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0.19-22



2018.10.19-22



 中国水利学会2018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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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学会

（二）协办单位

江西省水利厅 

江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江西省水利学会

水利部综合事业局

水利部信息中心

水利部国际合作交流中心

水利部预算中心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水利部中科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

长江科学院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广东省水利学会

山东水科院

中山大学

河海大学

山东大学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三）承办单位

南昌工程学院

（四）支持单位

北京国电瑞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航征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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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会内容

（一） 主题

创新助力新时代人水和谐

N I A N H U I N E I R O N G

（二） 大会

开幕式、特邀报告

（三） 分会场

节水分会场

坚持节水优先，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主题：

水利部综合事业局承办单位：

河湖长制分会场

河湖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创新主题：

长江科学院、水利部河湖管理司承办单位：

水生态文明分会场

河湖水生态健康与绿色发展主题：

水利部中科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中国水利学会水生态专委会承办单位：

水—能源—粮食分会场

水—能源—粮食互馈关系主题：

中山大学、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广东省水利学会承办单位：

                中国水利学会水资源专委会

饮用水水源地分会场

坚持生态优先、加强水源保护、保障饮水安全主题：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承办单位：

水旱灾害防治分会场

提升预警预报能力，科学应对旱涝灾害主题：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学会减灾专委会承办单位：

长江大保护分会场

长江大保护过程中的热点问题研究主题：

长江科学院承办单位：

水工结构分会场

新时代水工结构创新发展主题：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学会水工结构专委会承办单位：

跨流域调水与生态文明建设分会场

跨流域调水工程与区域水生态文明建设主题：

中国水利学会调水专委会承办单位：

一带一路分会场

一带一路·走出去主题：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河海大学承办单位：

                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国家大坝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智慧水利分会场

推进智慧水利建设，驱动现代化发展主题：

水利部信息中心、河海大学、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承办单位：

                中国水利学会信息化专委会

地下水分会场

地表水地下水相互作用及工程环境效应主题：

河海大学、山东大学、山东水科院、中国水利学会地下水专委会承办单位：

财务管理分会场

水利财务管理主题：

水利部预算中心、中国水利学会会计专委会承办单位：

标准化分会场

标准化与创新发展主题：

中国水利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承办单位：

创新助力新时代人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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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分会场

水利期刊发展研讨（第五届）主题：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学会期刊工作委员会承办单位：

检验检测分会场

检验检测助力提质增效主题：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河海大学、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承办单位：

无人机分会场

无人机助力新时代智慧水利主题：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水利学会遥感专委会      承办单位：

                中国水利学会减灾专委会

国际分会场

南昌工程学院、水利部国际合作交流中心承办单位：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学会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委员会

二、 总体日程安排
Z O N G T I T I C H E N G A N P A I

注：返程的代表请于14:00前退房。

疏浚分会场

以问题为导向，创新发展疏浚与泥处理利用技术与方法主题：

河海大学、中国水利学会疏浚与泥处理专委会承办单位：

（四）“水利青年科技论文（英文）竞赛”

复赛、决赛

承办单位：南昌工程学院、中国水利学会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委员会

（五）涉水相关展览展示

（1）优秀论文展板展示

（2）入选论文海报展示

（3）“水利与无人机”展

（4）其他涉水企业产品展

日期/时间 内 容 地 点

10月19日

全天报到 参会代表报到注册 南昌工程学院室内体育馆

半天
“水利青年科技论文

（英文）竞赛”复赛
教学南楼C区102、103

10月20日 全天大会 开幕式、特邀报告
瑶湖艺术中心、图书馆学术报告

厅、大学生活动中心多功能厅

10月21日 全天分会

节水

河湖长制 瑶湖学院学术报告厅

水生态文明 教学南楼C区205

水—能源—粮食 教学南楼C区202

饮用水水源地 大学生活动中心B200

水旱灾害防治

上午 图书馆报告厅

下午 大学生活动中心B205

（1-洪涝）

下午 大学生活动中心A301

（2-干旱）

长江大保护 教学南楼C区103

水工结构 教学南楼C区102

跨流域调水与生态文明建设 大学生活动中心B100

一带一路 教学南楼C区204

智慧水利 教学南楼C区101

财务管理 教学南楼C区301

地下水 大学生活动中心B101

标准化 教学南楼C区302

期刊 教学南楼C区201

检验检测 教学南楼C区105

无人机 教学南楼C区104

疏浚 教学南楼C区303

国际 教学北楼C区105

10月22日 上午调研
赴鄱阳湖模型试验研究基地

和江西水土保持生态科技园

酒店大堂集合准时出发，

不参加技术调研的代表返程

教学南楼C区203

创新助力新时代人水和谐

下午 101、102



三、 开幕式与年会报告安排
K A I M U S H I Y U N I A N H U I B A O G A O A N P A I

（一）开幕式及大会报告
时   间： 

地   点：  

主持人： 

2018年10月20日 9:00～12:10；13:30～17:50

南昌工程学院瑶湖艺术中心、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大学生活动中心多功能厅

胡四一  中国水利学会理事长

匡尚富  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水科院院长

薛松贵  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

陈永灿  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西南科技大学书记、清华大学教授

（二）分会场

2018年10月21日 8:30～11:35；13:30～16:40

南昌工程学院教学南楼C区203

程继军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教高

韩文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旱区节水农业研究院  研究员

罗玉峰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教授   

程继军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教高

时   间： 

地   点：

主   席：  

主持人： 

第一分会场：节水分会场

创新助力新时代人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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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内  容 报告人 主持人

上午

8:30

~

11:45

8:30~8:40
颜勇（水利部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副主任）
中国水利学会领导

李益农（中国水科院水利所所长、教高）现代灌区用水管理技术

韩文霆

10:25~10:50

13:55~14:20

下午

13:30

~

16:40

白雪（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资环分院节

水室主任，全国节水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秘书长）

韩文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旱区节水

农业研究院  研究员）

程继军
朱德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旱区

节水农业研究院 教高 ）

作物需水无人机遥感监测技术与系统

新能源智能性节水灌溉技术

14:45~15:00 休息15分钟

8:40~9:10

我国节水标准体系建设
9:10~9:40

程继军（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教高）工业企业水系统优化和废水零排放9:40~10:10

10:10~10:25 休息15分钟

刘方平（江西省灌溉试验中心站  教授）
鄱阳湖流域农田灌排系统生态整治

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10:50~11:15

13:30~13:55 罗玉峰（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教授）
基于天气预报的参考作物腾发量预报方法

比较研究

刘洪波（新疆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工程师）
极端干旱区葡萄园微喷弥雾调控技术

研究

14:20~14:45

罗玉峰

朱焱（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副教授）
河套灌区地表水-地下水联合利用

水盐动态及节水潜力

11:15~11:35

石化行业用水情况和节水潜力 周俊华（中国石油和化工联合会 教高）15:00~15:25

15:50~16:15 纺织行业用水现状及重点节水技术分析
秦景（中国水科院 工程设计研究中心副

主任、高工）

查元源（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副研究员）土壤水模型初始条件不确定性15:25~15:50

16:15~16:40 盐渍农田作物吸水的补偿效应 曾文治（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副教授）

程继军

时  间 主持人

上午

9:00

~

12:10

9:00~10:10 

开 幕 式

中国水利学会胡四一理事长致开幕辞

江西省胡强副省长致辞

南昌工程学院金志农校长致辞

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主席菲利克斯·兰德斯致辞

10:10~10:25

11:00~11:35

大禹奖颁奖：匡尚富副理事长宣读“2018年度大禹奖奖励公报”

优秀论文颁奖：薛松贵副理事长宣读“2018学术年会优秀论文获奖通知”

刘光文奖颁奖：张建云副理事长宣读2017年度“刘光文水文科技教育基金”        

                       有关奖项的通知

刘昌明院士（刘光文科技成就奖获得者）致感谢词

胡四一

休    息

特 邀 报 告

10:25~11:00

11:35~12:10

13:30~14:05

14:05~14:40

14:40~15:15

15:15~15:50

15:50~16:05

16:05~16:40

16:40~17:15

17:15~17:50

下午

13:30

~

17:50

休    息

罗小云（江西省水利厅党委书记、厅长）

城市水利模型对海绵城市大数据的影响

极端事件引发灾害及5减灾对策
宝馨（日本水文水资源学会主席，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

