电话：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６８４１

传 真：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６８４１ 电子信箱：ｙｂｌｅ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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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险水库大坝安全诊断及评价系统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１２４

获奖情况：

病险水库大坝安全诊断及评价系统有以下引进项目突出成果和推广应用前景，其中引进项目的

设备和软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一、引进项目

（一）美国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公司生产的ＡＧＩ智能型分布式高密度电法仪 （Ｓｕｐｅｒ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Ｉｍａｇｉｎｇ）。

（二）美国Ｂｅｎｔｈｏｓ公司生产的水下电视系统 （Ｓｔｉｎｇｒａｙ）。

（三）加拿大ＧＥＯ ＳＬＯＰＥ公司研发的土石坝渗流三维分析软件 （Ｓｅｅｐ３Ｄ）。

（四）美国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ｏｒｔａｌＬｔｄ．公司研发的边坡稳定三维极限平衡分析软件 （ＴＳＬＯＰＥ３）。

二、突出成果

通过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结合实际工程需求，进行了哈尔滨市西泉眼水库溢洪道检测、长

江九江大堤震后堤基隐患探测、上海地铁四号线防渗墙渗漏探测、北京市门头沟区地下采空区勘

查；应用引进的软件对青海沟后水库大坝渗透稳定和江西江新洲堤岸抗滑稳定进行了计算分析，满

足了工程需求。

三、推广应用前景

通过应用与实践，证明所引进的设备和软件能够提高我国水库病险检测和其他工程勘查的质

量，促进先进技术的应用，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例如，在２００５年松花江特大污染事故发生

之后，哈尔滨西泉眼水库作为哈尔滨市城市供水备用水源地，水资源尤其宝贵。在不放空水库的情

况下，利用水下电视对该水库溢洪道进行检测，发现了溢洪道结构混凝土剥蚀、骨料和钢筋裸露以

及存在裂缝等隐患。为工程安全评价和加固决策提供了技术支撑，同时也避免了因放空水库所可能

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丁留谦、孙东亚、何秉顺、刘昌军、赵进勇、解家毕、姚秋玲、姚成林、王会宾、黄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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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东亚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９０９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３６９２７ 电子信箱：ｓｕｎｄｙ＠ｉｗｈｒ．ｃｏｍ



１１４　　

水利工程虚拟仿真技术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３１９

获奖情况：

水利工程虚拟仿真技术通过引进国际先进的图形工作站和虚拟现实软件，构成了虚拟现实与仿

真平台。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并通过二次开发和集成创新，将虚拟现实与仿真技术成功地应用到水

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中。

一、主要技术特点

（一）通过对建模技术的深入研究，初步实现了视景仿真、功能性仿真与数据库管理技术有机

集成。特别是通过对虚拟现实与数据库技术的有机结合，开发了基于三维虚拟环境下的水利工程运

行管理系统，并应用于福建省九龙江北溪水闸工程。

（二）针对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所采用的设计平台，将虚拟仿真技术与三维协同设计相结

合，可以对设计进行验证和专业协调，提高对未来事件的预见性。

二、社会经济效益

该项成果还成功地应用于三峡、南水北调等工程。将虚拟现实与数据库进行了结合，实现水利

工程的虚拟现实与信息化管理的集成应用，提高了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水平，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

益与社会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钮新强、覃利明、张德文、王进丰、黄少华、朱　丽、陈　敏、李小帅、郑立平、黄艳芳、傅尤杰

单位地址：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１８６３号 邮政编码：４３００１０

联 系 人：张德文 联系电话：０２７ ８２８２９３７９

传 真：０２７ ８２８２９３７９ 电子信箱：ｚｈａｎｇｄｗ＠ｃｊｗｓｙｊ．ｃｏｍ．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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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坝安全远程分析评价预报系统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３２９

获奖情况：

土石坝安全远程分析评价预报系统的研究成果由４大部分构成：

一、远程服务网站。其硬件部分包括数据库服务器 （ＨＰＬＨ３０００）、交换机 （Ｃｉｓｃｏ１９００）和２

个工作站，软件部分包括网络操作系统 （Ｗｉｎ２０００ｓｅｒｖｅ版）和数据库管理系统 （Ｏｒａｃｌｅ８Ｉ）。

二、数据接口软件。实现了大坝原型监测数据的自动接收和转换。

三、土石坝安全评价软件包。完善了一套土石坝安全分析评价和预报系统，重点解决了监控指

标和安全评价判据，实现了自动评价及资料分析和图表生成的自动化。

四、动态显示系统。实现了土石坝安全状况的动态显示，以及大坝安全评价结果的动态显示。

具体成果，包括研究成果报告、系统技术手册、系统用户手册、系统管理员手册组成各１份。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李国英、沈　婷、霍家平、宣国祥、米占宽、方绪顺

单位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李国英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９５０６

传 真：０２５ ８５８２９５５５ 电子信箱：ｎｙｊｉａ＠ｎｈｒｉ．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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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　　

水库库岸坍滑灾害机理及防治研究技术引进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１１９

获奖情况：

水库库岸坍滑灾害机理及防治研究技术引进了大型非线性有限元软件ＡＢＡＱＵＳ、边坡稳定性

分析软件ＧＥＯ ＳＬＯＰＥ、三维极限平衡分析软件ＴＳＬＯＰＥ３、非连续变形分析ＤＤＡ及数值流形法

ＮＭＭ程序。

一、突出成果及创新性

（一）该项目对引进的５套软件进行了充分的消化吸收，结合库岸坍滑灾害研究及相关工程研

究的需要，对软件进行二次开发或补充功能开发。对清江库区茅坪滑坡、构皮滩水垫塘滑坡、三峡

库区奉节长江大桥南桥头滑坡、清江库区古树包滑坡、三峡库区千将坪滑坡等的变形破坏机理、不

同工况下的变形破坏特征及安全系数、工程加固支护下的稳定性等进行了计算分析讨论，据此对稳

定性进行较合理预测，寻求经济合理的防治工程措施。研究结果为工程设计提供了依据并被相关使

用部门采纳。

（二）由于滑坡灾害的复杂性，其变形破坏机理同时又是当前学术研究的难点和热点。采用了

先进的有限元ＡＢＡＱＵＳ软件、非连续变形分析ＤＤＡ方法，对滑坡启动机制、变形破坏全过程进

行了分析研究。在滑坡的动力机制研究方面取得水位涨落导致茅坪滑坡前缘变形加速，滑坡动力变

为以前缘牵引为主的结论；在千将坪滑坡研究方面确定为推移式滑坡。

二、经济社会效益及推广应用前景

（一）项目多项研究成果已直接为相关工程部门采纳，发挥了经济效益。同时，项目的实施及

研究成果的取得对更深入认识库区滑坡机理，有效论证滑坡灾害防治措施，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

全均具有重要意义，其社会效益明显。

（二）该项目引进的软件及二次开发或补充开发的功能，可直接在库区滑坡及其它滑坡灾害研

究，以及相关工程如高边坡、地下工程等的稳定性评价和分析预测得到应用，也可为我国正在实施

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建设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技术支持。

主要完成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主 要 完 成 人：邬爱清、丁秀丽、张奇华、卢　波、付　敬、杜俊慧、董志宏、黄正加、张　练、张利洁、苏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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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０　　

