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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建设 

 实验室持续资助 2022 年度自主研究课题 20 项 

2023 年 4 月 13 日，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召开

“2022 年实验室自主研究课题中期评审会”。专家组听取 20 项自主研

究课题项目中期汇报，经评审，项目均达到年度研究目标，取得了预期

成果，同意持续资助。 

实验室 2022 年度共设立 20 项自主研究课题，其中团队重点研究课

题 5 项、自由探索项目 15 项，每年资助经费 700 万元。 

 实验室资助 2023 年开放研究基金 20 项 

实验室根据《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

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项目管理办法》和《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项目评审办法》的

有关规定，经申报、初审、专家评审、专家组评议及院长办公会审议，

决定资助 2023 年度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项目 20 项，资助总经费 140 万

元。 

实验室共收到来自科研院所、高校、企事业单位等 42 家单位 57 人

的 58 份申请报告。其中基础研究 32 项，应用基础研究 26 项；申请人

中拥有博士学位者 56 人，占总申请人数的 96.5%，正高级职称 9 人，副

高级职称 20 人，中级职称 28 人。 

二、科研进展 

 曹文洪正高研究团队：中国在国家尺度确定了水土流失防治的适宜目

标 

实验室曹文洪正高日前在 Journal River 期刊以“中国在国家尺度确

定了水土流失防治的适宜目标”为题发表文章。论文指出，研究团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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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米分辨率网格为空间单元，基于土壤侵蚀分类分级、土地利用、海拔

地形、植被覆盖等地理空间数据叠加分析，逐片分析现存水土流失中哪

些不需治理、哪些应当治理、哪些可以完全治理（治理后土壤侵蚀强度

可降至轻度以下，不再计入水土流失面积）、哪些不可完全治理（治理

后土壤侵蚀强度降低但仍在轻度及以上，依然计入水土流失面积），最

终确定出全国及不同类型区的远期水土流失面积阈值。研究结果表明全

国水土流失面积远期应且能够减少至 215 万 km2，水土保持率（水土保

持状况良好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阈值达 77.5%，从而首次科学确定了

为满足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的国家尺度水土流失防治适宜目

标。 

 实验室荣获 2022 年度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一等奖 2 项 

在 2023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第十四届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上，

王建华正高牵头的《能源与水协同高效绿色利用关键技术》项目和贾金

生正高牵头的《高海拔强辐射大温差地区碾压混凝土坝关键技术研究与

实践》项目分别荣获 2022 年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一等奖。 

该奖项是经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批准、面向产学研界设立的协

同创新最高荣誉奖。 

三、人才培养 

 实验室学术带头人王建华正高荣获“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2023 年 5 月 30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科技部、国

务院国资委联合举办的“庆祝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

大会”在北京国家科技传播中心隆重举行。实验室学术带头人王建华正

高荣获“第三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本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共授予 7 个团队全国创新争先奖牌、26 名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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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创新争先奖章、251 名同志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王建华正高长期从事水资源节约、配置、保护与管理研究。他创建

了节水型社会建设理论与方法体系，发展了水资源及其承载力评价方法，

提出了水资源全要素保护新方法，广泛应用于实践并取得显著成效；他

主持节水型社会建设、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水生态文明建设等多领域首

个试点方案编制，负责雄安新区水资源保障等重大规划，引领水资源治

理实践创新；他投身于重大工程，深度参与国家水网、南水北调、三江

联通、渝西水资源配置等重大工程设计与规划工作，为我国水资源安全

保障和学科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光华工

程科技奖，全球人居环境绿色技术奖等奖项和荣誉。 

全国创新争先奖于 2017年 4月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

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共同设立，旨在表彰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

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社会服务等相关

科技创新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是继“国家自然

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之后，由国家批准设立

的又一个重要科技奖项，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一个科技人才大奖。 

实验室贾金生正高、刘之平正高、王浩院士曾荣获第一、二届全国

创新争先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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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放交流 

 实验室承办首届中国水锤大会 
2023 年 5 月 9-10 日，首届中国水锤大会在湖南株洲成功举办。中

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汤鑫华、株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蒋湘晖、

中国水资源战略研究会秘书长、实验室蒋云钟正高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实验室主任王浩院士、王复明院士应邀作主旨报告，中国工程院邓铭江

