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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承担的水利部重大科技项目“水土保持预报预警模型研发” 

课题技术方案审查会在京召开 

 团体标准《工程场址最大可信地震动评估—随机有限断层法》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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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研进展 

 实验室主持的两个“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顺利通过综合

绩效评价 

实验室张国新教高主持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性能计算”重点专

项“复杂工程力学高性能应用软件系统研制”项目通过综合绩效评价。

该项目研究团队围绕高精度共性计算方法和高置信度模型、复杂工程结

构高效建模方法、软件超大规模高效并行化、示范工程应用等开展研究，

研制成功一套复杂工程力学高性能应用软件系统，涵盖静动力学分析、

模态分析、冲击分析、材料损伤与破坏分析、非连续性分析等，实现 60

万核以上的并行规模，强可扩展并行率 44%，弱可扩展并行效率 74%，

最大计算规模达 156 亿自由度，极大提高了模拟精度和计算效率。软件

功能、计算能力已经过第三方全面测评，并应用于三峡工程、白鹤滩工

程、乌东德工程、白格滑坡等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安全分析以及光机等国

家重大装备制造分析中，实现了三峡工程全坝建模和仿真分析评估、重

大光机装置精密建模和结构稳定性分析，发挥了重要科技支撑和保障作

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应用前景广阔。软件目前已部署在“天

河二号”“天河三号”E 级原型机、成都超算、昆山超算等国家级超算

中心。 

实验室阮本清教高负责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雄安新区多水源

联合调配与地下水保护”顺利通过综合绩效评价。项目围绕雄安新区水

资源安全保障重大需求，系统开展了大清河流域水资源演变机理、入淀

河流生态补水量质保障、地下水人工补给与调蓄、地下水环境风险预测

预警与防控、水资源承载风险评估与监控预警、多水源联合调配等基础

研究与技术研发，建成了生态补水量质保障、地下水人工补给、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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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监测等三类示范工程，提出了符合新区特点和定位的水资源安

全保障模式与方案，全面完成了任务书规定的内容和考核指标。 

  实验室承担的水利部重大科技项目“水土保持预报预警模型研

发” 课题技术方案审查会在京召开 

2022年 4月 14日，水利部水土保持司采用线下和线上结合的方式，

在京组织召开了水利部重大科技项目“水土保持预报预警模型研发”课

题技术方案审查会。 

会议由水土保持司张新玉一级巡视员主持，国际合作与科技司、水

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等有关领导，中国工程院胡春宏院士、水土保持

司刘震教高、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蔡强国研究员、北京林业大

学余新晓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刘青泉教授等特邀专家出席会议。 

项目负责人曹文洪正高介绍了项目背景、定位目标、工作内容、进

度安排和组织形式。项目设置的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模型优化、西北

黄土高原土壤侵蚀模型、西北黄土高原重力侵蚀模型、东北黑土区侵蚀

沟土壤侵蚀模型、北方风沙区土壤侵蚀、人为水土流失风险预警模型、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智能管理模型、淤地坝安全度汛“四预”模型共 8个

课题的负责人，分别汇报了具体研究内容与技术方案。 

与会专家对各课题进行了质询讨论，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和建议，强

调要按照水利部《“十四五”时期智慧水土保持建设工作方案》及“水

土保持预警预报模型研发”项目的总体要求，进一步细化技术路线，以

保障智慧水土保持建设总体部署，有力支撑新时期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 

参加会议的还有项目承担和参与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

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北京师范大学、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中国科

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长江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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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研究所、北京林业大学、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等单位代表和项目技术

骨干共 70 余人。 

 团体标准《工程场址最大可信地震动评估—随机有限断层法》正式

发布 

中国地震学会 2022 年 5 月 24 日发布公告，由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

研究所、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共同起草的团体标准《工程场址最大

可信地震动评估—随机有限断层法》通过审核，并批准发布。编号为

T/SSC1-2022，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实验室多位专家参与了标

准编制工作。 

地震动参数的合理评估是结构抗震安全评价的基础。2018 年颁布的

《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标准》（GB 51247-2018）明确规定“当发震断层

距离场址小于 10km、震级大于 7.0 级时，宜研究近场大震中发震断层作

为面源破裂的过程”，并且需要考虑“最大可信地震”对场址设计参数

产生的影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为贯彻预防为主的

方针，当重要建筑场址遭受最大可信地震时，应不致倒塌或发生危及生

命的严重灾变。 

场址最大可信地震动是指根据工程场地地震地质条件评估得到的最

大可能地震对场址产生的地震动参数。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如何评估场

址最大可信地震动参数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在近场大震情况下，近断

层场地的地震动不仅受到断层面上邻近的、局部的有限部分的影响，还

受到断层滑动方向、上下盘效应等因素影响，地震动模拟中若将破裂面

视作点源模型，则无法体现出大震的近场特征。因此，对于地震地质环

境较为复杂的重大工程场址，当受到近场一条或多条大震发震断层影响

时，确定场址地震动参数需要建立一种能够考虑实际震源破裂过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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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路径及场地条件等因素的、且适合于工程应用的地震动参数评价方法。