滑坡灾害评价、预测与防治关键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３ ２１

获奖情况：

滑坡灾害评价、预测与防治关键技术研究是结合多年来在三峡、清江隔河岩等水电工程库区及

坝址区的典型滑坡问题的勘察设计、科研与工程应用实践，对滑坡地质特征与力学特性、滑坡变形

机理及运动过程的数值模拟、滑坡稳定性分析方法、滑坡变形监测预报及控制方法以及滑坡防治措

施与风险评价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初步形成了一套研究复杂环境和地质条件下滑坡问题的综合

分析与评价方法，具有理论意义及推广应用价值。

该项成果主要创新性：

一、提出了改进的二维、三维剩余推力法、多滑面三维块体的分块极限平衡法以及三维弹粘塑

性块体单元法。

二、通过对ＡＢＡＱＵＳ和ＦＬＡＣ３Ｄ的二次开发，实现了含浸润面滑坡区域的饱和／非饱和渗流

计算。

三、实现了用ＤＤＡ方法进行滑坡启动到停止的全过程数值模拟。

四、提出了评价堆积体滑坡变形的犛犻 和犛犳 定量指标评价法和滑坡深部变形监测曲线的分类

方法。

五、研究和提出了调整滑带滑移路径和提高滑坡稳定性的新型滑坡防治措施———复合式阶梯形

置换阻滑键法。

该项研究成果丰富，出版专著２部，发表论文３１篇，其中ＳＣＩ、ＥＩ检索１１篇；部分成果已在

猴子石、杨家槽等滑坡治理工程中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主 要 完 成 人：邬爱清、杨启贵、陈胜宏、丁秀丽、李会中、邹从烈、周火明、李端有、田　斌、张奇华、卢　波、

程少荣、张宝军、李维树、付　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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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水 利 技 术 设 备



十、水利技术设备

１２３　　

犎犕９０００水电机组状态监测综合分析系统

任务来源：计划外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ＨＭ９０００水电机组状态监测综合分析系统功能全面，运行稳定可靠，监测数据准确，界面友

好，分析功能强大实用，在保障机组状态数据可靠性、实时性、完整性的同时，降低了数据传输量

和存储量，提高了客户端响应速度，保证了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该系统在以下四方面取得了创新性：

一、创造性地将动态仿真技术引入到水电机组状态监测领域，为水电机组状态监测开拓了新

思路。

二、系统提供了基于全三维瀑布分析的频谱型征兆提取等多种有效的分析工具，大大提高了系

统获取故障征兆的能力，为机组状态异常早期预警和进行故障诱因分析等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

三、系统采用了远程与本地数据采集、传输相结合的模式，综合利用了工况选择性海量数据智

能入库和基于快速时频压缩的远程数据传输两大技术，在保障机组状态数据可靠性、完整性的同

时，降低了数据传输量和存储量，提高了客户端的响应速度。

四、系统可利用各种分析结果直接进行一般故障的诊断。当诊断所需的征兆不足时，系统将利

用试验驱动型诊断法，给出获取故障征兆的试验方法与步骤，指导诊断人员继续分析与诊断，并给

出消除故障的详细建议。

该系统在太平湾发电厂应用情况良好，在电厂安全运行、状态检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大

中型水电机组运行状态实时监测、状态异常早期预警、故障诱因分析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实用性和很

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综上所述，该成果总体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太平湾发电厂

主 要 完 成 人：唐　澍、潘罗平、桂中华、周　叶、潘春国、张新斌、孙　峰、栾德燕、孟晓超、高忠信、余江成、

邓　杰、张海平、刘　娟、唐拥军等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１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唐　澍、潘罗平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７４５、１３８０１０５１７０７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１５８４９ 电子信箱：ｔａｎｇｓｈｕ＠ｉｗｈｒ．ｃｏｍ



１２４　　

轴流泵水力模型系列型谱分析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其他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水规计 ［２００５］１７５号

获奖情况：

轴流泵水力模型系列型谱分析研究是在南水北调工程水泵模型同台测试成果基础上增补了２台

轴流泵水力模型的同台测试结果，提供了模型系列主要参数表和综合特性曲线；给出了原、模型水

泵之间换算关系以及泵段、装置性能分析方法；开发了轴流泵系列型谱应用软件。

该项成果的主要创新性：

一、从模型泵特性出发，以扬程、比转数分档，建立轴流泵水力模型系列型谱。

二、根据轴流泵水力模型特点，提出了常规表达与无因次系数表达的两种综合特性曲线。以数

据可信度高的南水北调水泵模型同台测试成果为基础，编制了系列型谱并开发了应用软件，软件编

制思路正确、技术先进，具有实用性、开放性。

三、曲线拟合采用三次Ｂ样条拟合方法，提高了数据拟合精度，能准确地进行水泵等效率曲线

的自动绘制。提出的原模型效率换算方法，具有较好的学术价值。

该项成果有利于优秀轴流泵水力模型的推广应用，可促进国内轴流泵泵站建设水平的提高，具

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综上所述，该项成果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河海大学、扬州大学、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主 要 完 成 人：祝瑞祥、于永海、严登丰、牛万军、徐　辉、何成连、秦海鹏、姜晓明、李彦军、闵京声、陈毓陵、

陈松山、张　林、冯建刚、王高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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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海鹏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５４９７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５２２４ 电子信箱：ｑｉｎｈｐ＠ｍｗｒ．ｇｏｖ．ｃｎ



十、水利技术设备

１２５　　

无线感应直读式远传抄表系统

任务来源：计划外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无线感应直读式远传抄表系统是针对 “抄表准确性”和 “运行可靠性”两大问题，开发了无线

感应直读式远传抄表系统，具有如下创新性：

一、首次提出光电反射式七位循环滚动码编码方案，解决了因表具机械间隙引起的零点交越状

态下的数据不稳定问题，提高了读数的可靠性。

二、将光电反射式七位循环滚动码编码方案和光纤传导技术相结合，减小了光电传感器空间尺

寸，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抗杂散光干扰能力。

三、首次将磁场松耦合原理与直读式远传抄表传感器有机结合，有效地解决了大口径水表安装

环境恶劣、电源供给困难的实际问题。

该项成果已在生产实际中应用，具有较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综上所述，该研究成果总体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北京宏建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主 要 完 成 人：张安戈、吴　辉、李占林、刘玉新、段海亮、贾纪峰、张　义、刘华非、王海燕、张　宇、梁英杰、

张　娜、王　岩

单位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北口水利综合楼６３６室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３

联 系 人：张安戈 联系电话：１３４７８１５００８０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５５０４９６ 电子信箱：ｚａｇ８８８８＠１６３．ｃｏｍ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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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机绝缘在线监测技术有以下主要成果及应用前景。

一、主要成果

项目引进的大型电机ＰＤＴａｒｃ监测系统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应用电机绝缘在线监测系统，能在