节水优先的理论与实践
张建云（中国工程院院士，
南京水科院院长）

鄱阳湖若干水文生态问题初探 胡振鹏（江西省原副省长）

我国生态流量确定的关键问题探讨 王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科院教高）

河网水力系统重构理论、方法与实践 唐洪武（河海大学党委书记）

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若干问题 卢金友（长江科学院院长）

黄河下游宽滩空间生态开发的关键
科技支撑

张金良（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董事长）

堆石混凝土拱坝研究与实践 金峰（清华大学教授）

薛松贵

以制度创新为引领，以河长制湖长制

为抓手，构建新时代人水和谐

詹姆斯�鲍尔（国际水利与环境工程学

会副主席、悉尼科技大学教授）

水利部汪安南总规划师讲话

时  间 内  容 报告人 主持人

匡尚富

陈永灿

致   辞 程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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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1日 8:30～11:50 ；14:00～17:00

南昌工程学院教学南楼C区205

李键庸   水利部中科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所长、教高

李键庸   水利部中科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所长、教高

朱党生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教高

时   间： 

地   点：

主   席：  

主持人： 

时  间 内  容 报告人 主持人

上午

8:30

~

11:50

10:40~11:15

2018年10月21日 8:30～11:50；14:30～17:30

南昌工程学院  瑶湖学院学术报告厅 

祖雷鸣  水利部河长办主任、水利部河湖司司长

吴志广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刘六宴  水利部河长办副主任、水利部河湖司副巡视员

吴志广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杨文俊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副总工程师

时   间： 

地   点：

主   席：  

主持人： 

第二分会场：河湖长制分会场

第三分会场：水生态文明分会场

水文部门在河湖长制中的支撑作用 方少文(江西省水文局局长）

下午

14:00

~

17:00

开幕式

8:30~8:40
李键庸（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

究所 教高）
水生态专委会致辞

8:40~9:15

9:15~9:50

朱党生（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教高）

李伟（中科院武汉植物园 研究员）

生态水利工程建设

乌江流域梯级水库消落区植物与环境

9:50~10:25 马方凯（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高工）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与思考
李键庸

10:25~10:40 休息15分钟

11:15~11:50
万成炎（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

究所研究员）
长江水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思考

14:00~14:15 李兰 (武汉大学 教授)
城市河湖黑臭水体治理与生态修复难点与

示范工程成功案例

14:15~14:30
赵先富(水利部中科院生工程生态研究所 

副研究员)
基于网络分析的扬州河网水系连通性评价

14:30 ~14:45 蒋永强(三峡大学 研究生)竖缝式鱼道中鱼类洄游上溯轨迹模拟研究

14:45~15:00 邓燕青(江西省水文局 高工)鄱阳湖近10年水环境状况分析研究

15:00~15:15
池仕运(水利部中科院生工程生态研究所 

副研究员)
高坝坝下河段底栖动物完整性研究

15:15~15:30 休息15分钟

15:30~15:45 黄胜伟(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教高)南方地区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实践与思考

15:45~16:00

16:00~16:15

16:15~16:30

16:30~16:45

16:45~17:00

张寒露（河南省许昌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高工）

熊凯(南昌工程学院 讲师)

马骏(湖北工业大学 讲师)

张志永(水利部中科院生工程生态研究所 

副研究员)

邓坤（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高工）

开封市包公湖沉积物重金属形态特征及生

态风险评价

赣江流域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及

其影响因素分析

三峡水库支流库湾水动力水质模拟研究

三峡水库消落区生境、植被特征及生态恢

复技术研究

抚河流域生态环境需水量研究

朱党生

致辞

时  间 内  容 报告人 主持人

上午

8:30

~

11:50

8:30~8:40

开 幕 式

刘六宴（水利部河长办副主任、水利部河

湖司副巡视员） 刘六宴

吴志广（长江委长江科学院党委书记、

副院长、教高）

李梅（黄委建管局巡视员、教高）

河湖长制助推长江生态环境大保护的

策略研究
8:40~9:10

9:10~9:40
夯实责任 强化协作 合力推进流域河长

制落地生根

公涛（淮委蒙阴县河长办副主任）9:40~10:10
浅谈河湖长制体系下的河湖划界确权

工作

于伟东（海委漳卫南运河管理局副总

工、教高）
10:20~10:50 漳卫河流域河湖长制实践与探讨

10:10~10:20 休息10分钟

苗立峰（松辽委建管处副处长）10:50~11:20
松辽流域推行河长制的工作经验体会

和问题探讨

韩青（太湖局水利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高工）
11:20-11:50

太湖流域片河长制湖长制考核评价指

标体系

下午

14:30

~

17:30

彭洪（浙江省河长办调研员）15:00~15:30 民间河长案例介绍

李贵宝（中国水利学会、教高）15:40~16:00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以来的进展成

效及思考建议
杨文俊

吴志广

王战友（珠委广东省水利厅河长办、

高工）
14:30~15:00 以互联网思维构建广东智慧河长

15:30~15:40 休息10分钟

朱孔贤（长江委长江科学院、高工）16:00~16:20
河长制下的典型城市河流管理与保护

—以深圳市观澜河流域为例

朱喜（无锡水利局、高工）16:20~16:40 无锡市创建河长制成效和深入推进思路

芦云峰（长江委长江科学院、高工）16:40~17:00 “一河一策”实施方案编制方法探讨

17:20~17:30
闭幕式

吴志广致答谢辞

黎睿（长江委长江科学院、工程师17:00~17:20 贵州草海湖泊水质改善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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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1日 8:30～12:00；13:30～17:30

南昌工程学院教学南楼C区202

蒋云钟  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总工程师、中国水利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教高

陈晓宏  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甘治国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中国水利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教高

温天福  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水环境研究所总工 高级工程师

时   间： 

地   点：

主持人： 

第四分会场：水-能源-粮食分会场

2018年10月21日 9：00～11:30；13：30～17:00

南昌工程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B200

王方清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局长

孙志禹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王方清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局长

杨永德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副局长

时   间： 

地   点：

主  席 ：

主持人： 

第五分会场：饮用水水源地分会场

时  间 内  容 报告人 主持人

上午

8:30

~

12:00

开幕式

休息

午餐

下午

13:30

~

17:30

休息

8:30-8:35

蒋云钟

8:35-9:05 中国水-粮食-能源协同发展战略
王浩（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9:05-9:35 鄱阳湖流域粮食安全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胡建民（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教高）

9:35-10:05 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降雨径流响应模拟
陈晓宏（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10:05-10:20

10:20-10:45 水粮食能源纽带关系下的粮食安全 高占义（国际灌排委员会/荣誉主席、教高）

陈晓宏

10:45-11:10
京津冀地区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解析

与政策响应

赵勇（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副

处长、教高）

11:10-11:35 城镇化背景下水-能源纽带关系
吴时强（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水工水力学研究所/

教高）

11:35-12:00 珠江三角洲生态径流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林凯荣（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

教授）

12:30-13:30

13:30~13:50 小水电站群发电调度对比研究 温天福（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甘治国

13:50~14:10
变化环境下汉江中下游水资源优化配置与

供水风险评估
洪兴骏（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14:10~14:30 黄河下游多维子系统耦合作用关系研究 田世民（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14:30~14:50
中国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平等空间模式和

地域差异
何艳虎（中山大学）

14:50~15:10 鄱阳湖流域降雨-径流关系变化研究 张范平（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15:10~15:20

15:20~15:40 中国基准水压力 王姣（世界资源研究所）

温天福

15:40~16:00
全球粮食产区干旱时空特征及其对粮食

产量的影响研究
赖成光（华南理工大学）

16:00-16:20
CE-QUAL-W2模型不同湍流模式对

河道型深水库水温模拟的影响
邱江潮（中山大学）

16:20-16:40
珠三角地区城市内涝时空演进模拟

——以广州、东莞典型小区为例
曾照洋（华南理工大学）

16:40-17:00
澜沧江流域近50年径流极值时空演变

特征分析
桂子涵（中山大学）

17:00-17:20
粤港澳大湾区典型河道内滞时对含氯度

变化响应的影响研究
陈莎（中山大学）

时  间 内  容 报告人 主持人

上午

9:00

~

11:30

开幕式

休息(10分钟)

午  餐

下午

13:30

~

17:00

休息(10分钟)

9：00-9：15
致辞

关铁生  中国水利学会副秘书长

孙志禹

王   纯  江西省水利厅副厅长

王方清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9:15~9:45
大会主旨报告 ：加强长江保护  

推动绿色发展 保障饮用水安全
杨永德（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副局长）

9:45~10:05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环境监控预

警技术

张万顺（武汉大学二级教授 ，博导，武汉

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副院长）

10:05~10:25
江西省重要饮用水源地达标建

设现状及对策措施

许新发（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教高 、副

院长）

10:35~10:55 三峡水库富营养化及调控
王雨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环境

