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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建设 

 水利部调水管理司朱程清司长一行来访调研座谈 

2021年 7月 13日，水利部调水管理司司长朱程清、二级巡视员孙

卫等领导一行来访我院，就调水管理问题调研座谈。院长匡尚富主持会

议，副院长王建华，总工程师曹文洪，我院办公室、科研计划处、水资

源所等部门负责同志及专家参加座谈。 

匡尚富对调水管理司近年来对中国水科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

他表示，中国水科院将继续充分发挥国家队综合优势，从全局视角和长

远眼光思考，加强技术支撑，积极主动作为。希望双方建立长期稳定的

沟通机制，加强谋划、科学统筹、突出重点，深入开展调水相关问题研

究，充分为调水管理司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与服务。 

朱程清指出，中国水科院为水利部调水管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

科技支撑，现实针对性强,决策参考价值高。希望中国水科院继续发挥

人才和学科优势，紧密结合调水工程管理实际，为国家水网构建、水资

源供需形势分析、黄河流域生态需水、水价机制、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提

供更广泛、更深入的科技支撑和保障，为推进科学调水做出更大贡献。 

双方就水资源供需形势分析、调水工程规划“三性分析”、智慧水

利水资源调配管理、黄河输沙及生态需水量、调水工程影响、调水工程

水价、水资源调度信息平台建设等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与讨论。 

二、科研进展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顺利通过专家组综合绩效评价 

2021年 9月初，中国 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组织专家，对我院承担

的多项“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开展综合绩效评价，实验室骨

干作为项目负责人的“京津冀水资源安全保障技术研发集成与示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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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灌区用水调控技术与应用” “东北粮食主产区高效节水技

术与应用示范” “城郊高效安全节水灌溉技术集成与典型示范”等项

目顺利通过专家组综合绩效评价。 

1、京津冀水资源安全保障技术研发集成与示范应用 

“京津冀水资源安全保障技术研发

集成与示范应用”项目于 2016 年 7 月立

项，共设置 9个课题，参与单位包括中国

水科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北京

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水利部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西安理工大学

等 18家国内科研院所及高校，项目负责人为赵勇教高。项目综合绩效

评价专家组由中国工程院康绍忠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徐宗学教授、水利

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梅锦山教高等 10位专家组成。 

经项目资料审查、成果汇报、专家质询等环节，专家组一致认为本

项目基础理论与技术研发创新突出，集成应用程度高，实践支撑效果显

著，推广前景广阔，达到了项目预期目标，为“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

专项目标的实现做出了积极贡献，一致同意通过综合绩效评价。 

  项目围绕京津冀水资源变异与重大实践需求，开展集成研发，揭示

了海河流域水资源衰减机理与演变规律，预测评估了未来水资源变化

趋势，提出了京津冀水系统健康调控理论模式与修复目标；建立了京津

冀资源节水技术体系，创建了层次化需水调控理论方法；研发了地下水

保护利用、再生水安全利用、外调水高效利用技术体系；构建了京津冀

水系统协同调控模型，提出了水资源安全保障和一体化水网布局方案；

创新了京津冀水资源协同管理机制，研发了基于数字水网的水资源安

全保障综合调控平台；选择城市区与地下水严重超采区，开展了 4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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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处技术集成示范，推广应用超 2000万亩。成果共发表 SCI论文 148

篇，出版专著 24 部，申请专利 95 项，软著 47 项，标准 16 项，12 项

建议获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获得国家杰青等多项国家级人才称号 10

名。 

此外，项目研究成果还支撑形成系列战略建议，直接推动了京津冀

和国家相关重大政策实施和规划制定完善；全面支撑了京津冀节水行

动方案编制与实施，服务应用于华北地下水超采治理规划方案制定实

施与效果评估，直接应用于雄安新区水资源保障专项规划的编制，优化

完善了京津冀水网布局，促进国家十部委出台《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

用的指导意见》。 

2、现代灌区用水调控技术与应用 

“现代灌区用水调控技术与应用”

项目于 2017年 7月立项，设置 6个课题，

参与单位主要包括中国农业大学、中国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

究所、扬州大学、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河海大学、石河子大学、武

汉大学、京蓝云智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为李益农教高。项

目综合绩效评价专家组由中国工程院康绍忠院士、国务院南水北调工

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宁远教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所王庆锁研究员等 11位专家组成。 

专家组在审阅相关材料、听取项目执行情况汇报并进行质询后一

致认为，本项目在灌区用水多过程耦合调控理论、需（耗）水信息时空

诊断与预测、用水量测与调控技术及设备等多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突破，

成果集成应用程度高，实践应用效果好，推广前景广阔，达到了项目预

期目标，为“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专项目标的实现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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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全面完成了任务书中规定的研究内容和和考核指标，同意通过综