不停机的情况下确定电机的老化，给出电机维修的优先级，预测电机可能出现故障的时间，有计划

地对电机进行维修。同时，先进的专家分析软件系统能轻易地让操作人员熟练地诊断潜在的问题并

制定有效的维护和运行策略，极大地降低了测试成本。

（一）该技术的引进改善了目前我国电机绝缘监测状况，提高了电机绝缘监测的自动化水平，

减少运行人员的工作强度，实现现场电机状况的遥测和预警，使原来的定期维修变成预知维修。该

产品体积小重量轻，安装使用方便，能与计算机监控系统对接方便，数据传递快精度高，性价比

高。这一技术的推广应用对污水处理、农田灌溉、防旱排涝、供水供电等行业带来很大的益处。加

快了我国水利行业实施电机绝缘在线监测技术的进程，提高了该领域自动化的程度，缩短了与发达

的国家距离。

（二）该项成果对部分硬件和软件进行了国产化，国产湿度传感器和网络集线器在性能上完全

满足系统要求，降低了成本。操作系统实现了汉化，界面清晰，运行稳定，便于操作。编写的用户

使用手册，为广泛推广电机绝缘在线监测技术创造了条件。

二、应用前景

应用先进的电机绝缘在线监测技术，能及时发现绕组绝缘下降或破坏，保证泵站的正常运行。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并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江河机电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主 要 完 成 人：侯放鸣、陈东清、杨　萍、王　琦、于　锋、衣江杰、袁小斐、邓东升、马志华、仇天林、刘　军、

任玉斌、续夏光

单位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海鹰路１号院７号楼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７０

联 系 人：王　琦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８３６８１５６４

传 真：０１０ ８３６８１４８８ 电子信箱：ｗａｎｇｑ＠ｃｈｉｎａｊｍｅ．ｃｏｍ



十、水利技术设备

１２７　　

高精度水力机械实验室检测仪器设备引进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１２０

获奖情况：

一、突出成果

（一）水力机械模型检测仪器设备引进：包括模型试验内部流态观测和稳定性测试分析系统两

个部分。引进设备包括德国 ＷＯＬＦ公司的高分辨率大视野可调式光纤内窥镜和视频转换系统，光

纤内窥镜包括８０°视角硬性光学探头，６０°～１２０°及５５°～１２０°可调多视角硬性光学探头、内窥图像视

频转换器包括高清晰度彩色摄像头、处理器和探头目镜视频接头；美国ＰＣＢ压电有限公司生产的

动态压力传感器、１６通道信号适调仪和动态压力校验仪。

（二）大型水力机械真机现场试验和检测分析仪器设备引进：包括美国 ＮＩＣＯＬＥＴ公司的Ｃ

ＤＡＱ动应力测试仪、德国Ｋ．Ｋ公司生产的超声波探伤仪、超声波测厚仪、ＬｅｉｃａＤＩＳＴＯ公司生产

的便携式激光测距仪和英国ＤＲＵＣＫ公司生产的便携式压力校验仪。

（三）大型流体计算机分析计算软件：引进了目前国际上功能最全面的三维粘性流动分析软件

Ｆｌｕｅｎｔ。引进的上述国外先进仪器设备和技术已在三峡右岸和锦屏二级水轮机国际招标模型同台复

核试验、土耳其ＯＢＲＵＫ、锦屏一级水轮机模型国际验收试验、三峡左岸电站现场机组能量性能和

稳定性试验、云南徐村电站和广西岩滩电站机组稳定性及转轮动应力试验、叙利压迪什林水电站转

轮动应力试验、南水北调大流量低扬程贯流泵的研制及远距离泥沙输送等具体工程和科研项目中得

到应用，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二、创新性及应用推广

通过引进流态观测、模型稳定性测试、现场动应力测试等关键设备的消化吸收及再创新，集成

开发了水力机械旋转部件动应力测试及综合分析系统，进一步完善提高了我国水力机械模型和原型

试验的研究手段、试验测试精度和测试水平，提升了实验室和现场测试的能力，使水力机械实验室

及现场测试的装备能力和分析研究手段达到目前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唐　澍、陆　力、孟晓超、潘罗平、高中信、徐国珍、张海平、张建光、李志民

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１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８

联 系 人：唐　澍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１７４５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５１５８４９ 电子信箱：ｔａｎｇｓｈｕ＠ｉｗｈｒ．ｃｏｍ



１２８　　

农村小水电站新型配套设备的研制应用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５０２

获奖情况：

农村小水电站新型配套设备的研制应用是采用弹簧储能和高压氮气罐储能的方式，开发出两种

适用于小水电站的配套设备，可实现两段关闭的新型弹簧储能型 （ＴＣ）操作器和全新的高压氮气

罐储能型 （ＨＰＵ）操作器，替代调速器，并可与农村小水电站自动控制系统配合使用。

该新型配套设备具有经济实用、安全可靠、维护方便、性价比高的特点，适合于农村地区新建

电站和老电站改造，并可以促进电站自动控制技术的推广应用和以电代燃料工程的实施。

该项成果已在浙江、安徽、贵州、甘肃、广东等数十个电站５０多台机组上得到成功应用，取

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针对我国已建成４．２万座小水电站，特别是很多农村小水电站，普遍采用电手动操作器的现

状。改用该项目开发出的新型水轮机调速设备，结构简单，工作可靠，性能优良，运行、维护方

便，自动化程度高，能方便地与电站自动控制系统配套，实现无人值班。该项成果的研制成功和推

广，将有效地提高农村地区小水电站的调速水平和实现电站综合自动化，在国内和国际上均有着良

好的市场前景。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农村电气化研究所

主 要 完 成 人：程夏蕾、徐锦才、徐国君、楼宏平、董大富、张　巍、熊　杰、徐　伟、王晓罡、胡长硕

单位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学院路１２２号 邮政编码：３１００１２

联 系 人：董大富 联系电话：０５７１ ５６７２９２６４

传 真：０５７１ ８８８００９３６ 电子信箱：ｄｆｄｏｎｇ＠ｈｒｃｓｈｐ．ｏｒｇ



十、水利技术设备

１２９　　

箱式整装小水电站关键技术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４０５

获奖情况：

箱式整装小水电站关键技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该项成果通过引进一套箱式整装小水电站，改变了常规水电站采用钢筋混凝土构建厂房建

筑物的设计思维方式，将所有的发电设备集装在一个金属箱内，并在工厂联调完毕，实现无人值班

一体化。其优点是：便于运输和现场快速安装，简化水电站工程设计，减少厂房面积，缩短电站施

工期等。

二、该项成果的关键技术，包括箱式整装小水电站箱体结构稳定及环境气候适应、低成本易维

护，机组系列化、标准化结构、孤立运行提供良好供电品质和机组利用水压力进行控制和操作并实

施开停机技术等。

三、该项成果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结合自行研制开发的自动控制及并网装置，使原来只适用

于孤立运行的箱式整装小水电站，也可用于并网运行。

四、箱式整装小水电站已成功应用于浙江金华双龙洞水电站，运行稳定，并实现无人值班，取

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特别适用于解决偏远农村孤立用户群的用电问题，充分利用水

能资源，同时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该项成果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它对于解决农村偏远地区