所副所长 教高）

王方清10:55~11:15
水环境质量底线水环境模拟

技术方法研究-承德市为例

鱼京善（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

教授、博导）

11:15~11:35
丘陵山地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与修复技术
叶 琰（西南大学教授、博导）

13:30~13:50
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

障达标建设工作回顾与展望

袁建平（水利部水资源管理中心教高、

处长）

杨永德

13:50~14:10
黄河流域饮用水水源地达标

评估工作
郝云（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处长）

14:10~14:30
昆明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经验

介绍
杨金仑（昆明市水务局副局长）

14:30~14:50
江苏沿海地区地下水应急水源

地规划与评价

刘  彦（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国土资源

部地裂缝地质灾害重点实验室）

14:50~15:10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水质及

水生态现状浅析

张爱静（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

局高工）

15:00~15:30 红枫湖生态补偿机制 李建（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博士）

15:30~15:50
丹江口水源区水生态环境现状

及演变趋势分析
王英才（长江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高工）

16:00~16:50 座谈、大会交流

16:50~17:00
会议总结

杨永德致答谢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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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地   点：

主   席：

主持人： 

第六分会场：水旱灾害防治分会场

2018年10月21日8:30～12:00；13:30～18:30

南昌工程学院图书馆报告厅（上午）

南昌工程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B205（下午，1-洪涝）

南昌工程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A301（下午，2-干旱）

张建云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

张家团  国家防汛抗旱督察专员，教高

程晓陶  中国水利学会城市水利专委会主任委员，教高

邱瑞田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督察专员，中国水利学会减灾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教高

徐宗学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侯爱中  水利部信息中心处长，教高

王国庆  水利部应对气候变化研究中心总工，教高

张平仓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水土保持所所长，教高

关铁生  中国水利学会副秘书长（兼职），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处长，教高

倪深海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教高

何   海  河海大学，研究员

汪党献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教高

苏志诚  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高

下午

13:30

~

18:00

13:30~13:45
降雨径流过程模拟的新一代浅水动力学

模型

张大伟（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

中心）

梁志勇

王国庆

13:45~14:00
非线性非正态条件下的洪水概率预报预警

方法
刘章君（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14:00~14:15 洪涝预测模型高速计算方法研究 宋利祥（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14:15~14:30
城市洪涝模拟与防汛指挥系统多场景应用

模式
刘  舒（水利部减灾中心副主任）

14:30~14:45
面向城市内涝的管理流程及快速应对方案

研究
梁骥超（西安理工大学）

14:45~15:00 墒情监测站网建设思考
智永明（水利部南京水利水文自动化

研究所）

15:00~15:15
基于人工智能的超大城市降雨空间非均匀

特性聚类分析——以深圳为例

刘媛媛（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

中心）

15:15~15:30 上海浦东实时洪水预报
戴  琛（宜水环境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

15:30~15:45 休息15分钟

15:45~16:00 致灾山洪暴雨预报技术   芸（国家气象中心）

张平仓

关铁生

16:00~16:15 暴雨-山洪灾害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王  瑛（北京师范大学）

16:15~16:30 山洪过程模拟模型 张艳军（武汉大学）

16:30~16:45 降雨条件下松散坡体演变过程试验研究 许泽星（四川大学）

16:45~17:00
公网盲区信息无线传输系统在水库大坝安

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
梁经纬（湖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17:00~17:15 赣州古城防洪排水系统研究 周  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17:15~17:30
赣江尾闾多级分汊河道分流比影响因素分

析
周苏芬（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17:30~17:50 讨论

17:50~18:00 分论坛闭幕 程晓陶

下午

13:30

~

18:20

13:30~13:45 近70年中国干旱灾害时空格局及演变 倪深海(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倪深海

何  海

13:45~14:00 自然证据在历史干旱研究中的应用 丁之勇(北京师范大学)

14:00~14:15 大尺度干旱实时监测与季节预报 张学君(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14:15~14:30
针对我国月降水预测的一种基于机器学习

的新统计降尺度方法设计及应用
刘长征(国家气候中心)

14:30~14:45
西南地区致旱气候系统异常识别及干旱

预测
刘臻晨(河海大学)

14:45~15:00 大范围土壤含水量同化研究 周建宏(河海大学)

15:00~15:15 遥感反演土壤含水量改进与应用 吴晓韬(河海大学)

15:15~15:30 耦合作物模型与水文模型的农业干旱评估 张宇亮(河海大学)

15:30~15:45
基于定量综合干旱指数评估干旱对农作物

产量的影响研究
周  磊(北京建筑大学)

15:45~16:00 休息15分钟

16:00~16:15 中国东北地区玉米干旱指数研究 宋艳玲(国家气候中心)

汪党献

苏志诚

16:15~16:30 干旱对中国玉米产量影响的时空分异特征 段居琦(国家气候中心)

16:30~16:45 考虑下垫面条件的旱情监测评估研究 孙洪泉(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16:45~17:00 大范围旱灾风险防范技术体系构建 汪党献(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17:00~17:15 旱灾风险调控的理论技术分析与探讨 徐翔宇(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17:15~17:30 旱情监测预警综合平台建设实践 苏志诚(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17:30~17:45 旱情遥感监测业务化应用中的问题及对策 辛景峰

水旱灾害防治分会场1-洪涝

水旱灾害防治分会场2-干旱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17:45~18:10 讨论

18:10~18:20 分论坛闭幕 吕  娟(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

时  间 内  容 报告人 主持人

时  间 内  容 报告人 主持人

上午

8:30

~

12:00

8:30~8:45

邱瑞田

致辞 张家团（国家防汛抗旱督察专员）

8:45~9:05
我国洪涝风险的演变趋向与综合治水方略

的探讨（特邀）

程晓陶（中国水利学会城市水利专委会

主任委员）

9:05~9:25
城市暴雨洪涝过程模拟：以北京和济南市

为例（特邀）
徐宗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9:25~9:45 旱灾风险管理理论与实践（特邀）
吕  娟（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副主任）

9:45~10:05
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及水旱灾害影响及对策

（特邀）

王国庆（水利部应对气候变化研究中心

总工）

10:05~10:20

10:20~10:40 小流域洪水与山洪预警指标（特邀）
郭  良（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副主任）

徐宗学10:40~11:00
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关键技术研究进展

（特邀）
张平仓（长江科学院水土保持所所长）

11:00~11:20
无资料地区中小河流洪水预报关键技术及

实践（特邀）
梁凤国（辽宁省水文局水情处处长）

11:20~12:00

综合讨论：

（1）干旱洪涝监测新技术

（2）山洪灾害预警与防治

（3）洪涝、干旱监测预报及风险管理

（4）新形势下水旱灾害调控策略

张家团、邱瑞田、朱党生、徐宗学、

吕  娟、王国庆、郭  良、张平仓、梁凤国
程晓陶

开幕式

休息15分钟

万海斌

万海斌

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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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分会场：长江大保护分会场

时   间： 

地   点：

主   席：

主持人： 

2018年10月21日 8:30～11:40；13:30～16:30

南昌工程学院教学南楼C区103

陈 �进 中国水利学会水资源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长江科学院副院长、教高

王树义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原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董耀华  长江科学院副总工、教高

邵东国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邹  崴  江西省河长办工作处处长、教高

许继军  长江科学院水资源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教高

毛劲乔  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纪道斌  三峡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陈  磊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时  间 内  容 报告人 主持人

上午

8:30

~

11:40

开幕式

午餐

下午

14:00

~

17:00

8:30~8:40
致辞

陈进（中国水利学会水资源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长江科学院

副院长、教高） 许继军

王树义（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

8:40~9:00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对象
陈进（中国水利学会水资源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长江科学院

副院长、教高） 邹崴

9:00~9:20 关于制定长江保护法的几点思考 王树义（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

9:20~9:40 江西省河湖生态保护经验 邹崴（江西省河长办工作处处长、教高）

王树义
9:40~10:00

洞庭湖适宜生态水位评估及变化特征

研究
毛劲乔（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0:00~10:20 休息20分钟

10:20~10:40 长江流域农业节水减排潜力及效应 邵东国（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董耀华

10:40~11:00 河流生态修复理念、技术与实践 许继军（长江科学院水资源所所长、教高）

11:00~11:20 三峡库区非点源污染模拟与控制
陈磊（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邵东国

11:20~11:40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水环境

治理与生态修复研究基础
纪道斌（三峡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13:30~13:45 论长江大保护的问题立场 庄超（长江科学院水资源所工程师、博士）

毛劲乔13:45~14:00 无序采砂对河道形态的影响分析
黄烈敏（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荆江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工程师、博士）