随机有限断层法是目前相对成熟、且操作性较强的近场地震动模拟方法。 

为了规范采用随机有限断层法确定场址最大可信地震动的方法、步

骤和技术要求，特制定了这一团体标准，为重大水电工程场址地震动输

入确定提供技术支撑。 

二、人才培养与引进 

 我院举行高层次引进人才菲利普·顾博维尔教授聘任仪式 

6 月 30 日，我院举行高

层次引进人才特聘教授菲

利普 ·顾博维尔（Philippe 

Gourbesville）聘任仪式。水

利部人事司副司长王健, 我

院院长匡尚富、副院长彭

静，以及水利部国科司相关负责同志出席聘任仪式。参加聘任仪式的还

有我院人事处、科研计划处、国际合作处、条件平台处、减灾中心、研

究生院及我院挂靠国际组织秘书处的相关负责同志。 

匡尚富热烈欢迎菲利普·顾博维尔教授正式加入我院。他对水利部

相关司局在人才引进过程中所给予的大力指导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

表示，顾博维尔教授作为我院全职引进的首位海外高层次人才，具有里

程碑意义，是我院为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与人才强国战略、支撑新时

期水利高质量发展而迈出的标志性一步。期待顾博维尔教授能够促进中

外先进治水理念与科技交融，深化中外人文交流互鉴，推动我院加快实

现“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水利水电科研院”的目标。 

王健表示，有关“十四五”规划对构建智慧水利体系、推动大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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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大湖数字孪生、智慧化模拟和智能业务应用建设等提出了更加具体明

确的要求。顾博维尔教授作为水信息学科的国际领头人之一，在这一重

要历史节点加盟水科院，具有重大意义。他希望顾博维尔教授能够将西

方先进治水理念和前沿创新成果应用在中国的江河湖库上，与中国水利

科技工作者一道共建绿水青山，为水利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菲利普·顾博维尔教授对水利部和我院的信任和支持表达了感谢。

他回顾了自身的学术背景、科研生涯及国际合作经历，表达了对中国的

喜爱和对未来在我院工作的期待。他表示在任职期间，将全力协助我院

的学科发展、期刊建设、研究生培养等工作，并期待更多优秀的中国水

利工程师能够积极参与国际项目，在国际舞台上贡献中国智慧、分享中

国经验。 

匡尚富代表我院向菲利普·顾博维尔颁发我院特聘教授（二级）证书。

聘任仪式后，顾博维尔教授在我院“名家讲坛”作《水问题——现状与

未来纵横谈》报告，介绍了在人口增长、城市化发展、气候变化背景下

全球水资源所面临的复杂挑战，提出要创新治水理念与方式，以现代信

息科技手段推动水资源一体化管理等。 

菲利普·顾博维尔教授是水信息学科国际领头人之一，长期从事数

字水模型建模、ICT 解决方案、虚拟现实技术应用、洪水风险管理、韧

性评估及智慧水利等水信息相关领域的研究，曾 60 余次作为国家级项

目负责人，10 余次作为国际级项目负责人，出版专著 7 部，发表期刊论

文 220 余篇，任全球 20 余所大学客座教授及多个国际组织相关职务，

担任 3 本 SCI 国际期刊主编、副主编及 16 本 SCI 期刊审稿人，2009 年

获法国国家教育骑士勋章，2011 年获得法国水工学会（SHF）颁发的水

工特别奖。菲利普·顾博维尔教授入职后，将在实验室全职开展科研工作。 

三、开放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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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召开陈厚群院士科研成就学术研讨会 

4 月 28 日上午，“陈厚群院

士科研成就学术研讨会”在中国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举行。水利

部原副部长、中国大坝工程学会

理事长矫勇，原国务院南水北调

办副主任宁远，中国南水北调集

团董事长蒋旭光，中国工程院三局局长高战军，水利部原总工程师高安

泽、汪洪，原国务院南水北调办总工程师汪易森出席会议。会议邀请了

陈祖煜、王浩、张建云、缪昌文、胡春宏、钮新强、王复明、孔宪京、

张建民、邓铭江、徐建、张宗亮、唐洪武等院士，水利部相关司局、直

属单位，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国家能源局，清华大学，同济大学，河海

大学，西安理工大学，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水利学会，中

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中国大坝工程学会等单位领导和专家以线上或线

下的方式参加了此次会议。 

陈厚群院士是我国水工抗震学科奠基人和开拓者，享誉中外的水工

抗震专家。1932 年出生于江苏无锡， 1995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曾

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主任、主席团

成员，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组长，水利部科技委委员，中国水

利学会副理事长等。现任南水北调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南水北调后续

工程专家咨询委员会顾问、全国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

国大坝工程学会常务理事。60余年来，始终以国家需求为己任，致力水

工抗震研究，填补我国水工抗震研究设计空白，保障我国水工程抗震安

全，带领团队从追赶、跟跑、并跑到引领世界。获得 30 余项国家级和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励，先后获得全国水电系统和水利系统特等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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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地震科技工作者先进个人、

