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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实验室召开 2023 年工作会议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南水北调中线冬季输水能

力提升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启动暨实施方案论证会召开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气候变化背景下长江黄河

源区水文—生态—泥沙过程场景推演及适应性调控”项目启动暨实

施方案论证会召开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特大城市外洪内涝灾害链联防

联控应急技术与示范”启动暨实施方案论证会成功召开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农田智慧灌溉关键技术与装备”

启动暨实施方案论证会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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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牵头完成的成果“江河湖库旱限水位确定及应用关键技术”

获得中国大坝工程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联合国大会主席克勒希一行访问我院 

 实验室严登华正高荣获 2021 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实验室仇亚琴正高荣获“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称号 

 走进水世界 节约水资源 –实验室贾玲正高走进北京小学进行节水

科普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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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建设 

 实验室召开 2023 年工作会议 

3 月 8 日，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

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召开 2023 年工

作会议。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

院士王浩，实验室副主任、中国工

程院院士胡春宏，实验室副主任贾

金生，实验室副主任、院三级职员

汪小刚，副院长王建华、各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国重办负责人和各方

向学术骨干等 50 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汪小刚主持。 

会议听取了王建华对实验室重组思路及初步方案的汇报、各方向

2022年度工作进展及近五年代表性成果汇报、国重负责人对实验室2022

年度总体建设运行情况和 2023 年度工作重点汇报。与会人员围绕实验

室重组方案相关问题及近五年代表性成果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浩、胡春

宏充分肯定实验室成立以来在基础研究能力上的显著进步，对实验室重

组准备工作提出了明确思路和具体要求。 

 

二、科研进展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南水北调中线冬季输水能

力提升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启动暨实施方案论证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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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5 日，由我院承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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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冬季输水

能力提升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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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合作与科技司金旭浩处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李

大鹏主任、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中线有限公司孙卫军副总经理、我院汪小

刚副院长和刘盈斐副处长等有关领导，以及我院胡春宏院士、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邓铭江院士、河海大学唐洪武院士、天津理工大

学练继建教授、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中线有限公司程德虎教高、南水北调

工程建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汪易森教高、刘之平教高和杨开林教高、水

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郜国明教高、内蒙古农业大学刘廷玺教授、大连理

工大学沈永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徐宗学教授，以及我院周普正高级会

计师等项目特邀专家。 

与会专家对项目及课题研究目标、研究任务、技术路线、研究方法、

进度安排、组织实施等内容进行了充分讨论，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和建

议，强调进一步加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以来气象、水文等观测资料

的分析，分段建立耦合模型并考虑应对措施，在集成已有研究成果基础

上突出增量和亮点。实验室郭新蕾正高代表项目组做总结发言，强调项

目研究紧扣国家需求，目标任务艰巨，项目组将认真吸取专家意见，修

改完善项目和课题实施方案，抓紧开展项目的实际研究工作，尽快取得

初步成果，支撑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冬季运行和调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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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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津大学、合肥工业大学、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南水

北调集团中线有限公司、四川大学、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武汉大学、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水利部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等 10 家单位的 80

余位课题、专题负责人和研究骨干。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气候变化背景下长江黄河

源区水文—生态—泥沙过程场景推演及适应性调控”项目启动暨实施

方案论证会召开 

1 月 15 日，我院组织召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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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气候变化背景下长江黄河

源区水文—生态—泥沙过程场景推演及适应性调控”项目启动暨实施方

案论证会。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马浩项目主管、水利部国际合作

与科技司金旭浩处长、我院汪小刚副院长分别代表专项管理机构、项目

推荐单位和牵头单位致辞，并就项目组织实施提出了明确要求；会议成

立了由张建云院士担任组长、丁一汇院士、王浩院士、胡春宏院士、邓

铭江院士、陈喜教授、沈珍瑶教授、熊立华教授、高扬研究员、李润杰

教授和黄鹏鹃处长组成的专家组；项目及课题骨干 100 余人参加了本次

会议。 

该项目由我院牵头，联合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四川大学、黄河水

利科学研究院、长江科学院、国家气候中心、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

持研究所、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青海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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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承担；将紧密围绕长江黄