14:00~14:15 湖长制下贵州草海保护与治理对策研究 郭伟杰（长江科学院水环境所高工、博士后）

14:15~14:30
三峡工程运用后荆江流速特征变化规律

的三维数值模拟研究
郭 含（华中科技大学水电与数字化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

陈磊

14:30~14:45
长江四大家鱼幼鱼下行应对拦鱼网的行

为及水力学特性研究
李敏讷（三峡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硕士研究生）

14:45~15:05 休息20分钟

15:05~15:20
三峡工程运用后长江中下游冲淤变化

分析及水生态系统保护对策研究
吴光东（长江科学院水资源所工程师、博士）

纪道斌

15:20~15:35 泄洪雾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进展 张为（长江科学院水环境所工程师、博士）

15:35~15:50
本构因子与环境因子（水）对土壤

粘聚力的影响
王赫（南昌工程学院水利与生态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

许继军

15:50~16:05
基于鱼类自主上溯游泳能力测试下鱼道

设计优化及上溯模型建立
李志敏（三峡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硕士研究生）

16:05~16:20 讨论

16:20~16:30
闭幕式

许继军致答谢词

�

时   间： 

地   点：

主   席：

主持人： 

第八分会场：水工结构分会场

2018年10月21日 8:30～12:00；13:30～17:10

南昌工程学院，教学南楼C区102

张国新  中国水利学会水工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电中心主任、结构材料所所长

张国新  中国水利学会水工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电中心主任、结构材料所所长

李俊杰  中国水利学会水工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

金  峰  中国水利学会水工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

彭友文  中国水利学会水工专委会委员、南昌工程学院水利与生态工程学院院长

13:30

16:30

上午

8:30

～

12:00

8:30-8:35 介绍专委会第九届委员会换届情况 孙志恒 周秋景

（专委会全体

人员参加）8:35-8:40
专委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秘书长候选人

表决
周秋景

8:40-8:45 中国水利学会领导致辞 汤鑫华

孙志恒8:45-8:55 专委会主任工作汇报 张国新

8:55-9:10 全体参会人员合影 程恒　

9:10-9:35 复杂水工混凝土结构服役性态诊断技术与实践 顾冲时（河海大学水电学院院长、教授）

张国新9:35-10:00 基于3-DDA的边坡滚石分析 李俊杰（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导）

10:00-10:25 水库大坝安全保障关键技术研究进展与实践
盛金保（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大坝中心副总工、

教高）

10:40-11:00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运行管理中的科技需求

与发展
程德虎（南水北调中线监管局总工程师、教高）

李俊杰

11:00-11:20
新疆中型水库坝型与枢纽布置关键技术应用

实践
李江（新疆水利水电规划设计管理局局长、教高）

11:20-11:40
耐久性防护材料进展及其在水利水电工程中

应用

孙志恒（中国水科院北京中水科海利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副总工、教高）

11:40-12:00 基于BIM的装配式钢构坝技术进展
魏群（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钢结构与工程研究院

院长、二级教授）

下午

13:30

~

17:10

13:30-13:50
岩石与混凝土自锁锚固技术与产品的开发与

应用

高作平（武汉大学校董、教授；武大巨成结构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峰

13:50-14:05 大型泵站流固耦合仿真模型和振动特性 张燎军（河海大学教授、博导）

14:05-14:20 堆石混凝土技术应用介绍
张全意（遵义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

教高）

14:20-14:35 高墩大跨渡槽设计施工关键技术进展 汤洪洁（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教高）

14:35-14:50
活性瓷釉(CRE)钢筋防腐蚀技术及其研究新

进展
闫东明（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14:50-15:05
有压隧洞新型平行四边形管片衬砌结构承载特

性研究
苏凯（武汉大学水利发电工程系副主任、教授）

15:05-15:20 基于两相物质点法的土石坝漫顶破坏数值模拟
邱流潮（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副教

授）

15:30-15:45 混凝土坝防裂智能温控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
张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可视化仿真研究室

主任，教高）

彭友文

15:45-16:00 过江隧道沉管覆盖层修复工程优化技术研究
涂向阳（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高

工）

16:00-16:15 基于能量判据的岩石高边坡三维稳定分析 邓检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工）

16:15-16:30 水工结构分析与自主知识产权软件应用研发
周秋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坝工技术研究室

主任、教高）

16:30-16:55
回龙抽蓄电站上水库库盆综合防渗处理技术研

究

黄俊玮（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科研设计院党

委书记兼副院长、高工）

16:55-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主讲人 主持人

17:10
深埋大型地下洞室开挖程序优化及瞬态卸载效

应控制
严鹏（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副院长、教授）

10:25-10:40             会间休息

12:00-13:30               中午休息

15:20-15:30                 会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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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2018年10月21日 8:30～11:40；13:30～17:10

南昌工程学院教学南楼C区204

仲志余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郑金海  河海大学副校长

黄   艳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吴浓娣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建华  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时   间： 

地   点：

主  席 ：

主持人： 

第十分会场：一带一路·走出去 分会场

第九分会场：跨流域调水分会场

时   间： 

地   点：

主   席：

主持人： 

2018年10月21日 8:30～12:00；13:30～17:30

南昌工程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 B100

朱程清  调水专委会主任委员、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局长

尹宏伟  调水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副局长

刘宪亮  调水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南水北调中线干线管理局副局长

仲志余  调水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长江水利勘测设计院副院长

景来红  调水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黄河勘测设计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汤元昌  调水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公司副总经理

时  间 内  容 报告人 主持人

上午

8:30

~

12:00

下午

13:30

~

17:30

8:30~9:10

调水专委会

工作年会

1、介绍出席会议领导、嘉宾及会议议程

2、调水专业委员会年度工作报告
朱程清

尹宏伟

9:10~9:40

特邀报告
新时代水利：由浅绿走向深绿 许新宜（中国水利学会调水专委会顾问、

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教授）
9:40~9:50 交流讨论

9:50~10:20

特邀报告

看中国为什么需要南水北调—基于宏观经济水

资源理论的视角
王忠静（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副院长、

教授）
10:20~10:30 交流讨论

10:30~10:40 休息10分钟

10:40~11:40

主旨报告
智慧调水助力水生态文明 王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学会调

水专委会顾问）
刘宪亮

11:40~12:00 交流讨论

13:30~14:00

特邀报告
中国分区域水生态安全与管理

陈敏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

仲志余
14:00~14:10 交流讨论

14:10~14:40

特邀报告
复杂渠道系统控制技术方法及生态调控 管光华（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农水水工教研室主任）
14:40~14:50 交流讨论

14:50~15:00 休息10分钟

15:00~15:20

交流报告

基于可变云模型的南水北调工程综合效益评估

研究

陈晓楠（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

局教高）

景来红

15:20~15:40

交流报告

调水工程调度运行风险因子识别和防控浅析

----以引江济淮工程为例

高媛媛（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高工、

博士）

15:40~16:00

交流报告
基于参数辨识的渠道控制建模与仿真研究 肖昌诚（武汉大学 研究生）

16:00~16:20

交流报告
供水管道智能测漏技术

曲兴辉（辽宁省大伙房水库输水工程

建设局副局长、总工程师）

16:20~16:40

交流报告

地下水对胶东调水工程影响分析与防治对策研

究

马吉刚（山东省胶东调水局总工程师、

教高）

16:40~17:15 交流讨论

17:15~17:30 会议总结 姚建文 汤元昌

8:30-8:45
开幕致辞

仲志余（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郑金海

张建华（江西省院副院长）

8:45-10:00

主题：一带一路水资源规划

发言1（8:45-9:05）

厄瓜多尔全国流域综合规划实践
仲志余（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发言2（9:05-9:25）

“一带一路”建设中水资源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李明亮（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发言3（9:25-9:45）

澜湄水资源合作
徐照明（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讨论（9:45-10:00）

10:00-10:30 合影、茶歇

10:30-11:40 贾志营

发言1（10:30-10:50）

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标准
雷兴顺（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

发言2（10:50-11:10）
杨海燕（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发言3（11:10-11:25）

优秀论文交流

讨论（11:25-11:40）

11:40-13:30 午餐

13:30-14:40

黄艳

发言1（13:30-13:50）

一带一路水利水电人才培养
钟勇（澜湄中心）

发言2（13:50-14:10）

打造高地 科教融合 培养“一带一路”水利人才的河海

实践

郑金海（河海大学）

发言3（14:10-14:30）

“一带一路”国际化水利人才培养新模式初探
康玲（华中科技大学）

讨论（14:30-14:40）

14:40-15:30

发言1（14:40-15:00）

融资先行 助力“一带一路”水电项目投资建设
张广明（中国葛洲坝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