的用电问题，有着重要的经济效益，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农村电气化研究所

主 要 完 成 人：徐　伟、徐锦才、程夏蕾、徐国君、熊　杰、曹　斌、张　巍、邵建平、楼宏平、董大富、曾　嵘、

王晓罡、林　凝、方　华

单位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学院路１２２号 邮政编码：３１００１２

联 系 人：董大富 联系电话：０５７１ ５６７２９２６４

传 真：０５７１ ８８８００９３６ 电子信箱：ｄｆｄｏｎｇ＠ｈｒｃｓｈｐ．ｏｒｇ



１３０　　

农牧区供水技术装备测试系统改造升级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５ＪＧ１００３３０

获奖情况：

农牧区供水技术装备测试系统改造升级有以下主要成果及先进性。

一、主要成果

（一）ＳＴＳ—０１号机械传动的供水实验台升级后的热工参数的精度由原来的２．５提高到１．５。

（二）ＳＴＳ—０２号直流潜水设备试验台可实现全自动化的测试工作，输出结果全部由机器一次

完成。

（三）ＳＮＹＳ—０２号新能源利用设备试验台改造升级后在数据处理上完全达到高度自动化，并

使其仪器设备达到联机使用的一致性和多次测试的重复性要求。

二、成果的先进性

牧区供水技术装备测试系统经过上述技术改造升级后，不但增加了新的测试内容还大大提高了

测试精度和测试的自动化水平，主要表现在：

（一）扩大了检测范围

１．被检设备的功率由原来的１５ｋＷ 扩大到３０ｋＷ；

２．流量由原来的最大３０ｍ３／ｈ扩大到１００ｍ３／ｈ；

３．扬程由原来的１０～５０ｍ扩展到５～１２０ｍ。

（二）提高了检测精度

１．测量流量的仪器精度由原来的１级提高到０．５级；

２．测量压力的仪器精度由原来的０．５级提高到０．２级；

３．测量电流的仪器精度由原来的１级提高到０．５级；

４．测量的仪器精度由原来的１级提高到０．５级。

（三）提高了测试的自动化水平

牧区供水技术装备测试系统经过此次技术改造升级后，由于增加了强大的数据采集与处理功

能，可使测试过程由原来的手动、人工操作变成了测试过程的全自动化，从而使我所的测试水平有

了质的飞跃。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

主 要 完 成 人：刘惠敏、吴永忠、刘　伟、刘文兵、李　红、查　咏、唐　平

单位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大学东街１２８号 邮政编码：０１００２０

联 系 人：刘惠敏 联系电话：０４７１ ４６９０５５３

传 真：０４７１ ４６９０５５３ 电子信箱：ｌｈｍｍｋｓ＠１６３．ｃｏｍ



十、水利技术设备

１３１　　

农村小水电站无人值班自动控制系统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０４ＥＦＮ２１６８００３５４

获奖情况：２００３年度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农村小水电站无人值班自动控制系统是在已有的农村小水电站自动控制系统应用的基础上，从

设计的理念上进行创新，改变现有的水轮机操作机构、发电机励磁系统和电站监控等功能分散模

式，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小水电站机电一体化设备和相应监控软件，以及相应的新型配

套设备，进一步降低设备成本，提高可靠性和可维护性。通过试点、培训、推广应用，完成了科研

成果的转化工作，填补了国内空白；并确保该系统适用于知识缺乏、技术与经济相对落后的广大农

村地区，为小水电代燃料生态保护工程的实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２００７年度农村小水电站无人值班自动控制系统在国内完成了５个电站的推广工作，并完成了２

个国外电站 （越南、蒙古）的自动化控制工程，新签了８个电站的自动控制系统合同。

采用农村小水电站无人值班自动控制系统，可为农村小水电站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并创造相应

的社会效益，主要表现在：通过自动监视水库来水和中长期预报实现优化运行，及时发现并记录机

组事故，自动执行关机或报警，避免事故扩大，以尽快恢复供电，实现其他控制装置所无法实现的

动态调节功能，使电力系统保持有无功的优化运行，为电站增加发电量；采用无人值班自动控制系

统可以减少电站的运行人员，提高了电站的安全生产水平，也可为电站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电站

因事故减少停机时间和增加的发电量，还也为当地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供应，

为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出一份力。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农村电气化研究所

主 要 完 成 人：徐国君、徐锦才、张　巍、董大富、楼宏平、王晓罡、熊　杰、俞　峰

单位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学院路１２２号 邮政编码：３１００１２

联 系 人：楼宏平 联系电话：０５７１ ８８０７３８３３

传 真：０５７１ ８８８００９３６ 电子信箱：ｈｐｌｏｕ＠ｈｒｃｓｈｐ．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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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信息技术应用

１３５　　

大型灌区节水改造项目管理犌犐犛系统

任务来源：计划外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大型灌区节水改造项目管理ＧＩＳ系统主要管理涉及大型灌区节水改造项目的规划汇总分析、项

目可研情况、项目计划下达情况、项目投资实施情况、灌区基本情况、灌区主要渠系情况、水利工

程的基本情况及其改造情况、改造投资完成情况以及建筑物的图文资料和项目实施的批复文件信息

等内容。

该系统采用．ｎｅｔ语言和ＡｒｃＧＩＳＥｎｇｉｎｅ先进技术，开发了大型灌区节水改造项目管理系统，具

有专题图生成、信息查询、汇总分析、数据管理等九个功能，满足了大型灌区节水改造项目管理规

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的要求。

该项成果在完成灌区水利工程布置图矢量化的基础上，实现了灌区空间信息与属性信息在管理

层上的有机统一和直观显示。系统在电子地图自动生成、专题图分析、单位树形结构分析等方面具

有突出的创新性。

该成果已经在水利部、部分省以及部分大型灌区投入使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具有广阔的推

广应用前景。

综上所述，该项成果填补了全国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管理信息化的空白，总体上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北京润华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主 要 完 成 人：李仰斌、顾宇平、闫冠宇、张绍强、郭慧滨、刘子亭、王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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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波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３３２８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３３１８ 电子信箱：ｌｉｎｂｏ９０１＠１６３．ｃｏｍ



１３６　　

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与水环境信息共享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科技部相关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１ＢＡ６０８Ｂ １０、２００４ＢＡ６０８Ｂ １ ６

获奖情况：２００７年度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与水环境信息共享技术研究是围绕可持续发展水资源与水环境信息共

享、分析挖掘共享信息资源，采用现代先进的数据挖掘、平台构建，以及信息共享技术，开展共享

示范研究，进行系统的整合、分类，形成了支撑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科学数据资源，数据量已达

２００ＧＢ，初步形成了面向社会公众和科学研究的共享服务平台。

该项成果的主要创新性：

一、系统整合了水文、水资源与水环境科学数据资源，形成了分类、分层的支撑可持续发展研

究的科学数据系统。

二、采用国际先进的数据元和元数据技术，结合我国水利科学数据共享的需求，编制水资源与

水环境信息共享的顶层技术标准，填补了水利信息共享领域的技术标准空白。

三、采用现代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数据库、地理信息系统等信息技术，通过数据资源挖掘、

整合、分类，构建了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与水环境信息共享平台。

该成果提供的水文、水资源、水环境等共享科学数据为水利科技创新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已被

气象、海洋、测绘、国土、地震等学科领域广为应用；提出的信息共享技术体系和研发的信息共享

平台，对我国信息共享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推广前景广阔。

综上所述，该项成果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朱星明、孙继昌、陈蓓玉、彭文启、白婧怡、傅小锋、陈树娥、陈　煜、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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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华
!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６１５４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７８６１５０ 电子信箱：ｗｕｈｙ＠ｉｗｈｒ．ｃｏｍ