国际大坝委员会终身成就奖、最美水利人、最美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实验室承办黄文熙讲座（第 25 讲）学术报告会 

2022 年 5月 8日，黄文熙讲座（第 25讲）学术报告会在我院举行。

本次学术报告会由《岩土工程学报》编委会主办、中国水科院流域水循

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承办。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祖煜、赖远明、

陈云敏，中国工程院院士龚晓南、张建民、冯夏庭、杜修力、张宗亮、

朱合华，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郑声安，中国力

学学会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孔令伟，中国水利学会岩土力学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蔡正银，中国建筑学会地基基础分会理事长宫剑飞，

我院副院长汪小刚、李锦秀，以及黄文熙先生工作过的各单位代表等全

国各地的岩土工程相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其他单位代表以线上或线

下的方式参加了报告会。 

开幕式上，第十三届《岩土工程学报》编委会主任陈生水院长致辞，

他对黄文熙讲座学术报告会于 2018 年后再次回到黄先生曾经工作的水

科院举办表示祝贺。 

汪小刚致开幕词，代表承办单位对出席会议的专家和代表表示热烈

欢迎，向岩土工程和水利水电同行、兄弟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社会各

界对中国水科院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回顾了黄文熙先生在创建

我院岩土工程学科和推动我国土工离心模型试验装置建设做出的卓越

贡献，并表示以学术报告会纪念黄文熙先生，是对老一辈开创水利水电

事业的有力传承，是弘扬科学家精神的生动实践。 

陈祖煜院士作为黄文熙的学生深情回顾了黄文熙先生在中国水科

院工作期间与同事、学生之间的工作生活点滴，勉励青年学者要牢记使

命、不忘初心，沿着黄先生开拓的道路开拓进取、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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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报告会上，第 25

讲黄文熙讲座主讲人、天津

大学副校长郑刚教授作了

题为“软土地区基坑工程变

形控制方法及工程应用”的

学术报告。水电水利规划设

计总院赵全胜正高、华侨大学俞缙教授、清华大学吴必胜教授、河海大

学陈育民教授、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关云飞正高和我院刘小生正高分别

围绕岩土工程领域热点问题做了特邀报告。 

 实验室协办“华北地下水超采治理学术研讨会” 

2022 年 6 月 22 日，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3.14”重要讲话

精神，针对华北平原地下水超采治理及地面沉降等重大问题，水利部在

我院组织召开了“华北地下水超采治理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在水利部

国科司支持下，由我院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联合承办，流域水循环

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水利部地下水保护重点实验室（筹）、中

国水资源战略研究会、中国水利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等单位协办。水

利部总工仲志余莅临我院出席会议。 

武强院士、王焰新院士、宫辉力教授、郝爱兵教高、吴吉春教授、

束龙仓教授等作为特邀专家参加会议，水利部规计司副司长李明、水资

源司副司长杜丙照、水文司副司长李兴学、国科司副司长武文相、信息

中心副主任刘志雨等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和代表参加会议。水利部海河水

利委员会、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

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河北省水利厅、北京市水务局、

天津市水务局、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天津市水文水资源中心、我

院科研计划处和水资源所等单位领导和代表以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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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议。会议由王建华副院长主持并作开幕致辞，仲志余总工做总结

讲话。 

会议邀请 5 位专家作了主旨报告，介绍华北地下水超采治理相关研

究进展和未来策略。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原副院长李文鹏作

题为《华北平原地下水超采与地面沉降现状与对策建议》的报告，中国

地质大学（北京）副校长万力作题为《华北地下水循环模式》的报告，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与环境地质研究所副总工张光辉作题为《华北

地下水超采主因与理性治理》的报告，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副

院长李原园作题为《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思路与进展》的报告，

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赵勇作题为《华北地下水超采治

理目标与实现路径》的报告。河北省水利厅副厅长崔志清、北京市水务

局副局长李宇、天津市水务局二级巡视员杨建图等分别作京津冀地区地

下水超采治理实践报告，介绍地下水超采治理工作进展及相关研究需求。

会议特邀专家、水利部有关司局及单位代表围绕华北平原地下水超采治

理开展了深入交流研讨。 

仲志余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水利部党组历来高度重

视地下水管理与保护工作，李国英部长在 2022 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

提出，要强化地下水超采治理、加大地下水领域基础研究力度。他强调，

近年来华北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需要科技创新

持续深度支持，尤其是在地下水领域基础研究、地下水动态管控标准、

地下水开采精准计量、地下水水资源精细化模拟评价、地下水预报预警、

地下水治理长效机制等六个方面，希望通过今天的会议，总结经验、厘

清问题，通过各方努力和合作，共同推进华北地下水尽快恢复健康状态，

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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