发言2（15:00-15:20）

“一带一路”水利“走出去”风险分析
吴浓娣（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

讨论（15:20-15:30）

15:25-15:40 茶歇

15:40-17:15

张建华

发言1（15:40-16:00）

三峡集团一带一路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与管理
朱红兵（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

发言2（16:00-16:20）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巴水电项目建设合作
黄河江（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发言3

时  间 内  容 报告人 主持人

上午

8:30-11:40

开幕式

主题：一带一路水利水电标准、技术输出

下午

13:30-17:10

主题： 一带一路水利水电人才培养

主题：一带一路水利水电工程投融资管理

主题：一带一路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与管理

闭幕式

郑金海副校长致辞

（16:20-16:35）

优秀论文交流

讨论（16:35-16:50）

16:50-17:10

一带一路水利水电标准与技术输出
陈绍松 吴浓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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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2018年10月21日8:30～11:25；13:30～16:30

南昌工程学院教学南楼C区301

赫崇成  中国水利学会会计专委会主任、水利部预算执行中心主任

王志宏  中国水利学会会计专委会副主任、长江水利委员会财务局局长

苏  铁  中国水利学会会计专委会副主任、黄河水利委员会财务局局长

时   间： 

地   点：

主  席 ：

主持人： 

第十二分会场：财务管理分会场

第十一分会场：智慧水利分会场

时   间： 

地   点：

主   席：

主持人： 

2018年10月21日9:00～11:55；14:00～16:45

南昌工程学院教学南楼C区101

蔡   阳    中国水利学会水利信息化专委会主任委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水利部网信办主任

朱跃龙   中国水利学会水利信息化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河海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余   欣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娄渊清   中国水利学会水利信息化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黄河水利委员会信息中心主任

胡维忠   中国水利学会水利信息化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长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长江水利委员会网信办主任

胡传廉   中国水利学会水利信息化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水务局科技处处长

曾   焱   

时  间 内  容 报告人 主持人

上午

8:30

~

11:25

下午

13:30

~

16:30

8:30~8:50

王志宏

8:50~9:15

9:15~9:40
王健宇（水利部预算执行中心项目管理处

副处长、高级工程师）

9:40~10:05

10:05~10:25 休息20分钟

10:25~10:35

10:35~10:45

10:45~10:55

10:55~11:05

11:05~11:15

11:15~11:25

11:25~13:30 中午工作餐

苏铁

13:30~13:40

13:40~13:50

13:50~14:00

14:00~14:10

14:10~14:20

14:20~14:40 休息20分钟

14:40~14:50

14:50~15:00

15:00~15:10

15:10~15:20

15:20~15:30

15:30~16:00 自由发言

16:00~16:30

一、致  辞

二、论坛主旨发言

三、相关单位交流发言

四、优秀论文交流

五、总结

赫崇成（中国水利学会会计专业委员会主任、

水利部预算执行中心主任、研究员）

推进水利部门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的分析与思考 聂勇（水利部财务司财务处处长、高级会计师）

水利预算绩效管理经验与思考

水价改革进展与展望
戴向前（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处处长、

研究员）

服务会员三十载  不用扬鞭自奋蹄 王志宏（长江水利委员会财务局局长）

健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新形势下财务工作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苏铁（黄河水利委员会财务局局长）

以绩效为抓手  促进提升预算项目管理水平

推进预算绩效管理  提升财务管理水平 黄洪盛（珠江水利委员会财务处副处长）

顶层设计，先行先试，“以互联网+”，全面

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王正良（宁夏水利厅财务处处长）

水利国有企业年度绩效评价考核问题与对策

——以水利部综合事业局为例

李春龙（水利部综合事业局财务处正处级、

研究员）

明珠集团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设的分析与研究
赵凯军（三门峡黄河明珠（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部高级会计师）

推进科研经费“放管服”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陈卓（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财务处副处长、高级

会计师）

互联网+环境下水利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理论

创新与实践
黄南（长江委水文局会计师）

水利水电工程建管费相关问题研究
曹旭东（小浪底枢纽管理中心、挂职广西大藤峡

水利枢纽开发公司财务部副主任、高级会计师）

如何加强水利事业单位无形资产管理 安国祥（长江委水文局财务处会计师）

水利企业战略业绩评价体系研究 王伟宁（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

关于建立跨地区经营财税管理体系的思考

——以A公司为例
余丽（长江委长江设计院空间公司注册会计师）

水管单位基层高效会计工作方法研究之流程图

工作法
王文兵（江苏省骆运水利工程管理处）

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供给侧改革
李贤君（河南省人民胜利渠管理局财务资产管理

科副科长、高级会计师、河南省会计领军人才）

赫崇成（中国水利学会会计专业委员会主任、

水利部预算执行中心主任、研究员）

张浩淼（湖北省省水利厅预算执行中心）

唐玲青（福建省水利厅财务处副处长）

中国水利学会水利信息化专委会秘书长、水利部信息中心信息化处处长

时  间 内  容 报告人 主持人

上午

9:00

～

11:55

9:00-9:10 会议开幕

娄渊清9:10-10:00 主旨报告—智慧水利总体方案 蔡  阳

10:00-11:00 特邀报告—智慧交通与大数据运用 徐超忠

11:00-11:15            会间休息

11:15-11:35 专题报告—大数据技术及水利应用 朱跃龙
胡维忠

11:35-11:55 专题报告—水利数值模拟仿真云服务平台 余  欣

11:55-14:00               中午休息

下午

14:00

~

16:45

14:00-14:15

宣读中国水利学会水利信息化专业委员会换届批复

文件

胡传廉

宣读第七届中国水利学会水利信息化专业委员会

成立文件

宣读《水利信息化》期刊2017年度优秀论文评选

结果

14:15-14:30 交流发言—智慧长江规划与实践 唐  航

14:30-14:45 交流发言—智慧三峡初探 张润时

14:45-15:00 交流发言—江西水利数据资源整合实践 胡应龙

15:00-15:15 交流发言—浙江政府数字化转型中的智慧水利建设 虞开森

15:15-15:30                 会间休息

15:30-15:45
交流发言—智慧水务上海水务平台信息化探索与

实践
黄士力

曾  焱
15:45-16:00

交流发言—科技引领 协同推进“智慧水利”探索

与实践
高祥涛

16:00-16:15
交流发言—广东省“互联网+现代水利”探索和

实践
李观义

16:15-16:45 总结讲话 蔡  阳

=

潘建初

傅  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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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时   间： 

地   点：

主   席：

主持人： 

第十三分会场：地下水分会场

2018年10月21日 8:30～11:45；14:00～16:45

南昌工程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B101

周志芳 中国水利学会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委会主任委员、河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庆松  山东大学土建与水利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志芳  中国水利学会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委会主任委员、河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传奇  山东大学土建与水利学院水利工程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福林  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高

王锦国  河海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   勃  山东大学土建与水利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8年10月21日 9:00～11:50；13:30～17:20

南昌工程学院   教学南楼C区302

戴济群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吴伯健  中国水利学会副秘书长

张金宏  中国水利企业协会副会长

于爱华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标准化中心副主任

王德鸿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标准化出版分社社长

徐   惠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处副处长

时   间： 

地   点：

主  席 ：

主持人： 

第十四分会场：标准化会场

时  间 内  容 报告人 主持人

上午

8:30

~

11:30 休息15分钟

下午

14:00

~

17:00
休息15分钟

8:30-8:45 致辞

周志芳（中国水利学会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委会主任

委员、河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勃（山东大学土建与水利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

李福林（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高）

王锦国

8:45-9:15 河谷型地下水库建设条件分析 王恩志（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志芳
9:15-9:45

非均质含水层中的广义非达西径

向流模型及其应用
陈益峰（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9:45-10:15
新疆地下水水质研究的最新

进展
周金龙（新疆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0:15-10:30

10:30-10:45
典型化工场地水土污染调查

实例

葛伟亚（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教授级高

工）

李传奇

10:45-11:00 PRB硝酸盐污染去除试验 陈学群（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11:00-11:15 微水试验中井孔薄壁效应研究 赵燕容（河海大学副教授）

11:15-11:30
Gaussian-ERF函数在斥

水性土壤水分入渗中的应用
任长江（南昌工程学院讲师、博士）

11:30-11:45
高密度电法在水文地质调查中的

应用研究—以沈阳某河为例
刘晓（南昌工程学院讲师、博士）

14:00~14:30 城市防洪排涝系统开发 李传奇（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锦国

