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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建设 

 水利部总工程师仲志余莅临延庆试验基地调研指导 

2022 年 7 月 18 日，水利部总工程师

仲志余莅临中国水科院延庆试验基地调

研指导工作，水利部人事司副司长王健

及相关领导，水利部人才资源开发中心

副主任骆莉，我院党委书记彭静、副院长

汪小刚、李锦秀、人事处及相关研究所

（中心）负责人陪同调研。 

仲志余一行首先来到工程力学综合

试验厅，调研了混凝土仿真实验室、混凝

土力学特性试验设备、岩石和土工材料

试验设备、温度应力试验机研发应用、振动台试验室等情况，认真听取

了实验室相关技术人员的汇报，详细询问了温度应力机的设备性能和同

行优势、高性能小型地震模拟振动台的运行等情况，充分肯定了我院在

水工结构材料试验与工程结构仿真、振动台的高效利用以及在核电、特

高压关键设备抗震等领域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鼓励科研人员要脚踏

实地、勇于创新、重视工程基础研究，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做出水科院

应有的贡献。 

在水资源与水土保持工程技术综合试验厅，仲志余参观调研了室内

重力侵蚀发生发展过程机理等现场试验，详细询问了降雨人工模拟试验

系统等运行情况，充分肯定了我院在水资源与水土保持领域的科研成果

和学术水平，鼓励科研人员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努力探索新技术新方法，

为水利科技创新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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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汛抢险减灾试验厅，仲志余听取了科研人员正在开展的城市地

表与排水管网水流交互机理试验内容的汇报，充分肯定了针对城市洪涝

问题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鼓励科研人员潜心研究，为新时期的治水工

作提供强有力技术支撑。 

在大型土工离心机实验室，仲志余调研了实验室建设与设备运行情

况，建议加速推进 1000g-ton 大型土工离心机的安装调试工作，进一步

加强实验室安全运行管理工作，确保实验室高效安全运行。 

调研过程中，仲志余指出要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十

六字”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讲话指示批示要求，贯彻落实李国英部

长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水灾害、

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系统治理，进一步做好科学研究和基础设施建

设等工作，为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Springer Nature 副总裁一行来访我院 

7 月 30 日下午，Springer 

Nature 副总裁崔晓莹、《自然-水》

编辑陈艳华一行来访我院，双方就

加强科技合作等事宜进行了深入

交流。受院长匡尚富委托，副院长

王建华主持会议，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生院、

信息中心、水资源所、水生态环境所、水利所、岩土工程所、水力学所

等部门专家与研究生参加交流。 

王建华对崔晓莹副总裁、陈艳华编辑一行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对

Springer Nature 对我院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介绍了我院基本情况

和主要工作方向。他表示，《自然》以及自然系列期刊作为国际顶尖学

术期刊在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推动科技进步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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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水》期刊的创办，为涉水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交流舞台，将

有力促进水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我院将进一步与 Springer Nature

开展深层次合作，共同推动水利科技的发展。 

崔晓莹感谢中国水科院对 Springer Nature 的关心和支持。她表示

Springer Nature 努力推动与包括中国水科院在内的科研机构交流合作，

为人类生存、发展以及未来面临的重大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提供支撑。

中国水科院在水资源开发利用、水灾害防御、河湖生态环境改善、重大

水利工程建设等涉水科研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 Springer Nature

与中国水科院在技术服务、信息平台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 

陈艳华为我院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做了题为 “Publishing with 

Nature Journals——如何在《自然》及自然系列期刊上发表您的论文”

的精彩演讲。她介绍了《自然》与自然系列期刊的发展与概况，重点介

绍了《自然-水》编辑的主要工作内容、编辑在稿件处理过程中的关注

点、编辑如何做出稿件决策，以及论文写作、向自然系列期刊投稿的实

用技巧。演讲结束后，陈艳华博士与参会人员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探讨。 

二、科研进展 

 青藏科考等项目圆满完成三江源地区联合科学考察 

2022 年 7 月 18 日至 8 月 2 日，我实验室负责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

合科学考察研究项目“水资源演变与适应性利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联合基金重点项目“黄河冰凌生消动力学演变机理及冰塞冰坝链

生效应研究”、中国科协科技智库青年人才计划项目“气候变化对中华

水塔的影响及适应对策研究”等项目在青海省三江源地区开展联合科学

考察和调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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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地区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分布最集中的高原湿地

生态区，被誉为“中华水塔”，在涵养水源、生态平衡、调节气候等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次科考的重点是考察气候变化对三江源地区水资源

及水电工程的影响。科考队实地考察了公伯峡、拉西瓦、龙羊峡等水电

站，循化、贵德、唐乃亥、黄河沿、直门达等水文站，鄂陵湖、星星海、

隆宝滩等湖泊湿地及三江源地区河流水系、地形地貌、社会经济等现状，

开展了典型河道断面、水文参数、土壤植被的补充监测，并与相关单位

座谈交流。 

本次考察途经青海省西宁、海东、海南、黄南、果洛、玉树、海西、

海北等 8市州，队员们日夜兼程，不畏艰险，翻山越岭，克服了高原反

应、新冠疫情防控等重重困难，总行程 4000 多公里，取得各类监测数

据 500 多个，影像 500 多幅，亲眼目睹了区域生态保护与水源涵养的成

效，系统了解了区域水文监测、水资源演变及黄河上游梯级电站运行调

度情况，加深了对江河源区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和水问题的认识，圆满

完成本次科考任务，为各项目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次科考活动得到了青海省科技厅、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黄河