十一、信息技术应用

１３７　　

基于水管理对象的数字流域技术方法体系与实例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其他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水规计 ［２００１］４９０号

获奖情况：

基于水管理对象的数字流域技术方法体系与实例研究成果从数字流域背景、数字流域体系结

构、水管理对象分析、水管理对象的全息化描述、水规律的全息化构造、基础平台构建、业务系统

的构件化开发和数字功能流域等几方面研究提出了基于水管理对象的数字流域技术方法体系。

以海河流域为例，构建了基于水管理对象的数字海河总体结构，具有数据、应用、服务三大基

本元素；支撑层、基础层、应用层和服务层四个层次；信息资源采集、信息传输网络、数字流域基

础平台、业务应用、决策支持、水电子政务、水信息网站、安全体系和标准体系等九个组成部分。

该技术体系的提出有利于实现水管理的数据共享和透明，打破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降低开发

和维护成本，提高知识和资源利用率。

该项研究成果的主要创新性：提出了基于水管理对象的数字流域技术方法体系。以对象为基础

组织数据、描述规律，通过功能流域实现水管理对象的定量管理；基于水管理对象提出了基于参数

库、模型库和数据库的数字流域基础平台建设方法；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尤其是３Ｓ （ＲＳ、ＧＰＳ、

ＧＩＳ）技术对水管理对象的空间特性、时间过程、特征属性和客观规律进行描述，实现了３Ｓ技术在

水管理的集成创新；以面向问题和面向对象的方式建设数字流域的水管理的业务应用系统和决策支

持系统。

该研究成果已在 《海河流域水利信息化建设规划》中得到使用；利用该研究成果，构建了水土

保持监测等业务应用系统，建成的密云和官厅水库上游水土保持监测系统已投入使用，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该研究成果对其他流域的水利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综上所述，该项研究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主 要 完 成 人：户作亮、吴炳方、郭书英、周为峰、周月敏、孟宪智、 孙长庚 、韩瑞光、张　峰、黄慧萍、韩立

方、黄健熙、阎永军、张风丽

单位地址：天津市河东区龙潭路１５号 邮政编码：３００１７０

联 系 人：郭书英 联系电话：０２２ ２４１０２５１８

传 真：０２２ ２４１０２５２１ 电子信箱：ｓｙｇｕｏ．ｆｄｃｏ＠ｈｗｃｃ．ｇｏｖ．ｃｎ



１３８　　

基于 犠犲犫犌犐犛的全国水文站网信息系统

任务来源：水利部其他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２００７年度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基于 ＷｅｂＧＩＳ的全国水文站网信息系统包括：基于 ＷｅｂＧＩＳ的水文站网信息系统软件１套；全

国５万多个站点的２００多万条信息的水文站网属性数据库；３１个电子地图图层的全国水文站网空间

数据库；５０个国家级重要水文站网的多媒体数据库；七大流域和分省三种类别站网分布电子地

图等。

该项成果具有以下创新性：

一、全国水文站网基础数据库具有统计、查询、维护、管理以及数据库备份恢复等功能，并实

现了与行业其他业务系统的信息共享。数据库信息量巨大，服务全面，涵盖面广。

二、研制开发了基于 ＷｅｂＧＩＳ的全国水文站网信息管理平台，实现了水文站网信息远程登录、

维护、动态管理和快捷查询等功能。

三、利用ＧＩＳ技术，研究开发了站网密度与功能评价、空间拓扑分析、流域集水面积自动计算

等功能。

该系统技术先进、功能强大、操作简便，应用成本低廉，推广前景广阔。成果已在水利部、部

分流域机构和省市水文部门投入应用，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该成果的应用使我国水

文站网技术管理整体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该项成果在网络技术和ＧＩＳ技术有机结合应用于水文站网管理，以及系统规模等方面在国际上

尚不多见，整体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河海大学

主 要 完 成 人：陆桂华、张静怡、何　惠、胡凤彬、胡震云、蔡建元、宋兰兰、何　海、徐　健、吴志勇、徐海卿、

胡健伟、戚晓明

单位地址：江苏省南京市西康路１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９８

联 系 人：陆桂华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３７８７７４２

传 真：０２５ ８３７８６１３６ 电子信箱：ｌｕｇｈ＠ｈｈｕ．ｅｄｕ．ｃｎ



十一、信息技术应用

１３９　　

广东水库移民动态监管地理信息应用系统

任务来源：计划外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广东水库移民动态监管地理信息应用系统开发完成了水工程移民网、业务管理、动态监管和辅

助管理等模块，总体结构先进合理，功能全面、实用，运行稳定可靠，效果显著。

该项成果针对广东省水库移民监管实际需要，具有以下创新性：

一、系统紧密结合移民监管的信息需求，设计理念先进，技术路线正确，功能结构合理实用，

整体框架设计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二、系统综合集成３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ＧＰＲＳ、数据库、软件工程等多项成熟信息技术，成功应用

于移民动态监管领域，功能覆盖移民管理全过程，填补了国内空白。

三、系统的开发应用重构移民管理工作的流程，实现了移民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的突破。

该项成果为我国的水库移民动态监管系统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

益，具有广阔的推广前景。综上所述，该项成果整体上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广东省水库移民工作办公室、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北京新禹万融高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广东华南水电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广东省财政厅农业处

主 要 完 成 人：朱兆华、曾建生、黄志旺、吴克强、陈军强、李华东、何广延、赵旭升、江丽萍、饶伟强、邹华润、

陈耀元、于　迪、高月明、吴相河等

单位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寿路１１６号广东水利大厦 邮政编码：５１０６３５

联 系 人：吴克强 联系电话：０２０ ３８３５６３４５，１３８０２５４１００７

传 真：０２０ ３８３５６３４９ 电子信箱：ｗｋｑ６３０１５０５＠ｓｉｎａ．ｃｏｍ



１４０　　

水利工程病害探测高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其他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２００７年度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水利工程病害探测高技术研究是通过大量探测方法和实践研究，遴选出几种有效的高技术无损

探测方法，并进一步开发和应用，研究成果具有以下创新性：

一、首次提出了堤防水下抛石的浅地层剖面检测方法和抛石区、抛石后落淤区和无石区的识别

判断标准。

二、首次将概率法应用于混凝土缺陷ＣＴ成像的ＡＲＴ算法中，提出了概率ＡＲＴ算法，开发了

水工建筑物弹性波ＣＴ软件。

三、系统提出了堤坝渗漏、散浸、冒气冒水、滑坡、裂缝、崩岸、洞穴和填土不实等典型病害

的探地雷达图像特征和诊断方法，大坝渗漏通道发展的三个时期与对应的图像特征，为快速、准

确、无损探测水利工程隐患提供了参照标准。

四、开发了由超磁致发射震源、串式超声波换能器和超声仪集成的弹性波ＣＴ检测系统，为解

决大体积混凝土质量探测中存在的探测距离与精度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有效途径。

该项成果已成功用于１６个水利工程的隐患探测，实践表明探测方法可行、诊断结果可靠，具

有重大的工程应用价值，已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综上所述，该项成果在水利工程病害探测技术方面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堤防水下抛石

