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名2021年度山东省科技进步奖公示内容 

一、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南四湖流域平原洼地水安全保障关键技术及应用 

奖    种：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二、提名者及提名意见 

提名单位：济南市科学技术局 

提名意见：按照“量质统筹、技术攻关、应用落地”的总体研发思路，该项目历时

十余年，围绕威胁南四湖流域平原洼地水安全的三大因素——洪涝灾害、水资源短缺、

水环境恶化，建立了河湖库联合调度洪涝灾害防治技术、雨洪资源开发利用技术与水环

境综合整治技术，形成了适用于我国黄淮平原易涝区的水安全保障技术体系。项目成果

写入了山东省淮河流域综合规划、山东省南四湖保护规划、南四湖防洪预案等重要规划

中，并成功应用于“沂沭泗河洪水东调南下续建工程南四湖湖内工程”、“淮河流域重

点平原洼地南四湖片区治理工程”、“淮河流域重点平原洼地沿运片邳苍郯新片区治理

工程”、“洙赵新河徐河口以下段治理工程”等四项国家重点治淮工程；项目成果还直

接指导了2019年山东省重点水利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中洙赵新河、东鱼河等省管河流治理

工程的建设，为全省“水利工程补短板”这一当前水利行业核心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项目成果在我国黄淮平原易涝区的水安全保障领域具有重要的推广应用价值，经济社会

和生态效益巨大。 

对照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授奖条件，提名该项目申报2021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进

步奖三等奖。 

三、项目简介 

南四湖流域为我国北方典型平原易涝区，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迅猛，然而由于

地处水系发育，处于我国黄淮气候过度带，水安全问题突出，严重威胁着区域粮食生产

安全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国家美丽乡村建设步伐。围绕该问题，水发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联合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济南大学等单位，在水

利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国家重点治淮工程、山东省重大水利科研与技术推广等国家

行业科研和重大工程项目支持下，历时 10 年构建了适用于黄淮平原易涝区的水安全保

障技术体系，并成功应用于南四湖流域平原洼地的治理工程中。主要创新包括： 

1、揭示了黄淮平原洼地洪涝转化规律，提出了南四湖流域水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建



立了水安全综合评价模型，评价了南四湖流域水安全程度，提出了保障平原洼地水安全

的实施路线图。 

 2、针对南四湖平原洼地“坡水不能入河，河水不能入湖，湖水下泄不畅”的特点，提

出了由防洪排涝分级特征水位、骨干河道分区排水、蓄滞洪区分区运用组成的洪涝调控

模式，建立了湖区“三湖两河”洪水演算改进模型与平原区河网闸坝联合调度模型于一体

的平原易涝区洪涝调控防治技术体系，研发了洪涝风险监测评估平台。 

3、针对黄淮平原区“汛期涝水排泄不畅、非汛期干旱缺水”的典型特点，提出了基于

区域供需分析、配置调度、风险效益评估的滨湖反向调节雨洪资源利用技术，为滨湖地

区供水安全保障策略和开发利用工程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 

4、针对平原易涝区非点源污染“来源识别困难、过程机制不清、治理低效”的环境困

境，建立了基于高分影像的河湖水体地物精细分类技术、水量水质耦合模拟技术和入湖

河口湿地生境恢复技术，为南四湖流域非点源污染整治提供了系统完备的技术方案。 

项目攻关成果曾荣获水利水电、环境保护等行业奖项 9 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7

项，出版专著 2 部，发表论文 80 余篇。研究成果在沂沭泗河洪水东调南下续建工程南

四湖湖内工程、山东省重点平原洼地南四湖片治理工程、山东省洙赵新河徐河口以下段

治理工程等多项国家重点治淮工程，以及山东省淮河流域综合规划、南四湖防洪预案编

制中得到成功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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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排名 
行政 

职务 

技术 

职称 
工作单位 完成单位 对本项目贡献 

刘友春 1 副院长 高级工程师 
水发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水发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总体方案设计部署与组织协调工作；对