合绩效评价。 

项目围绕灌区用水调控的关键环节进行攻关，开展了灌区用水多

过程耦合调控基础理论研究，研发了灌区多源信息时空耦合的需耗水

诊断与预报技术、灌区作物耗水信息无人机监测技术及设备、明渠和管

道流量信息测控技术与产品、渠系实时智能调控决策、规模化自压灌溉

管网安全运行技术，构建了渠管协同优化调控决策平台、自流和提水灌

区用水调控集成技术模式，创新了灌区供需时空匹配与调控理论与方

法，建成了南北方自流（自压）和提水灌区用水调控技术集成与应用等

四个示范区，开展规模化的全链条示范应用，提出了现代灌区用水调控

技术体系标准化和模式化的解决方案。 

项目在南北方自流和提水两类四个灌区开展集成示范，建成了江

苏洪金自流灌区、新疆兵团红星自压灌区、湖北大碑湾提水灌区和山西

回龙提水灌区示范区，示范面积 11.76 万亩，结合灌区多过程用水调

控技术高效利用灌溉水资源，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在四个示范区提高

到 0.60以上，水分生产效率提高到 1.50kg/m3以上，显著提高了水资

源高效利用技术水平和能力，对解决我国灌区供水过程与用水过程时

空不匹配的科学问题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对自流提水两类灌区水资

源优化配置、高效利用有重要科学意义。 

3、东北粮食主产区高效节水技术与应用示范项目 

“东北粮食主产区高效节水技术与

应用示范”项目于 2016年 7月立项，项

目共设 9 个课题，参与单位主要包括武

汉大学、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

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中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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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大学、黑龙江省水利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等，项目负

责人为龚时宏教高。综合绩效评价专家组组长为中国工程院康绍忠院

士，科技部社发司、行业科技主管部门、项目组相关单位等参加了会议。 

经过五年的技术攻关，项目围绕东北粮食主产区作物耗水与灌溉

供水均衡调控的关键科学问题，发展了多尺度作物高效耗水协同调控

理论及灌溉制度优化方法，创新研发了灌溉多水源优化调度配置技术

与方法、规模化水田高效节水灌溉技术与产品、集约化农田多功能喷灌

技术与设备、精量化高效滴灌技术与产品、灌溉系统智能调控技术与产

品等关键技术，提出了节水灌溉效率与生境效应评价方法，构建了东北

粮食主产区高效节水技术应用模式。全面完成了任务书规定的内容和

任务，技术指标超过预期目标和考核指标的要求，与会专家组对项目的

实施与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致同意通过项目综合绩效评价。 

项目成果在黑龙江和吉林等多地规模化推广应用，建设示范区面积

2.63万亩，辐射面积 1800余万亩，示范区实现作物水分利用效率提高

15 %以上，灌溉效率提高 10 %以上，促进了东北粮食主产区农田高效

节水灌溉标准化和模式化，对我国东北地区粮食安全和水安全提供了

重要支撑。 

4、城郊高效安全节水灌溉技术集成与典型示范 

“城郊高效安全节水灌溉技术集成与

典型示范”项目于 2016年 7月立项，设 5

个课题，参与单位包括北京市水科学技术

研究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北京市大兴

区节水办公室和中灌润华水务科技发展

（北京）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为李久生研究员。综合绩效评价专家组

由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宁远教高、中国工程院康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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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院士等 10 位专家组成。科技部 21 世纪中心、水利部国科司、项目

组相关单位人员等专家参加了会议。 

专家组在审阅项目相关材料、听取项目执行情况汇报并进行质询

后，一致认为本项目全面完成了任务书规定的内容和任务，技术指标超

过了预期目标和考核指标的要求，与会专家组对项目的实施与成果给

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意通过项目综合绩效评价。 

项目围绕城郊节水灌溉标准技术模式、评价指标体系和成果典型

示范开展技术攻关，提出了基于时间稳定性指标的滴灌水肥利用效率

监测方法；系统创新了基于气象、土壤、作物信息的多层次监测、多任

务并行复杂灌溉决策，国内首次实现大面积果园的独立分区灌溉精准

控制；实现了对非饱和土壤病原体行为的动力学描述，全面解析了加氯

技术对灌水器堵塞、土壤环境及作物生长的影响机制，首次定量评估了

再生水中养分的有效性；提出了基于点尺度和区域尺度农业水文模型

的城郊节水灌溉效益评价方法，创新了基础台账采集—技术模式构建

—配套机制激励—政府文件引导—宣传意识提升的城郊高效节水灌溉

技术推广应用路径，实现了技术成果和转化机制的创新。 

项目成果在北京郊区开展集成示范，建成了设施农田滴灌水肥优

化管理示范区、果园精量灌溉示范区和公园绿地再生水灌溉示范区，推

广面积 2 万亩以上，水分利用效率提高 12%以上，肥料利用效率提高

15%以上。提出农业水价、水权交易、节水设施管护和标准建设模式等

节水灌溉技术推广应用配套政策措施和激励机制，全面支撑了北京市

农业高效节水灌溉设施的标准化建设。成果还在陕西、山东、云南等地

区推广应用，在我国城郊高效节水灌溉技术规模化推广应用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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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才培养 