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黄河上游水文水资源局、青海省水文水资

源测报中心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三江源地区水文-生态-土壤综合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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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座谈交流            黄河源鄂陵湖合影 

  

拉西瓦水电站调研考察                直门达水文站座谈交流 

 实验室开展黄河源区科学考察 

2022 年 7 月 22 日至 29 日，实验室方向二承担的“十四五”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课题“流域水安全和生态环境趋势与风险综合调控”赴黄河

源区开展科学考察和调研活动。调研由方向二学术带头人、水资源所副

所长贾仰文正高带队，课题负责人牛存稳正高、浙江大学建工学院副院

长许月萍教授、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党素珍副高以及课题骨干十余人参

加了调研，调研行程涵盖青海省西宁市、海南州、果洛州等。 

该课题于 2021 年 12 月正式获批立项，由我院牵头，浙江大学、黄

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等三家单位参加。课题重点关

注黄河水源涵养区（包括黄河兰州以上、渭河南山支流和伊洛河流域等），

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水安全和生态环境协同演化趋势及风险、

水源涵养能力阈值开展探索，研发基于健康水平衡的流域水安全与生态

环境风险综合评估和调控技术，提出黄河水源涵养区水源涵养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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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水安全保障和生态风险调控等一揽子的对策措施和实施建议。 

本次考察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黄河源区水循环过程和

水源涵养状况的影响。考察队成员实地调研了黄河龙头电站龙羊峡水电

站，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海拔 4610m的扎陵湖、鄂陵湖和牛头碑，

唐乃亥、贵德、军功、鄂陵湖等重要水文站，青海大学同德 LAJA_GNSS

综合观测站，贵德月亮湾生态试验站，西宁长岭沟水土保持和气象观测

站，并在水文站、试验站进行了座谈交流。调研组克服高原反应、新冠

疫情防控等重重困难，行程 2000 多公里，系统了解了黄河源区河流、

水文站、地质地貌、草原生态、水源涵养、水资源保护和治理等情况，

掌握了黄河源区生态保护与水源涵养的成效及问题需求，加深了对区域

生态环境和水循环特点的认识，为课题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次考察活动得到了青海省科技厅、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青海

省水土保持局、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黄河唐乃亥水文站合影            西宁长岭沟水土保持和气象观测站 

 水利部重大科技项目“全国土壤侵蚀模型研发”在京召开课题

进展汇报与交流会 

2022 年 9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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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土壤侵蚀模型研发”课题进

展汇报与交流会，重点对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承担的“全国水土流

失动态监测模型优化”“东北黑土区侵蚀沟土壤侵蚀模型”“人为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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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预警模型”“淤地坝安全度汛‘四预’模型”，以及长江科学院承担的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智能管理模型”共5个课题的阶段性进展情况进行了

对接与交流。 

会议由水土保持司张新玉一级巡视员主持，水土保持司蒲朝勇司长、

国际合作与科技司金旭浩副处长、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莫沫主任等

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张新玉一级巡视员介绍了项目要求和会议背景，项

目负责人曹文洪介绍项目所含 8个课题半年来的总体进展。5个课题负

责人分别汇报了相关模型研发的具体进展情况。 

参会领导和代表对各课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对后续研究提出了针对

性意见和建议。蒲朝勇司长进行了会议总结，强调紧扣智慧水利总体要

求，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不同模型的有机联系，并加强交流协作、广泛

借智聚力，共同构建智慧水土保持的数据底板和场景。中国水科院作为

项目牵头单位，及时组织课题承担单位开展交流研讨，推进各模型研发

进度，尽早在验证过程中发现问题和不断完善。此次会议为加快项目推

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实验室在三峡库区微塑料研究领域取得新进展 

近期，重点实验室高博研究团队在 Water Research（中科院分区 1

区期刊，影响因子为 13.40）上发表了题为“Influence of catastrophic flood 

on microplastics organization in surface water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China”的研究论文，阐述了洪水过程对三峡库区水环境中微塑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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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在 2015 年召开的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微塑料作为一种新污

染物，被列入环境与生态科学研究领域的第二大科学问题，成为与全球

气候变化、臭氧耗竭等并列的全球性重大环境问题。微塑料是指环境中

尺寸小于 5 mm的塑料碎屑或颗粒，它是由环境中各种塑料产品老化破

碎后所形成，其在水环境中的广泛存在，被誉为“水环境中的 PM2.5”。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微塑料污染，2022 年 5 月 4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中也将微塑料列为 4 类新污染物之一。2021

年 9 月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十四五”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中提出加