14:30~15:00

地下水支撑生态系统 （GDEs）

的类型、特征及

个例调查

李福林（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

15:00~15:15
营口市大清河下游地区海水

入侵原因分析
朱书梅（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

15:15~15:30
跨流域调水下苏干湖盆地水

循环响应数值模拟

张博（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博士

研究生）

15:30~15:45

15:40~15:55
基于渗流自由面的隧洞深浅埋划

分研究
吴建（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

李福林15:55~16:10
南京汤山地热水循环规律与

温泉成因研究
马筠（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

16:10-16:30
闭幕式

李福林致答谢辞

时  间 内  容 报告人 主持人

上午

9:00

~

11:50

下午

13:30

~

17:20

9:00~9:30 开幕式 吴伯健

主旨报告

9:30~10:10
关于水利科技推广与标准化协同

发展的探索
张金宏（中国水利企业协会副会长）

戴济群

10:10~10:50 新时期标准化工作
于爱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标准化

中心副主任）

10:50~11:00 休息10分钟

专题报告

11:00~11:25
农村水电行业标准现状分析及发展

探讨

舒静（水利部农村电气化研究所科研管理

处副处长） 张金宏

11:25~11:50 水利技术标准特征名整合优化研究 李鹏（长江科学院高级工程师，博士）

11:50~13:30 午餐

13:30~13:50 水利技术标准绩效评价探索
郑寓（水利部产品质量标准研究所标准化

中心主任、科技管理办公室主任）

于爱华13:50~14:10 中国水利学会标准化工作介绍 李建国（中国水利学会标准化部副主任）

14:10~14:30
城乡道桥防洪标准探讨--以北京

为例

廖昭华（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城规中心）副总工）

14:30~14:40 休息10分钟

14:40~15:00
《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标准

编制要点解读与应用

邬晓梅（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

程师）

王德鸿15:00~15:20
不同标准的工程效果和团体标准的

必要性

王星照（中国电建集团工程质量管理、项

目管理聘用专家，原中国水电十五局副总

工、科研院院长）

15:20~15:40
《气动盾形闸门系统设计规范》

团体标准编制
冀振亚（水利部长春机械研究所代总工）

15:40~15:50 休息10分钟

15:50~16:10 除磷剂 选铜尾砂 金海洋（长江科学院高级工程师）

徐惠

16:10~16:30
雷达多普勒测流团体标准制订与

应用

吴秋明（上海航征测控系统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16:30~16:50
农村饮水安全领域技术标准实施

情况分析
董长娟（中国水利学会工程师）

16:50~17:20
自由讨论

戴济群副院长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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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时   间： 

地   点：

主   席：

主持人： 

第十六分会场：检验检测分会场

2018年10月21日 8:30～12:15；13:30～17:00

南昌工学院教学南楼C区105

唐洪武  中国水利学会水利量测专委会主任委员、河海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道席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工

邓湘汉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标准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级高工

刘咏峰  中国水利学会副秘书长、教授级高工

张步新  水利部长春机械研究所、教授级高工

周怀东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

雷   军  江西水利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

蔡正银  南京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

罗   阳  海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教授级高工

周艳丽  黄河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教授级高工

鲁一晖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

彭文启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

杨忠山  北京市水环境监测中心、教授级高工

冷元宝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

陈   红  河海大学、副教授

2018年10月21日 8:30～11:30；13:30～16:30

南昌工程学院教学南楼C区201

杨晓东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水利学会期刊工作委员会主任

雷   声   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刘玉龙   水利学会期刊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水科院信息中心副主任

钱向东   河海大学期刊中心主任

马广州   《人民黄河》杂志社社长、执行主编

沈艳军   《三峡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

温立成   《水利规划与设计》主编

时   间： 

地   点：

主  席 ：

主持人： 

第十五分会场：期刊分会场

时  间 内  容 报告人 主持人

上午

8:30

~

12:15

8:30~9:00
致辞

中国水利学会领导致辞

邓湘汉
唐洪武（河海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道席（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

教高）

9:00~10:00

特邀报告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最新政策解

读
乔东（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司长/教高） 刘咏峰

10:00~10:40 水利工程结构质量检测与评价技术
胡少伟（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国家杰青/长江学者/

教高）
张步新

10:45~11:15 主旨报告
检验检测机构规范从业及应注意的

问题
邓湘汉（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高）

周怀东

雷  军11:15~11:45
主旨报告

冲击回波法智能化检测混凝土厚度

与缺陷技术研究

崔德密（安徽省淮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院，

教高）

11:45~12:15 水环境监测技术现状与展望 吴培任（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监测中心，教高）

下午

14:00

~

17:30

14:00~14:30

主旨报告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现状、问题和

建议

丁  凯（北京海天恒信土木工程检测评价有限公司，

教高）
蔡正银

罗  阳
14:30~15:00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的“三问” 冷元宝(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教高)

15:00~15:30
“放管服”下的水利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管理工作思考
李  琳（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工）

15:30~15:45

大会报告

水环境监测过程中常见质量控制

问题浅析
王玉 （北京市水文总站，高工）

周艳丽

15:45~16:00
分样对水质检测结果不确定性影响

分析
卓海华（长江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高工)

16:05~16:20

大会报告

脱硝粉煤灰残留铵含量检测方法

研究
董  芸（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教高） 鲁一晖

16:20~16:35
干湿循环下压实壤土的物理力学

性质浅析
张胜军（水利部长江勘测技术研究所，高工）

16:35~16:50
伊洛河中下游河段水生态监测

与评估
秦祥朝（黄河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博士）

彭文启

杨忠山
16:50~17:05

高含沙洪水“揭河底”现象的试验

模拟及力学参数实时量测

李军华（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教高）

17:05~17:30
冷元宝

陈红

开幕式

休息5分钟

休息5分钟

闭幕式

分会场总结

�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15

15:15~15:30

15:35~15:50

15:50~16:05

16:05~16:20

16:20~16:35

16:35~17:00

13:30~14:00

田世民

时  间 内  容 报告人 主持人

上午

8:30

~

11:30

下午

13:30

~

16:30

8:30~8:40 领导致辞 雷声 刘玉龙

8:40~9:00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现状及问题 卓宏勇 国家新闻出版署报刊司

钱向东

9:00~9:20 国家科技期刊开放平台
曾建勋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科技图书

文献中心主任

9:20~9:40
对水利中文期刊发展的几点建议与论文检索

分析发布的思考
左其亭 郑州大学水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9:40~10:00 水利期刊集群建设 刘玉龙 中国水利学会期刊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10:00~10:20 水利期刊评价研究 钱向东 河海大学期刊中心主任

10:20~10:30 茶歇

10:30~10:45
总有一种信念值得坚守——《水利学报》期

刊工作交流
王冰伟 编辑部主任

马广州

10:45~11:00 《中国水利》交流发言 轩  玮  策划部主任

11:00~11:15
中文科技期刊发展困境与思考

——《水科学进展》办刊体会
王立群 责编

11:15~11:30
《人民长江》《水利水电快报》

“一体两翼”协同发展的思考
黄艳艳 编辑部主任助理

13:30~13:45
质量第一，服务至上——以《人民黄河》

办刊实践为例
翟戌亮 主编助理、副编审

沈艳军
13:45~14:00

媒体融合背景下《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

发展探索
许  丹 主编助理

14:00~14:15
办刊之道 坚守与创新——以《水资源保护》

实践为例
彭桃英  编辑部主任

14:15~14:30 《水利规划与设计》期刊发展探讨 温立成  主编

14:30~14:45 《长江科学院院报》交流发言 黄  玲  编辑部副主任

温立成

14:45~15:00 《灌溉排水学报》交流发言 乔冬梅  常务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15:00~15:15 《中国防汛抗旱》杂志社发展之路的探索 梁志勇  杂志执行主编

15:15~15:30 《人民珠江》交流发言 郑  斌  主编助理、编辑部常务副主任

15:30~15:45 《北京水务》期刊工作交流 林跃朝 主编

15:45~16:00 交流讨论 刘玉龙

16:00~16:30 会议总结

刘咏峰

程锐

刘玉龙

13:30
~

17:00

鲁一晖



创新助力新时代人水和谐

23/24

2018年10月21日8:30~11:30，13:30~16:40

南昌工程学院教学南楼C区104

张仁杰：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刘满杰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航测遥感院院长

谢津平：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航测遥感院总工，教高，注册测绘师

时   间：

地   点：

主   席：

主持人：

第十七分会场：无人机分会场

时   间： 

地   点：

主   席：

主持人： 

第十八分会场：疏浚与泥处理利用分会场

2018年10月21日 8:30~11:30，13:30~17:20

南昌工程学院教学南楼C区303

蒲诃夫   华中科技大学“青年千人计划”特聘教授

罗显文   浙江省疏浚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曾玲玲   福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