河源区水安全与生态安全保障等重大实践需求，重点突破关键要素过程

演变与互馈机理，构建气候—水文—生态—泥沙场景推演平台和水土资

源适应性调控技术，并进行应用。 

实验室严登华正高代表项目组汇报了项目实施方案，南京水科院刘

艳丽正高、四川大学孙守琴研究员、黄河水科院吕锡芝正高、长江科学

院袁喆高工和我院秦天玲正高分别汇报了 5 个课题的实施方案。专家组

认为项目紧密围绕重大实践需求，创新特色及科技增量突出，可望取得

重大成果，一致同意实施方案通过论证；并就下一步的相关工作提出了

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特大城市外洪内涝灾害链联防联控

应急技术与示范”项目启动暨实施方案论证会成功召开 

1 月 15 日，由我院牵头承担的首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揭榜挂帅”项

目“特大城市外洪内涝灾害链联防联控应急技术与示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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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分为项目启动会

和实施方案论证会两个阶段。项目专业管理机构、推荐单位、用户单位

和牵头单位的领导、实施方案论证专家出席会议，项目负责人、各课题

负责人和研究骨干 100 余人参加。 

项目启动会由实验室蒋云钟正高主持，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王顺兵副处长、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金旭浩处长、北京市水务局刘

洪伟总规划师分别代表项目专业管理单位、推荐单位、用户单位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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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领导对项目团队的成功“揭榜”表示祝贺，对项目实施的关键节点和

科研、财务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勉励项目团队要踔厉奋发、勇于“履

榜”、敢于担责，练就敢打会打、善做善成的过硬本领，确保榜单任务圆

满完成。汪小刚副院长代表项目牵头单位感谢科技部、21 世纪中心、水

利部、北京市水务局等单位和专家的大力支持，表示我院将切实落实法

人责任制，承诺为本项目开辟绿色通道，全力支撑团队完成榜单目标任

务，以科技创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实施方案论证专家组由武汉大学夏军院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孔彦鸿副总工、河海大学任立良教授、国家气象中心（中央气象台）

李泽椿院士、中国水科院王浩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王光谦院士、北京

大学倪晋仁院士、中山大学王复明院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协主席邓

铭江院士、深圳大学陈湘生院士、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主任史培军教

授、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顾斌杰教高、华南理工大学黄国如教授、北

京市水务局潘兴瑶副处长、北京中玉天晟会计师事务所罗爱社高级会计

师等 15 名院士专家组成。实施方案论证会由专家组组长夏军院士和专

家组副组长孔彦鸿正高、任立良教授共同主持，实验室正高刘家宏教高

作为项目负责人从项目目标、主要内容、研究方案、示范计划、进度安

排和保障措施等方面汇报了项目实施方案，各课题负责人汇报了课题技

术方案和研究计划。 

专家组对项目及各课题的技术路线、研究方案、示范计划和进度安

排等内容进行了充分讨论，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完善建议。会议审议了

项目及各课题实施方案论证意见，专家组同意项目及五个课题的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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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通过论证。刘家宏教高代表项目组致谢发言，表示项目组将认真学习

领会专家意见，遵照会议意见组织修改完善实施方案，全力推进项目实

施，争取早日取得创新成果。本次会议的领导和专家为项目实施进一步

明确了方向，标志着本项目全面进入研发攻关阶段。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农田智慧灌溉关键技术与装

备”项目启动暨实施方案论证会顺利召开 

2 月 18 日，“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农田智慧灌溉关键

技术与装备”项目启动暨实施方案论证会在北京科技会堂顺利召开。该

项目由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牵头，联合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四川大学等单位共

同承担。项目拟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平台、人工智能等高新技

术，创新突破需水快速无损感知、供水智能决策、灌水精准控制等关键

技术，着力构建主粮作物农田智慧灌溉地力提升技术应用模式，并在华

北、西北等区域示范推广应用，促进农田地力产能提升。 

项目首席科学家、实验室吴文勇正高汇报了项目总体情况，各课题

负责人汇报课题实施方案，康绍忠院士、赵春江院士、尹飞虎院士等七

位与会专家对实施方案进行了点评。 

水利部国科司科技一处金旭浩处长、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项目

三处姜碌项目主管、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汪小刚副院长等领导出席

并发言，对项目规范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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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牵头完成的成果“江河湖库旱限水位确定及应用关键技术”

获得中国大坝工程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3 月 22 日，在中国大坝工程学会发布的 2022 年科学技术奖评选结

果中，实验室严登华正高牵头完成的成果“江河湖库旱限水位确定及应

用关键技术”获得中国大坝工程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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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养 

 实验室严登华正高荣获 2021 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2 月 17 日，何梁何利基金 2021 和 2022 年度颁奖大会在北京钓鱼台

国宾馆隆重举行。该基金由香港爱国金融家何善衡、梁銶琚、何添、利

国伟于 1994 年创立，旨在奖励中国杰出科学家，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

设。何梁何利基金下设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进步奖和创新奖。实验室严

登华正高荣获 2021 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实验室仇亚琴正高荣获“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称号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发布《全国妇联关于表彰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和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国巾帼文

