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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建设 

 实验室召开 2022 年度工作会议 

2022 年 2 月 25 日，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组织召

开 2022 年度工作会议，我院副院长、实验室副主任汪小刚主持会议，

实验室主任王浩，副院长、实验室方向一带头人王建华，院总工、实验

室方向四带头人曹文洪，实验室各方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国重办相关

负责人员共 4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各方向 2021 年度研究进展、2022 年度工作计划及国重

体系优化提升有关问题的思考及国重办负责人对实验室 2021 年度总体

运行建设情况和 2022 年度工作

重点汇报，与会人员围绕实验室

建设运行发展和国家重点实验

室重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

论，为 2022 年工作奠定了良好

基础。 

二、科研进展 

 实验室专家主持申报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获批立项 

近日，实验室专家主持申报的 3 项 2021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

合基金项目获批立项，其中包括曹文洪正高、郭新蕾正高申报的两项黄

河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和蒋云钟正高申报的长江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

此外，实验室邓安军正高申报项目获得 2020 年长江水科学研究联合基

金的支助。实验室高度重视长江、黄河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的申报工作，

这 4个项目的获批是实验室始终坚持“四个面向”、为服务国家战略需

求贡献科技力量的又一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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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洪正高主持申报并获批立项的“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率变化机制

及阈值”项目（U2243212），聚焦黄土高原地区，融合土壤侵蚀与水土

保持学、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土壤、生态、地理等多学科理论，以黄

河流域社会生态系统为视角，以多因素综合与多目标权衡为基本理念，

通过系统分析水土流失变化消长过程及其防治措施功能效应，揭示区域

水土流失减量降级阈值特征与形成驱动机制，建立水土保持率科学内涵、

表征指标及阈值预测方法；确定黄土高原多因素与多目标协调权衡的林

草、梯田、淤地坝措施阈值和区域水土保持率阈值；提出保障水土保持

率目标的防治对策布局，并构建其成效评估指标体系。以期为确定区域

水土流失防治及其措施适宜程度、开展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提供理论与方

法依据，为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蒋云钟正高主持申报并获批立项的“长江上中游大型水利水电工程

生态环境效应及多维调控方法”项目（U2240202），拟基于流域水文、

水环境、水生态的多源长序列监测资料，厘清长江上中游大型水利水电

工程建设对于河流生境造成的多维度综合性影响，开展关键生源要素和

水温在库区和下游河道的监测和模拟，探究水生生物对高坝大库库内及

下游河道生源要素和温度变化的响应，探索形成大型水利水电工程河流

生境影响的多时空、多目标、多要素、多手段综合调控方案和方法，支

撑长江上中游河流生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 

郭新蕾正高主持申报并获批立项的“黄河冰凌生消动力学演变机理

及冰塞冰坝链生效应研究”项目（U2243221），聚焦黄河流域水安全保

障重大需求和河冰水力学研究前沿，将阐明黄河冰情时空变化特征与驱

动机制，揭示水、冰、沙共同作用下的冰凌生消动力学机理和冰塞冰坝

冰凌洪水链生效应，从而为提升黄河尤其是宁蒙河段凌汛灾害险情防控

能力提供基础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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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军正高的 2020年长江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金沙江下游干流枢

纽群泥沙动态调控研究”项目（U2040217），针对金沙江下游梯级水电

站修建后所面临的关键科学和技术问题，基于山区河流推移质运动和河

道演变的理论探索，统筹考虑金沙江下游干支流动态的水沙过程及洪峰

沙峰动态调控技术、淤积形态优化调控技术、坝下游河道的响应过程等，

开展有利于水库库容长期维持、泥沙淤积均衡配置和下游河道相对稳定

的金沙江下游梯级水电站泥沙动态调控技术研究，为梯级水电站的高效

安全运行、下游河道治理及航道维护等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特大干旱精准诊断与应急水

源智慧调度技术装备”和“区域水平衡机制与国家水网布局优化研

究”启动暨实施方案论证会召开 

2022年 2月 20日，由蒋云钟正高主持

的“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自然

灾害防控与公共安全”重点专项“特大干旱

精准诊断与应急水源智慧调度技术装备”

项目启动会暨实施方案论证会以线上线下

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科技部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