护坡的浅地层剖面检测方法和大坝ＣＴ成像的概率ＡＲＴ算法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何开胜、王五平、王国群、章为民、宋人心、周荣官、傅　翔、贾学天、解天友、凌　云、唐修生、

陈　东

单位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广州路２２３号 邮政编码：２１００２９

联 系 人：王五平 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５８２９６３１，１３８１３００４８９０

传 真：０２５ ８５８２９６６６ 电子信箱：ｗｐｗａｎｇ＠ｎｈｒｉ．ｃｎ



十一、信息技术应用

１４１　　

大坝及滑坡变形监测自动化系统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１１３

获奖情况：

大坝及滑坡变形监测自动化系统是为引进设备ＴＣＡ２００３型测量机器人开发的一套集野外数据

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库管理及变形监测资料分析与预报于一体的变形监测自动化系统，具体为：

一、在消化吸收引进的设备及软件的基础上，编制了适合我国变形监测标准的测量机器人数据

采集模块、控制模块、数据处理模块等机载和计算机控制软件。

二、设计并完成了两套测量机器人监测方案：①高精度半自动变形监测系统；②高精度全自动

有线变形监测系统。

三、建立了测量机器人变形监测数据库管理系统，对各被监测目标的背景多元数据、各期监测

数据进行统一的管理。

四、开发了配套的滑坡预 （测）报软件，创立了具有原创性的爆发型滑坡预报方法。

五、开发了具有方案优化设计、自动识别、自动观测、自动记录、自动数据处理、资料分析与

预报等功能的大坝及滑坡变形监测自动化软件系统。

六、主要特点是：①该系统实现了对大坝及滑坡变形监测全天候、实施追踪监测与预报；②监

测人员及主体监测设备不需要进入滑坡范围及危险区，保证了监测人员及主体监测设备的安全。

七、项目的创新性及主要成果：

（一）将变形监测的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库管理、变形监测资料分析与预报集成于ＧＩＳ

平台下，并成功地应用于实际工程中；

（二）在距离观测误差方面提出了边比对法，纠正了目前复杂地形情况下现有温度、气压及湿

度的误差改正弊端；

（三）提出利用变形监测测点高程进行斜距和垂直角归算到标心的计算方法，消除了目前局部

范围内不考虑地球是个曲面而直接采用三角关系进行归算的误差，提高了成果的计算精度；

（四）从岩土体流变特性出发，引入修正的非稳定蠕变型微分方程，建立了具有原创性的滑坡

灾害爆发时间预报模型。

项目所开发的系统在三峡大坝永久船闸高边坡安全监测工程、溪洛渡水电站施工期变形监测工

程、乌江彭水水电站大坝安全监测工程、三峡库区高边坡监测预警系统、湖北省秭归县高边坡专业

监测工程、湖北省三峡库区高边坡监测预警信息总站建设、重庆市乌江彭水水电站库区龚滩等三个

滑坡安全监测工程等项目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该项成果所开发的系统为提高我国滑坡、高边坡、库岸等变形监测及大坝安全监测工作的技术

水平，对促进我国安全监测及滑坡预报技术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

主要完成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技术研究所、长江空间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主 要 完 成 人：苏爱军、高改萍、李双平、杨爱明、范青松、张京生、练　操、陈开端、李家仁、周　翔、罗　红、

陆望明、刘红星、王小波

单位地址：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２７２７号 邮政编码：４３００１１

联 系 人：高改萍 联系电话：０２７ ８２９２６５３５

传 真：０２７ ８２３１４３０２ 电子信箱：ｇａｏｇａｉｐｉ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１４２　　

分布式光纤热渗流监测技术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１３７

获奖情况：

分布式光纤热渗流监测技术研究有以下创新性及应用前景。

一、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成果和创新性

（一）该项成果利用热渗流监测技术的理论依据；研究了均质土坝坝体温度场与渗流场两者之

间的关系，分析了渗流场与温度场相互影响的机理，得出了渗流场与温度场之间的定量关系；研究

了土石坝的热力学特性及土坝内部温度场与渗流场的耦合效应机理，分析了分布式光纤热渗流监测

技术在土石坝渗流监测中的适应性及适用条件。

（二）该项成果由土石坝量测得到的温度场反算其渗流场的反分析方法，并求得渗透系数，从

而通过监测土石坝的湿度实现对渗流场的监测和监控；研究了热渗流监测系统的测试原理，形成了

包括分布式光纤热渗流监测系统埋设安装、测试和分析的成套技术。项目研究成果在景洪水电站工

程得到了应用。该项目研究成果能有效地为土石坝渗流监控提供新的技术手段，具有广阔的推广应

用前景。

二、应用前景及效益

该项成果将使温度示踪渗流监测技术的试验、测试技术和数值分析、反分析理论结合起来，发

展和完善温度示踪渗流监测、监控技术和理论，将这一技术推向适用阶段，使之成为一种水工建筑

物安全早期预警系统，从而在面板堆石坝及其他如混凝土坝、土坝、堤防、水渠、涵闸等水工建筑

物的安全监测中推广应用，为土石坝及其他水工建筑物的渗流流安全监测监控及预测、预报理论的

发展开辟一条新的途径。项目的实施和进一步推广应用，将丰富水工建筑物的渗流监测手段，从而

更好地保障水工建筑物的安全运行。

主要完成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主 要 完 成 人：李端有、王志旺、周　武、徐卫军、熊　健、李　刚、甘孝清、周元春、谭　勇、李昊洁、张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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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信息技术应用

１４３　　

高分辨率三维地形激光量测系统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４０４

获奖情况：

一、主要成果

（一）完成了整套系统的引进、消化和吸收。

（二）建立了河道模型地形数据库，在库三维数字地形模型４７个。

（三）利用激光扫描系统完成了郑州黄河公铁两用桥桥墩局部冲刷模型试验扫描，黄土高原实

体动床模型模拟试验扫描，平衡状态下河道的横断面形态和平面形态的变化规律试验扫描，山西阳

城桃坪２号隧道扫描，溪洛渡、向家坝电站大规模渣体方量测量等工作。

二、创新性

开发完成了一套适用于该系统的点云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该软件具有上传、存储、统计、分

析处理等功能。

不但在黄河模型河道地形测量方面得到广泛应用，还积极宣传，为桥墩局部冲刷模型试验、黄

土高原实体动床模型试验、平衡状态下河道的横断面形态和平面形态的变化规律试验研究、铁路隧

道变形测量、电站渣体方量测量计算、文物数字化工程等多个科研和工程项目提供了大量的基础

数据。

三、经济与社会效益

激光三维量测系统，满足了 “模型河道量测”试验的需要，大量节约了测量成本和劳动力。在

完成试验任务的基础上，面向水利系统及社会需求，以联合研究、技术服务、租借等形式参与各种

工程、科研项目。解决水利行业中工程建设和科学研究中存在的相关问题，为行业发展服务。

四、推广应用前景

本设备是一跨行业、多用途的测量设备，就水利行业来讲，可用于从模型试验到实体河流上的

水坝外部变形检测、内部管线检测；水利工程施工期、使用期可视化管理；水工建筑物三维、二维

测绘制图，结构分析；水土流失监测；还可应用在铁路、化工、文物等领域，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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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艺、冷元宝、杨　勇、李长征、王　锐、周　杨、黄建通、鲁立三、毕　生、赵圣立、乔惠忠、