陈益人   三川德青科技有限公司总工、教授级高工

李明东   东华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曹传胜   安徽省阜阳市水利规划设计院院长、教授级高工

朱   伟   中国水利学会疏浚与泥处理利用专委会主任委员、河海大学大禹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   伟   中国水利学会疏浚与泥处理利用专委会主任委员、河海大学大禹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主持人

上午

8:30

~

11:30

下午

13:30~

16:40

8:30~8:50 致辞
中国水利学会领导致辞

刘满杰

张仁杰（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8:50~9:15 合影留念

会议报告

9:20~9:50
主被动多传感器组合宽角成像

系统的理论与实践

林宗坚（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院长）

9:50~10:10 无人机遥感在水利行业中的应用
奚歌（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航测遥感院

遥感中心主任，注册测绘师，高级工程师）

10:10~10:25 会议休息15分钟

10:25~10:45 倾斜实景三维协同作业与应用
邓非（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博士生导师，美国Purdue大学访问学者）

10:45~11:05 无人机航测免像控技术与应用
郭丙轩（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教授，博士生导师）

11:05~11:25
流域水质水环境时空变化多源

遥感监测
王重洋（广州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11:25~11:30 讨论

12：00~13:30  中午休息

13:30~13:50
基于近景摄影与无人机的水土

保持动态监测技术

宋月君（江西省水土保持江西省遥感应用协会理事，江西

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博士）

谢津平

13:50~14:10
机载激光雷达技术在高分辨率

洪涝过程模拟预测中的应用

侯精明（西安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IAHR中国

分会执委，中国水利学会城市水利专委会委员）

14:10~14:30
基于POS的无人机机载Lidar

点云质量检查方法研究
曾卓（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14:30~14:50
无人机机载高光谱水环境多参数

定量化监测技术

郭文记（中国科学院计算光学成像技术重点实验室

工程师）

14:50~15:05 会议休息15分钟

15:05~15:25
基于LiDAR数据的小流域河网

信息提取方法研究

李善飞（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安全与应急

技术研究院产品研发室主任）

15:25~15:45
无人机航摄在水利行业的应用

实践
孙雨（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航摄队主任）

15:45~16:05
基于UASMaster软件的大疆

Phantom4无人机数据处理

郭建春（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航测遥感院

航测中心专总，注册测绘师）

16:05~16:25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不动产数据

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翁福洲（北京建筑大学测绘与城市空间信息学院）

16:25~16:40 讨论

时    间 内      容 报告人 主持人

上午

8:30

~

11:30

下午

14:00

~

17:50

8:30-8:35 疏浚与泥处理利用分会场开场辞 水利学会领导

朱伟

8:35-9:00

9:00-9:25

9:25-9:50

9:50-10:05

10:05-10:25

10:25-10:40

10:40-10:55

10:55-11:10

14:00-14:20

14:20-14:35

14:35-14:50

14:50-15:05

15:05-15:20

15:20-15:35

15:35-15:50

15:50-16:05

16:05-16:20

16:20-16:30

16:30-16:45

16:45-17:45

综合讨论

1. 业主遇到的问题   2. 设计方面的问题   3. 工程实施遇到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综合讨论

17:45-17:50

长江生态环境修复重点与上游清洁电力发展 周建军（清华大学教授）

有关中国污染土壤修复的几点思考
董元华（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

所研究员）

基于环境DNA的生态监测和沉积物质量评估 张效伟（南京大学教授）

休息15分钟

长江中下游水沙变化及其水环境生态问题的

初步思考
方红卫（清华大学教授）

蒲诃夫

罗显文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相关问题探讨及工程实践 肖许沐（水利部珠委设计院教高）

早强型土壤固化剂及固化机理 韦华（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高工）

疏浚泥浆中性脱水技术研究 崔岩（河海大学硕士生）

如何在环保疏浚中融入生态理念
范成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

泊研究所研究员）

曾玲玲

陈益人

基于MICP技术的淤泥固化研究
肖建章（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高工）

太湖清淤筑岛工程二次污染评估 舒实（河海大学博士后）

化学调理-固化联合处理疏浚泥浆的强度特

性研究
董超强（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

休息15分钟

大型跨海通道建设疏浚泥及再利用可行性

探讨

寇晓强（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院

有限公司高工）

李明东

曹传胜

陈龙(河海大学副研究员)

渣土渣泥流动化及在工程中的应用 范惜辉(河海大学博士生)

药剂真空预压处理废弃泥的试验研究 林哲鑫(上海大学硕士生)

以问题为导向，创新发展疏浚与泥处理利用

技术与方法
朱伟（河海大学教授）

休息15分钟

朱伟

分会场闭幕式

软土就地固化技术及其在太湖隧道工程中的应用

研究
13:30

~
17:20

13:30-13:50

13:50-14:05

14:05-14:20

14:20-14:35

14:50-15:05

14:35-14:50

15:05-15:20

15:20-15:35

15:35-15:50

15:50-16:00

16:00-16:15

16:15-17:15

17:15-17:20

澜湄水资源合作 钟勇（水利部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主任）







8:30-10:00   乘车至德安县江西水土保持生态科技园

  参观江西水土保持生态科技园10:00-11:30

 乘车至共青城市鄱阳湖模型试验研究基地11:30-12:05 

  用餐12:05-13:00

 参观鄱阳湖模型试验研究基地13:00-14:30 

 返回南昌14: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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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技术调研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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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线：南昌——德安——共青城（中餐）——南昌

1

2

3

4

5

6

8:30-10:00   乘车至共青城市鄱阳湖模型试验研究基地

参观鄱阳湖模型试验研究基地10:00-11:30  

乘车至德安县江西水土保持生态科技园11:30-12:05  

用餐12:05-13:00  

参观江西水土保持生态科技园13:00-14:30  

  返回南昌14:30-16:00

二、B线：南昌——共青城——德安（中餐）——南昌

1

2

3

4

5

6

七、用餐安排
地点：各下榻宾馆餐厅及南昌工程学院第三食堂（沁园）  

         *用餐地点以餐券注明地点为准  

时间：

早  餐 午  餐 晚  餐

06:30〜8:00 12:00〜13:30 18:00〜19:30

八、组织机构
（一）领导小组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  

胡四一

汤鑫华   徐兰宾   金志农   

吴伯健   刘咏峰   吴   剑   汪荣有   

张立青   吴泽俊   李   明   樊后保    

（二）会务组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  

刘咏峰    

张淑华   程   锐   李建国   张文雷   胡俊华  桂发亮      

欧阳子龙

王   琼   杨姗姗   宋   妮    陆  亮    苏   康   赵   孟   赵   晖   李 贵宝  

汝泽龙   杜   涛   李志平   王兴国   董长娟   叶   茂                宋志刚 

洪恩强   陆伟锋   李沛武   狄文全   胡盛华   熊丽克   吴龙泉   罗来瑜  

阎成瑜   邓洪波   杨晓斌   陈建华   彭友文   徐   斌   黄志开   邓承志  

胡杨成   万义平   张朝霞   张晓航   刘桂兰   黄国华   贺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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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联系电话
（一）学术年会

1.会务组 

陆  亮（学会财务）程  锐

13910660715

杨姗姗

13521571872 13683268863

中国水利学会

桂发亮 

13870662365 13870896579

南昌工程学院

2.分会场

各分会场秘书

彭  聪 高��明

15979058968

节水

河湖长制

水生态文明

水—能源—粮食

饮用水水源地

水旱灾害防治

长江大保护

水工结构

跨流域调水与

生态文明建设

一带一路

智慧水利

财务管理

刘行刚18600242964  

汤显强13971622743

刘   晖13207173287

甘治国13910176501

刘   丹13886048683

贺瑞敏13915921024

屈艳萍13810106761

梁志勇13911678847

王永强15727062996

冯   玲15652365249

杜   梅15901063461

姚建文13501175857

丁   毅13871138508

黄藏青15901101561�

郑灵芝13911089332

姜   丽18910285600

赵燕容13913948431

于翠松13864068752

王兴国18210133935

郑   寓18368017880

季荣耀13901586751

祁   伟13699257948

冷元宝13503713172

陈   红13851722324

李   琳13681307931

黄会永13682196138

许   健18622208052

闵凡路13776629567

宋   妮15811593675

江   辉15079155425

廖迎春13803525383

地下水

标准化

期刊

检验检测

无人机

疏浚

国际

（二）大禹奖

赵  晖 汝泽龙

13641218844 18310250738

（三）优秀论文奖

杨姗姗 13521571872

十、注意事项

（四）刘光文水文科技教育基金奖

宋亚琼 13701588272

（五）展览展示

�曹���庆 13807069410

（六）英语竞赛

宋   妮 15811593675

1.代表凭餐券在指定餐厅就餐。

2.请妥善保管会议文件、资料和个人物品，防止遗失；离开房间时注意锁门。

3.请按时参加会议，大会期间请将手机调至无声状态。

4.请随时关注会务组发送的会务信息。

5.会议期间，代表如感身体不适，请及时与会务组联系。

6.本次会议提供接送站服务，请与会代表提前向会务组提供行程信息。

7.会议期间天气信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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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酒店及位置分布图