明岗、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的决定》。实验室仇亚琴正高荣获“全国

巾帼建功标兵”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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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放交流 

 联合国大会主席克勒希一行访问我院 

联合国大会主席克勒希·乔鲍 ( )先生率联大代表团一

行 2月 1日至 4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于 2月 3日下午到访我院，

全方位了解中国水科技发展进展和成就，并与我院专家进行交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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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由我院院长匡尚富主持。联大主席办公室主任索盖·拉斯洛，联合国

驻华协调员常启德，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赵星，我院党委书记、副

院长彭静，中国工程院院士、我院正高陈厚群，特聘教授菲利普·顾博维

尔，联合国大会、中国外交部国际司、中国水利部国科司的代表，以及

我院相关单位负责人、青年水利专家和留学生代表参加交流。 

主席克勒希先生与院长匡尚富交流会谈 

克勒希主席此次我院之行，意在与水利专家探讨基于科学实证的水

挑战解决方案，促进全球团结一致推动可持续发展。主席先生在致辞中

表示，随着气候变化，洪旱灾害在全球多发频发，预计在未来 20 年内，

全球约 4 亿人口可能因洪涝和干旱被迫离开故土，其规模在人类历史上

前所未有。为应对全球水挑战，联合国将在今年 3 月 22 至 24 日期间召

开第二届联合国水大会，以引导水决策转向，切实提升水安全和水的稳

定性。 

“应对这样的挑战，必须依靠科学实证。”克勒希主席表示，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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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将更加注重将科学的、系统性的评估手段应用到联合国系统的各项工

作中，因此更需要科学界充分参与其中，共同探寻良策。他感谢中国水

科技界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涉水目标做出的积极贡献，特别是

基于科学的水问题解决方案，必将为其它领域提供宝贵经验，促成可持

续发展目标全面实现。 

匡尚富由衷感谢克勒希主席对水和科技议题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主

席先生提出的“用团结、可持续、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的主张，以及

在应对水资源、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进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时

将科技放在重要位置加以考量。匡尚富表示，水是万物之源，也是所有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石，当今世界面临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全球性挑战，

水是应对挑战的关键抓手。我院作为全国最大的综合性水科研机构，将

全力参与联合国相关活动，以水科技助力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全球的落实。 

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彭静作“科学实证支撑 SDGs 水目标实现”

的专题报告。报告针对四大突出水问题，介绍了中国水科技界基于新发

展理念和“十六字”治水思路所开展的科学实证。我院的创新理论和方

法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等已成为制定水政策和开展相关工程实践的科

学基础，科技全面支撑国家水网建设以优化水资源配置，应用数字孪生

技术建立“四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助力推行河湖长制、复苏水生态

环境的综合应对举措，建设幸福河湖的科学评估，以及开展国际组织活

动、海外水科普教育等推动各国水科学界团结合作，治水科技有效支撑

良好实践。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厚群就水工程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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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作为南水北调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原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组

长，陈厚群阐述了南水北调工程、三峡工程等大型水利工程攻克一系列

技术难题，在服务防洪保障、促进低碳减排、加强生态保护、助力经济

增长等方面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克勒希主席一行对中国的治水理论、技术应用和实践经验成果表达

赞许。主席先生及其团队首席科学顾问与我院专家学者围绕水与健康、

水与发展、水与气候环境、水与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分享了水治

理新理念、科技新进展、实践新做法。 

 走进水世界 节约水资源 –实验室贾玲正高走进北京小学进行节水

科普宣传 

在 2023 年 3 月 17 日，在世

界水日到来之前，实验室贾玲正

高走进北京小学，举行了一场别

开生面，生动有趣的节水科普宣

传活动。 

贾玲正高从同学们熟知的

“水”入手，带领同学们回忆生活中的水，寻找诗词中的水，感受到“水”

不仅与物质生活息息相关，也是构筑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元素。之后，

又用一连串准确的数字告诉同学们看上去随处可见的淡水，其实是十分

稀缺的资源。随后，用趣味盎然的方式，号召同学们关注水污染、水资

源分配不均衡、自来水处理等问题，并和同学一起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

办法。最后，还教给同学们很多随手可为的节水小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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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精彩又生动的讲座中，北京小学四年级全体同学认真倾听，热

情参与，积极发表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学习了很多关于水的知识，也明

白了节约用水重在一言一行、贵在每时每刻的道理。让我们一起行动起

来：节约用水，从自身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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