李　新、朱文仲、赵志忠、焦桂珍、李　黎等

单位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顺河路４５号 邮政编码：４５０００３

联 系 人：冷元宝 联系电话：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６８４１

传 真：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６８４１ 电子信箱：ｙｂｌｅ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１４４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预测预报技术的犌犐犛系统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ＣＴ２００１２９

获奖情况：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预测预报技术的ＧＩＳ系统是引进国外先进的ＧＩＳ软件及相关的计算机设备，

利用引进的设备与软件，以卫星遥感图像为信息源，可快速提取流域下垫面信息，提高了对土壤侵

蚀预测和评估速度，为水土保持和流域治理工作争取了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工作成本。

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ＧＩＳ系统，结合黄土高原各方面的基础数据，将有关的土壤侵蚀模型引入

ＧＩＳ，实现土壤侵蚀预测预报、流域产流产沙过程模拟、数据检索、查询及分析、报表的生成输出

自动化；利用ＧＩＳ的空间表现能力，实现空间数据分析及模拟结果的可视化和场景再现。以黄土高

原黄土丘陵第一副区的叉巴沟流域研究对象对象，利用遥感技术与ＧＩＳ技术相结合，自动提取水土

流失环境因子，包括：地形因子、植被因子及水土保持措施等下垫面因子，建立土壤侵蚀环境因子

数据库，并利用ＧＩＳ软件对气象水文数据的进行内差，满足模拟技术的精度要求。根据应用开发对

象所采用的典型单元面积、水文响应单元等离散方法，探讨能够满足分布式侵蚀模型模拟要求的计

算域离散方法，达到了实现土壤侵蚀模型与ＧＩＳ的紧密结合和数据双向存取。选择不同年度或不同

降雨过程进行模拟，并将结果与流域水文观测数据对比验证。在引进的ＧＩＳ软件平台上，实现土壤

侵蚀与产沙过程模拟结果的可视化和场景再现等功能的二次开发。结合土壤侵蚀模型研究，实现了

将引进的ＧＩＳ系统与黄土高原土壤侵蚀模型的紧密耦合，消化吸收并有所创新。

对土壤侵蚀进行科学的预测预报不仅可以为下游河道整治减淤、干支流水利工程建设规划和设

计工作提供科学依据，而且通过对土壤侵蚀影响因素的分析，特别是基于ＧＩＳ的、能够反映流域下

垫面空间差异的土壤侵蚀及水沙过程模拟，可以进一步揭示土壤侵蚀发生发展规律，为黄河中游水

土保持规划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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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建、姚文艺、高　航、秦　奋、陈界仁、杨　涛、王昌高、王玲玲、彭　红、韩志刚、董飞飞、

肖培青、黄　静、吴　卿、李永红等

单位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顺河路４５号 邮政编码：４５０００３

联 系 人：史学建 联系电话：０３７１ ６６０２５３５２

传 真：０３７１ ６６２２５０２７ 电子信箱：ｓｘｕｅｊｉａｎ＠１６３．ｃｏｍ



十一、信息技术应用

１４５　　

水声纳水下地形勘测仪

任务来源：水利部 “９４８”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２００４０１

获奖情况：

水声纳水下地形勘测仪是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从芬兰ＡＱＵＡＴＩＣ公司引进的

一种水下地形勘测仪器。该仪器主要特点是：勘测效率是单频超声波测深装置的数百倍，配置有纵

横两个方向的倾角补偿装置，可以达到单频超声波测深仪更高的测量精度；可非常方便地在不同时

期对同一水域的水底地形进行监测、比较分析；性能优异的后处理软件可输出三维水下地形图、溶

入当地地图的平面图、三维动画、等高线水深图及数字化航道图；采用的独特的技术，使得它对浅

水及流水的河道的测量效果同样理想。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经过两年的努力，全面完成了该项目的引进、消化和应用工作，并取得

较好成果。

一、突出成果及创新性

（一）针对提高水下地形实时动态监测水平的需求，与国内现有测量仪器的配套使用、消化吸

收和技术开发，集成了一套水下地形快速、准确监测系统。通过在江苏省常熟电厂、华润电厂和湖

北省宜昌胭脂坝水域进行的比测试验的结果表明，该仪器系统的测深分辨率和精度符合有关规范的

要求，数据后处理软件对地形的变化方面的处理能力较强。

（二）在长江中下游文村夹等河段进行了适应性应用研究结果表明，该仪器系统实现了河道的

快速动态监测，有效地解决了使用常规仪器进行水下地形测量耗时长、效率低的问题，可适用长江

中下游河道的水下地形测量作业。

（三）该仪器系统在长江河道的护岸工程、码头、电厂取排水口的冲淤监测、障碍物探寻等方

面获得了成功的应用，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二、社会经济效益

该项目经过在长江中下游的长江阳逻河段柴泊湖水下抛石应急工程测量，长江荆江河势控制应

急工程初步设计文村夹河段１∶５００水下地形水文勘测等局部河段的专题研究中。取得了较好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主要完成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主 要 完 成 人：岳中明、魏山忠、金兴平、熊　明、周丰年、周凤珍、吴敬文、韩友平、陈守荣、唐从胜、徐剑秋、

叶秋萍、魏进春、肖　华、梅军亚

单位地址：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１８６３号 邮政编码：４３００１０

联 系 人：员湛海 联系电话：０２７ ８２８２９６２４

传 真：０２７ ８２９２７５６９ 电子信箱：ｙｕａｎｚｈ＠ｃｊｈ．ｃｏｍ．ｃｎ



１４６　　

水利科技成果推广网络平台建设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

计划编号：ＴＧ０５１９

获奖情况：

水利科技成果推广网络平台采用现代成熟的信息技术，结合中国水利国际合作与科技网信息管

理平台的信息管理、查询发布技术，以及科技网数十年来建设积累的科技成果信息，整合科技成果

等科技信息资源构建水利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平台。

平台采用现代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Ｗｅｂ技术、ＭＳＳＱＬ数据库、Ｂ／Ｓ体系结构，整合构建了水利科技成果

资源管理、推广应用信息发布系统，对科技成果数据库进行整合改造，包括成果分类编码、数据库

表结构标识符设计、数据资源挖掘建设，以及基于分类分级的成果推广数据库管理系统研发等，构

建了基于网络的水利科技成果汇交、分类、存储和共享体系，为提高水利科技成果管理和推广的现

代化水平，为水利科技成果的管理、发布和推广应用提供了基于网络化的推广平台。

水利科技成果数据库建设，首次系统挖掘整合了我国 “八五”以来水利科技成果推广信息，完

成１０００多条水利科技成果推广信息的数字化整合，形成统一分类的数字化成果资源库，极大地充

实了我国水利科技信息共享资源体系建设。

平台的建设实现与中国水利国际合作与科技网的信息资源共享、统一构建，完善了科技网的运

行管理和信息更新体系，保障了网站安全可靠运行，及时发布水利行业国际合作、科技成果以及水

利技术监督的有关信息动态，提高了水利科技重大事件、会议专题以及科技成果基于网络媒体的宣

传推广。

水利科技成果推广网络平台作为水利科技成果推广信息发布的政府性、权威性发布平台，其成

功建设，极大地促进了水利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满足了社会各界对科技成果信息的基于国际互联

网的查询、引用和共享需求，促进了水利科技成果在信息时代的网络化面向社会的推荐推广。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朱星明、吴华
!