创新点 1 的主要贡献是构建了流域水安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和评价模型，并将其应用于山东省淮河流域综合规划；对创新

点 3 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滨湖平原区反向调节雨洪利用的重

要方式——利用沿湖周边的平原水库、煤矿塌陷区等低洼地

区，择机抽取南四湖汛期弃水。投入该项目研究工作量占本人

同期工作量的 65%，授权专利 1 项、编制标准 2 则、发表论

文 1 篇用以直接支撑本项目研究。 

王宗志 2 
研究室主

任 
教授级高工 

水利部交通运

输部国家能源

局南京水利科

学研究院 

水利部交通运

输部国家能源

局南京水利科

学研究院 

项目第二负责人，协助制定研究方案与技术路线；对本项目

“四、主要科技创新”中第 2 个和第 3 个创新点做出了突出

贡献。对创新点 2 的主要贡献是改进了南四湖洪水演算方

法，构建了基于四阶龙格库塔法的洪水演进整体数值模拟模

型，对创新点 3 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一套适用于平原洼地地

区的水资源可利用量计算的方法体系。投入该项目研究工作

量占本人同期工作量的 60%，发表论文 2 篇用以直接支撑本

项目研究。 

张大伟 3 部门主任 教授级高工 
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 

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 

围绕洪涝调控模式中水动力学模型构建与优化开展大量工

作，对本项目“四、主要科技创新”中第 2 个创新点做出了

突出贡献。对创新点 2 的主要贡献是采用新一代有限体积

一、二维浅水水动力学仿真模型模拟计算，优化了骨干河道

闸坝群联合调控的分区排涝方案；考虑闸门和泵站的影响，

开发了小流域内涝模拟模型，模拟了涝水运动过程和规律。

投入该项目研究工作量占本人同期工作量的 60%，授权发明

专利 2 项、发表论文 1 篇用以直接支撑本项目研究。 

李飞 4 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水发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水发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四、主要科技创新”中第 2 个和第 4 个创新点做

出了重要贡献。对创新点 2 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多因素洪水

淹没风险度数值计算方法，对南四湖湖东蓄滞洪区进行风险



区划；对创新点 4 的主要贡献是把基于高分影像的地物精细

分类技术转化应用到山东省河、湖长制管理工作及岸线规划

编制中。 

曹利军 5 副院长 高级工程师 
水发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水发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四、主要科技创新”中第 2 个和第 3 个创新点做

出了突出贡献。对创新点 2 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基于高精度

DEM 及 ArcGIS 的排涝分区方法，将南四湖平原洼地分为 13

个分区，并将该技术成功转化应用到国家重点治淮工程“淮

河流域重点平原洼地南四湖片区治理工程”；对创新点 3 的

主要贡献是将滨湖反向调节雨洪利用技术应用到国家重点治

淮工程“洙赵新河徐河口以下段治理工程”中。投入该项目

研究工作量占本人同期工作量的 60%，授权专利 1 项、编制

标准 1 则用以直接支撑本项目内容。 

李庆国 6 - 副教授 济南大学 济南大学 

对本项目“四、主要科技创新”中第 4 个创新点做出了突出

贡献。对创新点 4 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基于高分影像的河湖

水体地物精细分类技术，为后期实现流域范围内的水体监测

提供了技术基础；建立了水量水质耦合模拟技术，揭示了流

域非点源污染时空分布、迁移转化规律，为污染负荷估算提

供了新思路；建立了以湿地基底恢复技术、湿地景观恢复技

术为主要内容的湿地生境恢复技术、基于“植被带-前置库-

岸带-人工湿地”的外源截流与内源削减控制的水质净化技

术、基于“营养盐-水生植物-生物链-生态系统”的富营养化

逐级调控技术。 



六、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1.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是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作为项目承担单位，在项目部署与

实施、理论与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与应用、推动科技进步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