 严登华教高和张宝忠教高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 

近日，2021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结果陆续揭晓，实验室严登

华教高申请的项目“基于坡面单元产耗水特性的流域水系统调控”和张

宝忠教高申请的项目“陆-气耦合下农田蒸散发变化机制与量化表征”

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 

实验室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对国家自

然基金项目申报和科研工作开展给予了重点支持，取得了显著成效。 

四、开放交流 

 王浩院士在 2021 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做报告 

7 月 12 日，2021 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在贵州省贵阳市开幕。

本次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主题为“低碳转型 绿色发展—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论坛聚集中外政要、专家学者、知

名企业负责人等 500 余位嘉宾，共话生态文明，共谋绿色发展。 

12日下午，由贵州省人民政府、水利部主办的 2021年生态文明贵

阳国际论坛“保护河湖生态 践行生态文明”主题论坛成功召开。水利

部副部长魏山忠出席主题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受匡尚富院长委托，我

院副院长彭静参加主题论坛并分享了我院《中国河湖幸福指数报告

2020》研究成果。 

王浩院士通过视频方式分享了“新

时期幸福长江建设重点与实现路径”，

介绍了水生态文明建设先进理念和经

验做法，指出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引领下，要强化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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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制责任落实，努力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河湖保护和功能永续利用

“双赢”。    

主题论坛还邀请了来自芬兰、新加坡、法国等代表通过视频参会，

分享了治水的国际经验。 

 汪小刚教高在《水电可持续性标准》发布会做主旨发言 

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于

2021年 5月在哥斯达黎加召开的第 8届世

界水电大会于 9 月 7～24 日以线上形式召

开。本届大会主题为“携手推动可再生能

源发展”（Renewables, Working Together）,由国际水电协会（IHA）主

办、哥斯达黎加政府和哥斯达黎加电力电信公司承办。作为国际水电协

会的白金会员和其中国办公室的挂靠机构，我院受邀出席大会。院长匡

尚富出席 9 月 7 日的大会开幕式，副院长汪小刚出席 9 月 8 日的《水

电可持续性标准》发布会并做主旨发言。 

大会开幕式上，哥斯达黎加总统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克萨达、新西

兰前总理海伦·克拉克致开幕辞，国际水电协会主席罗杰·吉尔主持开

幕式并介绍了旨在为水电新发展提供原则和建议的《水电可持续发展

圣何塞宣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资源处联合主席、水电可持续评

估理事会主席阿肖克·科斯拉介绍了国际水电协会将在此次大会上正式

发布的《水电可持续性标准》。 

9 月 8 日，汪小刚教高出席《水电可持续性标准》发布会并做主旨

发言，水电可持续评估理事会主席阿肖克·科斯拉主持发布会，来自冰

岛、塔吉克斯坦政府部门和世界银行的代表就该标准进行了高级别讨

论。《水电可持续性标准》以国际公认的 IHA 水电可持续性评估工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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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由多方利益相关者联合开发，从环境、社会和管理等方面定义水

电项目的可持续性，是水电领域第一个可持续性评级和认证体系。 

汪小刚对《水电可持续标准》的发布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水电

可持续性标准》为全球水电可持续开发和运营提供了指导框架，它的发

布标志着全球水电进入了新的时代。希望《水电可持续性标准》在促进

水电在社会和谐、环境友好、经济合理、管理高效等方面持续改善，指

导未来全球水电可持续开发和运营，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和提升可持续

水电的形象，并期待未来继续与国际水电协会携手共进，致力于推动全

球水电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水电大会是由国际水电协会主办的国际水电领域最具影响力

的活动之一，每两年举办一次，迄今已举办七届。参会者包括国际水电

协会各利益相关方及水电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大会为水电行业利益相

关方提供信息支持、塑造行为方式并制定未来发展战略。 

 实验室专家参加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水资源论坛 

2021 年 8 月 18 日，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在银川举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王道席出席并致辞，水利部副部长魏山忠、苏丹

大使加法尔·卡拉尔、国际灌排委员会主席拉杰卜·拉杰卜、阿拉伯水资

源理事会主席穆罕默德·阿布扎伊德等嘉宾通过视频参会并线上致辞。 

作为中国-阿博览会的“新成员”，“水资源论坛”成为不少与会

嘉宾关注的焦点，论坛以“数字赋能水资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为主题，

邀请国内外水资源专家学者通过“线

上为主，线上+线下”的模式，围绕分

享水治理数字化有益经验、“云上”共

话水资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等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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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交流研讨，思想碰撞。实验室贾金生教高、王建华教高分别就“互

联网+大坝工程医院平台建设”、“宁夏引黄灌区节水及生态保护与高

质量发展”进行了交流发言。 

中阿博览会是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2013 年以来，

已在宁夏成功举办四届，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经贸投资交流合作。水资源论坛今年首次纳入中阿博览会，此次

水资源论坛以“数字赋能水资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为主题，旨在传播

中国治水理念，推动国际涉水领域学术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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