、白婧怡、陈　煜、叶　茂、耿庆斋、缪　纶、李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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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华
!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６１５４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７８６１５０ 电子信箱：ｗｕｈｙ＠ｉｗｈｒ．ｃｏｍ



十二、其　他



十二、其他

１４９　　

中 国 水 权 制 度 建 设

任务来源：计划外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中国水权制度建设这一研究成果通过对我国水权制度建设的实践调查和理论研究、以及对澳大

利亚水权水市场建设的经验的参考借鉴，完善了适合我国水资源管理实际的水权制度建设框架，提

出了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水权建设实施计划。研究内容全面，技术路线正确，资料齐全，论据

充分，符合成果鉴定要求。

一、该项成果的主要创新性

（一）进一步完善了符合我国水资源管理特点、面向我国法律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水权制度建设框架，为我国水资源管理和水权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首次提出了我国水权制度建设的层次性、衔接性和一致性概念：在空间尺度上，我国的

水权由区域水权、取水权和用户用水权构成；在时间尺度上，我国的水权由资格水权和实时水权构

成；在具体的制度建设上，我国的水权制度由水量分配、监测计量、监督管理等一系列制度构成。

这些概念支撑和完善了我国水权制度框架。

（三）总结了我国南方和北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不同特点，并根据所研究和完善的水权制度建

设框架，以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为范例，提出了省级区域水权制度实施计划。

二、该项成果对我国的水资源管理和水权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为我国各地的水资

源管理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对完善我国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水权制度建设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综上所述，该项成果在我国的水权制度建设研究和水资源管理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政法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主 要 完 成 人：高而坤、高　波、孙雪涛、刘建明、沈大军、王忠静、王　蓉、刘　斌、李　戈、王西琴、王国新、

吴浓娣、金　海、范锐平、郝　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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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大军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５７０２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４８３３６７ 电子信箱：ｄａｊｕｎｓｈｅｎ＠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１５０　　

西藏自治区水利发展 “十一五”规划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其他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２００７年度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西藏自治区水利发展 “十一五”规划研究成果在分析西藏水利发展现状和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

上，根据该区跨越式发展对水利工作的要求和紧迫性，紧紧围绕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性和起关键

支撑作用的重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的饮水安全、防洪安

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等重大问题，首次全面、深入地开展研究，为 《西藏自治区水利发展 “十

一五”规划》和 《水利部 “十一五”援藏工作规划》的编制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支撑。

该项研究思路清晰、技术路线正确、内容全面，紧密结合了西藏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填补了

西藏水利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空白。其主要创新性如下：

一、该项研究坚持以人为本，综合西藏的自然特性、人文环境、经济社会现状及跨越式发展要

求，采用多目标的方法对西藏水利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充分考虑了尽量减少破坏西藏的原生

态，在工程总体布局研究中融入了修复生态与保护环境的理念。

二、该项研究根据 “一江两河”地区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创造性地提出

了 “三点三面”工程布局的总体思路，以旁多水利枢纽、拉洛水利枢纽及灌区配套、江北灌区三个

骨干工程建设支撑核心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以饮水安全建设、灌区节水改造、农村水电建设等三个

面上的工程，研究解决与广大民众密切相关的、能有效地提高其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的民生问题。

三、该项研究针对高寒高海拔地区工程的运行管理和水资源高效和可持续利用的水资源管理的

重要性，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水利行政审批制度，完善水行政监督制度，建立规划咨询制度、规划许

可制度、民主决策制度等制度建设，促进西藏水利工程当前重建轻管局面的改善。

四、该项研究的四个专题全面分析了西藏水工建筑物冻害的形式和特点，提出了解决西藏高海

拔地区冻害破坏的方法和防冻害措施；冰川、湖泊洪灾预警预报系统的研究，可对保证边陲地带人

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稳定起到重要作用；通过深入细致的现场调研，针对西藏牧区以藏族为

主、居无定所、人畜饮水极度困难等特点，提出了 “突出重点、先易后难、分步实施”的解决人畜

饮水安全的思路和对策。

该项研究成果已被 《水利部 “十一五”援藏工作规划》、《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十

一五”规划》和 《西藏自治区水利发展 “十一五”规划》所采纳。其中 《西藏自治区水利发展 “十

一五”规划》获得西藏自治区优秀专业规划奖。该项研究的理念和创新性可在高海拔地区水利发展

研究中推广应用。

综上所述，该项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北京中水新华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主 要 完 成 人：欧阳晓红、史晓明、曲炜、邵奎兴、江　桦、金春华、王印海、管怀民、詹红丽、杨志军、刘　杰、

李　霞、田玉龙、金旭浩、卢　华

单位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南线阁１０号基业大厦４２１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３

联 系 人：江　桦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３２０３７７７

传 真：０１０ ６３２０３６８４ 电子信箱：ｊｈ２９１１＠ｍｗｒ．ｇｏｖ．ｃｎ



十二、其他

１５１　　

流域初始水权分配与总量控制研究

任务来源：水利部科技创新计划项目

计划编号：ＳＣＸ２００３ １５

获奖情况：

根据我国新的治水方略和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流域初始水权分配问题，研究和提出了较

完善的初始水权分配有关概念、指导思想和分配原则、协商机制、分配类别、级别和分配对象、表

征指标、分配方法与程序以及试点分配方案等成果，初步形成了一套初始水权分配的理论技术

体系。

该项成果取得以下创新性：

一、提出自然水权和国民经济水权、政府预留水量、政府监管水量等概念，给出初始水权分配

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分配范围，以及初始水权分配类别、分配级别、分配对象、表征指标与分

配程序等成果。

二、分析和提出政府预留水量由应急预留水量和发展预留水量构成的思想，给出政府预留水量

分级、分类和预留优先顺序，以及水银行分类和设置原则等成果。研制出一种确定政府预留水量的

双侧耦合分析方法。

三、提出初始水权分配的双向模式，并基于分配原则和水资源配置模型研究了初始水权分配方

法、分配对象和表征指标。

四、依据两种初始水权分配方法确定了不同水平年、不同保证率、不同类别和级别的大凌河流

域初始水权分配方案，并对不同分配方法及其分配方案进行对比和分析，最后给出初始水权分配水

量水质双总量控制指标体系等系列成果。

该项成果已经在 “大凌河流域初始水权分配”和 “霍林河流域省 （自治区）际间初始水权分

配”试点等工作中得到应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综上所述，鉴定专家委员会认为，该项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主 要 完 成 人：谢新民、王志璋、李和跃、王　浩、王教河、魏传江、迟鹏超、柴福鑫、方文丽、汪　林、张延坤、

杨丽丽、梁团豪、刘玉龙、崔新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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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新民 联系电话：０１０ ６８７８５７０８

传 真：０１０ ６８４８３３６７ 电子信箱：ｘｉｅｘｍ＠ｉｗｈｒ．ｃｏ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