强江河湖库微塑料的监测及治理工作，重点强调了长江流域及三峡水库

微塑料的污染防控（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水利部按分工负责）。

针对长江流域及三峡水库微塑料污染问题，重点实验室高博研究团队在

2020 年开展了长江流域水体中微塑料采样和监测工作，重点围绕流域性

洪水过程对三峡库区微塑料赋存特征影响展开了研究，取得如下认识： 

三峡大坝的阻隔作用和流域性

洪水过程显著地改变了长江流域

微塑料的赋存特征及陆海传输过

程。2020 年长江流域性洪水后，三

峡水库水体中微塑料的平均丰度

达到了 6214 ± 5394 n/m3，显著高于

2019 年库区研究结果。洪水过后，

三峡库区水体中微塑料的形貌和

聚合物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然

而，由于防洪调蓄过程削弱了大坝

对微塑料的拦截作用，三峡水库与长江下游微塑料的赋存特征并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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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差异。洪水过后，库区水体中微塑料主要以小粒径微塑料（<300 μm）

赋存，占比达~65.4%。总体而言，三峡水库水体中微塑料污染处于低风

险等级，但小粒径微塑料引起的潜在生态风险不容忽视。此外，基于条

件破碎模型，发现微塑料的主要来源为废水排放、丢弃塑料容器以及农

膜的老化破碎等人类活动，同时，流域大气沉降输入也不可忽视。 

该研究得到了重点实验室自主研究团队重点课题（SKL2020ZY02）

和中国水科院三型人才-基础研究型人才项目的联合资助。 

三、开放交流 

 实验室主任王浩院士为湖北省厅级主要领导干部做辅导报告 

2022 年 9 月 8 日，湖北省全省市厅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 推进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决策

部署”专题培训班举行第九次专题辅导。我实验室主任王浩院士以视频

连线方式，围绕“以流域综合治理为抓手，践行荆楚治水三大使命”作

辅导报告。 

湖北省省委书记王蒙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忠林，省委副书记李

荣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王玲出席会议。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张文兵主持会议。 

王浩院士在报告中从专业视角梳理了全球水问题的发展历程和水问

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分析了流域综合治理的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提出

加强流域综合治理要从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景观、水

文化、水管理、水经济等八个维度进行顶层设计，并对湖北守住防洪排

涝安全底线、守住水环境安全底线、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 

 

 实验室主任王浩院士在全国科普日做专题科普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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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16 日，2022 年全国科普日水利主场活动以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在水利部举办。水利部副部长朱程清、中国科协专职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孟庆海等领导出席活动。中国水科院党委书记彭静、王浩院

士、青年科普讲解员参加主场活动。 

我实验室主任王浩院士以《变

化背景下江河的挑战与应对》为

题作了专题科普讲座。王浩院士

从地质、古气候、地貌等方面的作

用讲解了江河的形成演变规律，

介绍了江河在造就生境多样性、

支撑生物多样性、孕育人类文明等方面的重要价值，指出了气候变化、

人类活动和用水需求增加是近年来江河面临的三大风险挑战。全面解析

了江河的生态、环境、资源、社会、经济等五种功能属性，以江河五问

的形式提出了江河管理的应对措施。一是科学平衡江河开发与保护的关

系，二是提升气候变化背景下江河开发利用的适应能力，三是提升江河

治理的整体性和智慧化水平，四是形成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江河利用模

式，五是构建天人合一的新时期治水思路。 

 实验室协办的第 11 届全国冰工程会议成功召开 

2022 年 7 月 10 日-13 日，第 11 届全国冰工程会议在江苏科技大学

成功召开。会议由中国水利学会水力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流域水循环模

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协办。来自大连理工大学、中国水利水

电科学研究院、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山大学等全国各地 47 家高校、科

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 180 多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本届会议以“冰工程与寒区环境”为主题，聚焦湖冰、河冰、海冰、

积雪、冻土的科学与工程问题，开展学术研讨和成果交流。本届会议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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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学术论文 150 篇，交流报告 90 个，设置了 12 个分论坛，包括 19 个

研讨主题。中国水利学会水力学专委会秘书长、我实验室郭新蕾教高开

幕式上发表了致辞，实验室杨开林教高等多位专家参会交流冰工程领域

相关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大会学术委员会和组委会授予我实验室杨开

林教高“突出贡献奖”，并评选出 8 篇优秀学生论文和 8 个优秀学者报

告。会议确定下一届全国冰工程会议将由中山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在

珠海共同承办。 

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为全国冰工程领域学者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学

术交流平台，各位专家学者达成共识，立志聚力共为，将我国的冰工程

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13 

 

 

 

 

 

 

 

 

 

 

 

报送：科技部基础司 

           水利部国科司及有关部门 

           实验室依托单位中国水科院 

     发送：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院属各职能部门及有关研究所（中心） 

           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 

 

 

 

编辑：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编：崔亦昊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一号 932 室 

邮编： 100038 

联系电话：（010）68781697 

传真：（010）68781380 

邮箱：skl-cjb@iwhr.com 

网址：http://www.skl-w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