心张贤处长、水利部国科司金旭浩副处长、我院汪小刚副院长等有关领

导和夏军院士、张建云院士等特邀专家，以及 10 家单位共同组成的项

目组 70 余位骨干研究人员。启动会由项目负责人蒋云钟正高主持，实

施方案论证由夏军院士主持。 

干旱是全球最常见和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气候变化背景下，持续时

间长、影响范围广和强度高的极端干旱发生频率将显著增加。开展特大

干旱精准诊断和应急水源智慧调度技术装备研究，对提高特大干旱事件

的精准监测、精确预警、精细防控和高效救援水平，提升主动防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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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项目面向特大干旱应对国家重大实践需求和科技

前沿，解决大范围大深度土壤水分连续监测原理等 3 个关键科学问题，

突破大范围大深度土壤水分连续精准监测等 6项关键技术，目标是创建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大干旱“监测-预报-诊断-调控”成套理论技术

体系和系统装备，提升我国对特大干旱的主动防御技术能力，更好地支

撑干旱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措施推进和落实，为我国特大

干旱应对实践提供科技支撑。 

2022年 3月 1日，由赵勇正高主持的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长江黄河

等重点流域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治理”重

点专项“区域水平衡机制与国家水网布局优化研究”项目启动暨实施方

案论证会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科技部中国

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王磊处长、水利部国科司金旭浩副处长、我院汪小

刚副院长等有关领导，以及王浩院士、胡春宏院士、邓铭江院士等项目

特邀专家，会议由项目负责人赵勇正高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项目承担

和参与单位的 80余位课题、专题负责人和研究骨干。 

目前，我国正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对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保

护修复河湖生态环境、降低水安全风险的需求十分强烈，水利基础设施

在保障国家安全、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在此背景下，

推进国家水网工程建设被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建设国家水网

将是未来一个时期国家治水实践的核心工作和重点任务。本项目面向国

家水网建设重大实践需求和科技前沿，拟通过解决区域水平衡机制及其

本构关系等 2大科学问题，突破水资源驱动效应系统模拟等 3项关键技

术，提出国家水资源均衡调控与水网工程布局优化方案，支撑和引领国

家水网工程规划建设重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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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水库和湖泊淤积控制与功能恢

复”顺利通过综合绩效评价 

日前，中国 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组织专家对我院承担、曹文洪总工

负责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水库和湖泊淤积控制与功能恢复”开展

综合绩效评价，项目综合绩效评价专家组由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

院梅锦山正高、武汉大学李义天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刘青泉教授、中科

院地理所贾绍凤研究员等 10位专家组成。 

“水库和湖泊淤积控制与功能恢复”项目于 2017年 7月立项，共设

置 6个课题，参加单位包括中国水科院、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等。项目紧密围绕国家重大需求，针对水库淤积和湖泊

萎缩的重大问题，系统开展了全国水库和湖泊泥沙淤积调查，揭示了自

然和人工共同作用下湖库水沙污染物运移与沉积机理，研发了湖库清淤

及淤积物利用成套技术与装置，提出了我国湖库淤积控制与功能恢复分

区分类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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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理论、技术和产品的全链条创新成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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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历经 4 年研发，建立了包含全国不同类型区 6702 座水库和

77 个湖泊泥沙淤积数据库，提出了湖库库容恢复技术与装置 12 项，研

发了淤积物处理和利用技术与装置 6项；开展了多个水库和湖泊工程示

范和应用，水库示范工程的淤损水库有效库容恢复 30%以上，湖泊示范

工程的疏浚泥沙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85%以上。发表论文 156 篇，其中

SCI/EI论文 76篇，出版专著 3部，申请发明专利 13项，其中已获授权

6 项，获得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5项，获得软件著作权 7 项；向水利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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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湖泊水库清淤重大战略咨询报告 1份；完成项目研究报告 1份、课题

研究报告 6份；培养研究生 35名，全面完成任务书规定的考核指标。 

三、人才培养 

 实验室多项成果荣获 2021 年度水力发电科学技术奖 

2022 年 1 月 21 日，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发布了 2021 年度水力发

电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实验室丁留谦正高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的 “水

库防洪与兴利预报调度风险决策理论和关键技术”和郭新蕾正高（项目

第一完成人）、刘之平正高、严登华正高作为项目完成人的“河渠冰情

监测预报与冰凌灾害防治关键技术装备”获得水力发电科学技术一等奖；

陈祖煜院士、肖建章正高作为项目完成人的“高填方工程稳定控制关键

技术及应用”和徐耀正高作为项目完成人的“高性能单组分聚脲研发及

其成套应用技术”获得水力发电科学技术二等奖。 

四、开放交流 

 《世界河流幸福指数报告 2021》发布会召开 

2022 年 3 月 22 日“世界水日”