院士出席开幕式并参与学术沙龙活动。中国水利学会副秘书长吴剑主持

开幕式。来自水利、市政等领域的专家、代表们欢聚一堂，通过学术报

告、学术沙龙、现场调研等形式，共同探讨交流水锤领域的前沿科技问

题。 

中国水锤大会是由中国水利学会联合中国水资源战略研究会、全球

水伙伴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办的连续性学术品牌，旨在搭建专业的学术交

流平台，并持续提供前沿进展、技术创新、信息共享和科研成果转化等

交流服务，全面推动水锤防护技术的进步与产品的研发，打造水锤防护

行业的中国名片。本次大会由中国水利学会、中国水资源战略研究会、

全球水伙伴中国委员会主办，株洲南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流域水循环

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水利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中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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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学会调水专业委员会、中国勘测设计协会水系统工程与技术分会、中

国测绘学会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河北工程大学、水利部数字孪生流域

重点实验室（筹）承办。 

 实验室主任王浩院士在全国科技者工作日做科学家精神宣讲报告 

2023 年 5 月 30 日，在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第七个全国科技工作

者日到来之际，实验室主任王浩院士应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特别邀请，

来到中国三峡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向水电与新能源科技工作者开展了

一场以“点亮精神火炬、引领创新争先”为主题的别开生面的科学家精

神宣讲活动。 

王浩院士以“双碳目标驱动下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新发展”为题作了

科学家精神宣讲报告。报告从双碳目标引领能源革命、双碳目标驱动水

利水电行业新发展、风光水储互补开发科技前沿等方面进行阐述，重点

介绍了风水水储多能互补开发模式及其关键技术，就如何利用风光水助

力实现“双碳”目标进行了展望。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深入浅出、

富有启发，赢得了在场科技工作者的热烈反馈。 

 实验室学术带头人王建华正高解读《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

《规划纲要》），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形成国家水网总体格局，国家

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逐步建成，省市县水网基本完善”。 

6 月 30 日，实验室学术带头人王建华正高接受人民网专访，从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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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要建设国家水网、如何建设国家水网、国家水网和我们每个人又有何

关联等三个方面，对《规划纲要》进行了解读。 

为什么要建设国家水网？王建华看来，国家水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气候变化背景下，要求我们运用系统性的思

维、系统性的基础设施网络，来实现更大范围的空间均衡，在一张水网

中统筹解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和水灾害问题。同时也为粮食安全、

新型城镇化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如何建设国家水网？王建华将水网比拟为人体，进行了形象解释。

把水网比喻成人体，那主骨架和大动脉就是人体的纲。在主骨架大动脉

的基础上对水资源进行相应的合理配置，把水输送到所需要的地方，这

就是目，这相当于人体的小动脉和毛细血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

有相应的调蓄工程，像水库和水源工程等，这就是结，类似于脾脏、肝

脏等人体的储血器官。下一步，需要在重点推进主骨架和大动脉建设的

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水资源的配置工程、防洪排涝、河湖生态系统保护

等工程建设。他强调，水资源调配“最后一公里”也同样重要。 

国家水网与每个人有何关联？王建华表示，水安全保障与每一个人

都休戚相关：随着国家水网工程的建设，居民供水保障能力和水平会越

来越高、城乡水环境质量会越来越好、河湖生态也会越来越健康。除此

之外，水旱灾害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会越来越小。 

 实验室举办“我们身边的小颗粒-微塑料”公众开放日活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的重要论述精神，积极响应科

技部关于全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在 2023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开展

公众开放活动的相关要求，6 月 3日，实验室和水利部京津冀水安全保

障重点实验室联合举办了公众开放日活动。来自北京实验学校、首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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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小学、羊坊店中心小学、首师大附中、海淀实验中学等中小学生及

家长 50 余人参加了本次精彩纷呈的科普活动。 

本次开放日活动主题为“我们身边的小颗粒—微塑料”，内容包括

科普讲座课堂、户外水样采集、实验室水样处理及分析等。此次公众开

放日活动，展示了实验室微塑料研究团队的最新成果，提升了公众保护

环境的责任意识，营造了社会公众“热爱科学 崇尚科学”的氛围。流

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将始终牢记面向社会公众科学普

及的社会责任，为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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