在项目部署与实施方面：发挥本土优势，全面、系统地掌握南四湖流域的第一手资料，

围绕亟待攻关的水安全保障技术难题，牵头成立项目组，确定总体研究方向、技术路线

和工作方法，并负责协调各项工作。（2）在理论与技术攻关方面：建立了流域水安全综

合评价技术与解决方案，参与建立了河湖库联合调度技术、滨湖反向调节雨洪利用技术。

（3）在成果转化与应用方面：积极承担、参与多项治淮工程的前期规划、可行性研究、

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建设运行管理等工作，将项目成果南四湖流域洪涝调控技术体

系应用于南四湖流域洼地洪涝防治工程实践中，滨湖反向调节雨洪利用技术应用于以鱼

台滨湖水库为典型的平原水库工程、以洙赵新河为典型的沿湖河道工程中；基于高分影

像的地物精细分类技术应用于山东省河长制工作中用于流域范围内的水量水质识别；入

湖河口湿地生境恢复技术应用于滕州市小魏河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中；以上成果的工

程应用支撑了山东省重点水利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乡村振兴战略、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等；

（4）在推动科技进步方面：授权专利 2 项，编制标准 3 则，发表论文 1 篇。 

2.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是成果第二完成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与水发规划设计有

限公司积极合作，重点围绕平原洼地防洪除涝调控及雨洪资源利用等开展了相关理论研

究与技术攻关。（1）耦合水动力学与基于水文学的湖泊洪水演进方法，考虑河湖衔接、

汊口、湖泊吞吐和二级坝调控，改进了南四湖洪水演算方法，构建了基于四阶龙格库塔

法的洪水演进整体数值模拟模型。（2）建立了以生态环境需水量、不可控洪水资源量、

洪水资源可利用量、洪水资源实际利用量为核心的洪水资源计算框架，采用Tennant法耦

合水动力模型实现生态环境需水径流过程的推求，进而通过水文频率计算方法实现生态

环境需水与洪水资源利用对象下限阈值的转换，建立了雨洪资源可利用量计算模型。基

于滨湖地区需水空间与可能蓄水空间的分析，综合运用湖泊（水库）汛限水位分期运用

与动态调整技术、河网闸泵群联合调控技术，构建了滨湖反向调节雨洪利用两阶段模型。

（3）发表论文2篇、编制标准1则，用以直接支撑本项目成果。 

3.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作为成果第三完成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与水发规划

设计有限公司积极合作。（1）在洪涝模拟技术上，采用新一代有限体积一、二维浅水水

动力学仿真模型模拟计算，优化了骨干河道闸坝群联合调控的分区排涝方案；在一维河

网模拟方面，采用了具有良好通用性的一维河网模型，可以很好的考虑闸、泵、坝等构

筑物的影响和复杂流态的自动转化，开发了小流域内涝模拟模型，模拟了涝水运动过程

和规律。（2）协助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将上述成果系统应用到国家重点治淮工程“淮

河流域重点平原洼地南四湖片区治理工程”中，为工程的总体布局、运行管理提供了重

要的技术支撑，社会经济环境效益显著。（3）发表论文1篇、授权发明专利2项，用以直

接支撑本项目成果。 

4.济南大学 

济南大学作为成果第四完成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与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积

极合作。（1）针对南四湖平原洼地非点源污染来源识别困难、消减机制不清、治理手段

低效，建立了基于高分影像的河湖水体地物精细分类技术，为后期实现流域范围内的水

体监测提供了技术基础；建立了水量水质耦合模拟技术，针对非点源污染时空分布、负

荷估算、迁移转化等提供了新思路。（2）建立了以湿地基底恢复技术、湿地景观恢复技

术为主要内容的湿地生境恢复技术、基于“植被带-前置库-岸带-人工湿地”的外源截流

与内源削减控制的水质净化技术、基于“营养盐-水生植物-生物链-生态系统”的富营养

化逐级调控技术。（3）协助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将上述成果系统应用到滕州小魏河

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