当天，《世界河流幸福指数报告 2021》

发布会在我院举行，发布会由我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水利水电出

版传媒集团主办。会上发布了《世界

河流幸福指数报告 2021》中英双语版，并对“幸福河流”研究结果进行

了解读。受院长匡尚富委托，我院副院长彭静出席发布会并致辞。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主任夏泽翰、中国水利水电出版传媒集团副总

经理王丽出席发布会并致辞。我院副院长王建华、总工程师曹文洪，以

及《世界河流幸福指数报告 2021》课题组专家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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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河流幸福指数报告 2021》根据河流历史和区位重要性，在全

球选择了 15 条具有代表性的河流，从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

态、水文化 5个维度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世界河流的幸福指数得

分总体上处于一般幸福等级，多数河流的水安澜保障度、水资源支撑度、

水环境宜居度、水生态健康度、水文化繁荣度等达到了中等或中等偏上

水平，水资源开发强度高、流域开发强度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多数河

流的污水处理率、安全饮用水源、现代水文化创造创新、公众水治理认

知参与度等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发布会上，幸福河湖研究课题组专家作报告，对各个维度的研究结

果进行了解读。 

 实验室参与主办第二届亚洲国际水周水与气候变化议题 2 场分会 

2022 年 3 月 14 日至 16 日，第二届亚洲国际水周在印度尼西亚纳

闵巴霍召开，本届水周由亚洲水理事会和印度尼西亚公共工程与住房部

共同举办，主题为“为所有人提供可持续、清洁和充足的水”。水利部

部长李国英以视频方式出席水周开幕式并致辞，印度尼西亚副总统马鲁

夫·阿敏、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哈

尔达托、韩国环境部长官韩贞爱、世界水理事会主席洛克·福勋、亚洲水

理事会主席朴宰贤等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来自亚洲国家的政府部门、高

校及科研机构、水利相关行业代表、国际组织及特邀嘉宾参会。 

我院参加水周相关活动并主办“水与气候变化”议题下的“气候变

化与水利基础设施”和“水-能-粮纽带视角下的用水平衡及微网络应用”

两场分会。我院副院长、亚洲水理事会“水与气

候变化”特别委员会联合主席王建华主持分会。 

来自中国、美国、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尼

西亚、泰国的专家就气候变化背景下水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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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基础设施之间的相互作用展开讨论。水-能-粮纽带视角下的用水平

衡及微网络应用分会聚集中国、美国、韩国、印度尼西亚以及世界银行

的专家，分享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的相关应用，为用水平衡提供新的

见解。此外，实验室专家还参与了议题下其它分会的讨论，分享了中国

在洪水风险管理、防洪减灾方面的经验。 

亚洲国际水周是亚洲水理事会的旗舰活动，自 2017 年启动以来，

由亚洲水理事会和主办国相关机构联合举办，每三年召开一次。 

 实验室专家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世界工程日期间积极发声，向公

众传播水科学知识 

2022 年 3 月 22 日世界水日的主题为“珍惜地下水，珍视隐藏的资

源”，我国纪念 2022年“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活动的主题为“推

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复苏河湖生态环境”。2022 年 3 月 4 日是第三

个世界工程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定今年世界工程日的主题是“更加

智慧地重建：工程创造未来”。在纪念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世界工程

日期间，实验室专家围绕主题，在央视和新媒

体平台等多个渠道积极发声，向社会公众传

递水科学知识。 

在世界工程日来临之际，王浩院士应世

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邀请，发表了对工程支持可持续发展、水利

工程贡献的见解，介绍了中国水科院培养水利工程师的诸多平台，呼吁

更多青年人才加入到工程师的行列，为人类进步和国家繁荣贡献智慧和

力量。 

2022年 3月 25日，严登华正高在央视焦

点访谈节目”珍惜水资源 守护‘地下动

脉’”介绍河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的问题、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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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和近年来的治理成效，向社会公众普及节水意识和生态保护意识，

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中国水周期间，陆垂裕正高研究团队在新媒体平台发布系列科普

文章”不可见为可见：关于地下水”以文字、图片和漫话等形式，介绍

地下水的相关知识，讲解地下水的危机与影响，呼吁人们用可见的行动

来保护这份“不可见”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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