创新助力新时代人水和谐

53/54 附件2：调研点简介

鄱阳湖模型试验研究基地简介

鄱阳湖模型试验研究基地是集科学研究、推广示范、学术交流、人才培养、

科普教育、水生态体验“六位一体”的国际性开放型水利科研平台。

基地占地面积500亩，分为模型试验区（占地面积360亩）和学术交流区

（占地面积140亩）二个功能区，“模型试验区”是基地的主体功能区，主要建

设湖区模型、枢纽模型、河口模型和河道模型；“学术交流区”布置科研综合

楼、学术交流中心等配套设

施。基地立足鄱阳湖流域，

与国际、国内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合作，针对鄱阳湖流

域水科学问题，协同攻关，

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为江

西和长江流域防灾减灾、水

资源保障、水生态保护提供

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为推

进江西水生态文明建设、打

造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美

丽中国江西样板、推进长江

经济带的发展与保护提供决

策依据。 

基地全景图    

湖区模型

序号 酒店名称 地址 酒店联系电话
会务组工作

人员
联系电话

1 南昌绿地华邑酒店 南昌市高新区紫阳大道3333号
闵捷 

18507087216
李琳 18070053500

2 南昌绿地铂骊酒店 高新技术开发区艾溪湖北路129号
万健   

18507089820
王  键 15879080066

3 南昌金陵大酒店 南昌市高新区昌东大道7666号
涂继鹏

18679195102
张朝霞 13607080338

4 南昌凯美格兰云天酒店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南京东路

1515号

王秀梅  

17707004204
夏志红 13755692144

5 源中园大酒店 南昌市高新开发区火炬大街539号
万婷   

18979151652
李甘 13767141459

6
南昌工程学院瑶湖迎宾馆

（悦岸酒店）

南昌市高新开发区天祥大道289号 

南昌工程学院学术交流中心

王兰   

13803547862
易敏 13979128550

7 江西师范大学白鹿会馆
南昌市高新区紫阳大道99号，

江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内

吴美莲 

13870058415
徐晨光 13767111918

8 维也纳国际酒店（艾溪湖分店） 南昌市高新区紫阳大道169号
胡凤鸣 

17346660711
罗昌泰 18679113388

9 玉泉岛大酒店 南昌市青山湖区湖滨东路888号
程鹏   

18079118153
袁雅思 18507009393

10 美森博纳国际酒店 南昌市火炬大街719号
徐经理

13647006262
查美云 15870033795

11 锦江之星酒店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金圣路2号
余经理

15007007050
欧阳林霞 13970858180

12 希岸（新城吾悦） 艾溪湖北路77号(新城吾悦广场)
黎骜夫   

18070152824
何有兴 13576072763

13 维珍天使 艾溪湖北路77号新城吾悦广场9栋
张庚平   

18870806678
何有兴 1357607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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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水土保持生态科技园简介
江西水土保持生态科技园是一个国家级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致力于我国南方

红壤丘陵区水土流失治理和大湖流域水土保持科技研究。科技园计划打造成为集水土

保持科研试验、推广示范、人才培养、科普宣传和生态休闲观光及体验于一体的综合

性科技园区。目标建设成为国际先进、国内一流的水土保持科研创新基地，为我国南

方红壤丘陵区和大湖流域的水

土保持生态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和示范样板，使之成为国内外

水土保持科学研究的平台、推

广示范的基地、人才培养的摇

篮、科普宣传的窗口和水土保

持生态文化主题公园。

附件3：南昌工程学院简介

南昌工程学院是一所以工学为主，

管理学、理学、农学、文学、经济学、

艺术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水利特色鲜

明的本科高校。前身为1958年创建的江

西水利电力学院，1978年恢复办学，历

经江西省水利水电学校大专部、江西工

学院水利分院、江西水利专科学校、南

昌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南昌水利水电高

等专科学校等阶段，2004年更名为南昌

工程学院。2005年被批准为学士学位授

予单位，2008年实现江西省人民政府与

水利部共建。2011年先后被批准为“卓

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和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试点高校，并顺利通

过 教 育 部 本 科 教 学 工 作 合 格 评 估 。

2013年被总参谋部、教育部批准为定向

培养直招士官试点院校，2016年通过教

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2017年成

为 江 西 省 “ 一 流 学 科 ” 建 设 高 校 ，

2018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硕士

学位授予单位。

学校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军旗

升起的地方”——江西省省会南昌市。

学校拥有瑶湖和彭家桥两个校区，占地

面积2046.9亩，校舍建筑面积65万余

平方米，拥有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2.23亿元。馆藏纸质图书144.32万册，

电子图书520万册,各种中外文电子资源

库共24个。学校现有教职工1567人，其

中专任教师1059人。专任教师中，具有

高级职称452人，占42.68%；博、硕

士学位875人，占82.63%。拥有国家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1人，国

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人，享受国



南昌工程学院
                         简介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4人，二级教授9人，

全国水利高等院校水利类专业带头人1人，

江西省“赣鄱英才555人才工程”人

选、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主要学科

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等省级人才82人。聘

请2位诺贝尔奖得主为学校名誉教授，柔

性引进长江学者、千人计划学者、国家

杰青等杰出人才8人。

学校设有水利与生态工程学院、土

木与建筑工程学院、机械与电气工程学

院、信息工程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经

济贸易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理学

院、外国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体育教学部、士官学院、

瑶湖学院和继续教育学院等15个教学院

（部）。现有全日制在校生17112人，

其中研究生211人。2017年实现升本以

来留学生教育零的突破，留学生规模逐

渐扩大。学校拥有水利工程、管理科学

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工程

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开设55个本科专

业，有国家特色专业1个、教育部“卓越

计划”专业6个（教育部“卓越工程师计

划”专业4个、教育部“卓越农林计划”

专业2个）、省级特色专业7个、省级

“卓越计划”专业6个（省“卓越工程师

计划”专业5个、省“卓越农林计划”专

业1个）、国际合作教育专业2个、一本

批次招生专业5个。

学校现有省优势科技创新团队、省

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各1个。拥有各级各类

科研平台28个，其中国家级平台3个、

省级科研平台12个。近五年来先后获国

家级项目121项、省部级项目674项，累

计科研经费37000余万元；获专利和软

件著作权520项；发表学术论文3078

篇，其中SCI/EI检索论文391篇；获省

政府科技奖10项、省高校科技成果奖

5项、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项。承

办首届国际水土保持青年论坛、第三届

全球森林生态经济论坛等大型国际学术

会议。学校是我国城市水土保持技术首

创单位之一，承担了3项水利部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项项目，在水环境生态监测、

河道污水治理、智能光纤技术等领域开

展科技成果应用推广，社会服务经费近

7000万元。

学校坚持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狠

抓教育教学质量，强化优良学风养成，

人才培养质量较高。本科毕业生就业率

名列全省前茅，毕业研究生获取执业证

书比例超过50%、就业率100%。近五

年学生荣获全国“挑战杯”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一等奖、“创青春”创业计

划大赛金奖等国家级奖励500余项。建

校60年来，学校面向地方和水利行业培

养了11万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经济社

会和水利行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赢

得良好的社会声誉。

进入新时代，学校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

“自强不息、格物致知”的校训，弘扬

“开拓、勤奋、求实、文明”的校风，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深化学校

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高水平水

利特色大学建设，谱写南昌工程学院发

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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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展位号

中国水利学会 1-4

上海航征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5

中国安能建设集团第二工程局（武警水电二总队） 6

北京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

武汉英思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天津腾云智航科技有限公司

中海达卫星导航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9

广州南方卫星导航仪器公司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11

北京国电瑞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2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3

深圳智航无人机有限公司 14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15

武汉讯图科技有限公司 16

江苏龙腾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7

北京智科远达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18

北京数字绿土科技有限公司 19

中测瑞格测量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20

北京四维远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1

中国水之行大型公益活动 22

中国水利学会期刊工作委员会 23

北京飞马航遥科技有限公司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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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会场布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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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分会场布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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