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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流域河湖水网综合协同调度技术体系与应用 

公示内容 

一、成果名称 

太湖流域河湖水网综合协同调度技术体系与应用 

二、提名者 

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 

三、成果简介 

太湖流域位于长江三角洲核心区域，地处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一体

化国家战略交汇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流域河网地区水资源情势复杂，洪涝灾害较为频繁，本地水资源不足，

水污染严重，水量水质问题相互交错，流域与区域、上下游、左右岸之

间协调难度大，流域综合调度是保障防洪、供水、水生态“三个安全”

的重要手段。多年来，太湖流域经过大量水利工程建设，基本形成了“北

向长江引排、东出黄浦江供排、南排杭州湾、利用太湖调蓄”的流域防

洪与水资源调控工程体系，为流域综合调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流域河

湖水网众多水利工程的协同调度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面临多目

标、多对象、多约束等关键问题。鉴于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对水安全的需

求不断提高，迫切需要开展流域综合协同调度技术体系及应用研究，为

流域综合调度决策与实践提供全面支撑。 

鉴于此，本项目从长期以来太湖流域调度的理念、相关理论及实践

经验出发，针对流域河湖水网综合调度存在的多目标协调、流域区域调

度时空统筹、调度模拟及方案优选等主要问题，开展理论、技术和应用

三个层面的研究，依托水利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水利前期经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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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财政预算项目、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地方科研

项目等，开展联合研究，形成太湖流域河湖水网综合协同调度技术体系

与应用系列成果体系。 

在理论层面，针对流域综合调度多目标统筹、调度分期、空间协调、

利益均衡等关键问题，通过多时空适配、多目标融合的太湖水位分时段

分区动态调控，流域-区域双层协调量质实时平衡调度，以及流域综合调

度动态评估体系等的研究，创建了“时序协调-空间平衡-目标融合”的

太湖流域综合协同调度理论框架与方法；在技术层面，主要针对河湖水

网综合调度模拟分析、优选决策及实时调度管理的要求，聚焦不同尺度

河网差异化建模、自然-社会水循环全过程耦合模拟、调度方案优化决策

等关键技术，提出了“精细模拟-高效求解-优选决策”的太湖流域综合

协同调度技术体系；在应用层面，基于理论框架和技术研究成果，进一

步总结流域调度实践经验，聚焦流域综合协同调度保障防洪安全、供水

安全和水生态环境安全的目标要求，在调度模式的共性方面进行凝练，

提出了“蓄泄兼筹、量质并重、有序流动”的太湖流域综合协同调度模

式，以期为流域综合调度方案优化与决策提供技术支撑，进一步提升流

域综合调度水平。 

本研究成果为制定《太湖流域洪水与水量调度方案》《太湖超标准

洪水应急处理预案》《特殊干旱期太湖水量应急调度预案》《太湖流域

水量分配方案》《太湖流域水资源调度方案》提供了有效支撑。相关研

究成果已在近年来太湖流域应对大洪水、重大事件期间水源地安全保障、

区域和城市改善水环境调度等工作中得到了成功应用，具有重要的实践

意义。同时，本项目的持续深入研究和不断开展的实践应用，也将继续

全力支撑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建设，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河网区域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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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成单位 

表 1 成果完成单位及主要研究内容 

排序 完成单位 主要研究内容 

1 
太湖流域管理局水利

发展研究中心 

把控项目研究的总体方向，负责总体思路设计、成果

总体框架提出等。主要具体负责理论与调度模式研

究，理论层面建立了太湖水位分时段分区动态调控理

论框架和流域-区域双层协调量质实时平衡调度理论

框架，应用层面创建了包括超标准洪水、水资源、抗

旱应急和改善水环境等不同目标调度模式在内的太

湖流域综合协同调度模式。 

2 

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

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

学研究院 

理论层面提出了综合调度协同准则方法，创建了河湖

水网多目标综合协同调度评价体系，建立了多目标协

同情境动态识别与指标权重动态自适应分配方法；技

术层面提出了综合协同调度优化决策模拟技术。 

3 河海大学 

技术层面提出了流域骨干河网控边界-区域精细河网

解决问题的协同模拟思路，研发了河湖水网多级嵌套

耦合模拟技术，保证不同级别河网模拟精度，提高大

规模河湖水网复杂体系多目标耦合模拟计算效率。 

4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 

技术层面研发了自然-社会水循环全过程耦合模拟技

术；开发了以流域水循环、河网水动力、水质等模型

为核心的太湖流域水量水质综合调度系统，为太湖流

域河湖水网综合协同调度提供信息与技术支撑。 

 

五、完成人名单 

表 2  成果完成人员及主要贡献 

排序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主要贡献 

1 何建兵 教高 
太湖流域管理局水利发展

研究中心 

建立成果体系框架，凝练调

度模式 

2 吴修锋 教高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复杂江河湖多目标综合协同

调度评价体系 

3 王船海 教授 河海大学 
复杂河网精细模拟、高效求

解技术 

4 廖卫红 教高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复杂河网自然-社会水循环耦

合模拟技术及系统集成 

5 刘克强 高工 
太湖流域管理局水利发展

研究中心 
超标准洪水调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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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主要贡献 

6 李敏 教高 
太湖流域管理局水利发展

研究中心 

太湖水位分时段、分区动态

调控理论框架 

7 李蓓 教高 
太湖流域管理局水利发展

研究中心 

太湖流域水资源调度及抗旱

应急调度模式 

8 戴江玉 高工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综合协同策略及协同调度决

策优选准则 

9 马腾飞 
博士

在读 
河海大学 

复杂河网高效建模与求解技

术 

10 胡庆芳 高工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复杂河网调度优化决策模拟

技术 

11 李琛 高工 
太湖流域管理局水利发展

研究中心 

流域-区域双层协调量质实时

平衡调度理论框架 

12 蔡梅 高工 
太湖流域管理局水利发展

研究中心 
太湖流域水环境调度模式 

13 雷晓辉 教高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社会水循环模拟技术及系统

集成 

14 王元元 高工 
太湖流域管理局水利发展

研究中心 

太湖调度期多维最优分割方

法及多目标决策评价方法 

15 王超 高工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社会水循环要素时空分布的

分类模拟技术 

六、成果创新点 

1、在流域调度实践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创建了多时空适配、

多目标融合的太湖水位分时段、分区动态调控理论框架，阐明了关键节

点水位对流域控导工程协同调度的驱动机制；提出了基于 Fisher 理论的

调度期多维最优分割方法，揭示了河湖水网地区自然水文特性与高强度

人类活动交互影响下的太湖水位周期性变化规律，为太湖水位调度分期

的优化提供支撑。 

2、在流域多年引江济太水资源调度实践与相关研究基础上，对原有

成果进行归纳总结提高，建立了流域-区域双层协调量质实时平衡调度理

论框架，破解了河湖水网不同空间尺度水量水质联合调控中利益与风险

平衡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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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剖析了河湖水网综合调度的内涵，辨识了不同目标因子层次性、

竞争性和动态性特征，提出了指标权重的动态自适应分配方法，构建了

太湖流域综合协同调度评估体系。 

4、创建了河湖水网地区自然-社会水循环全过程耦合模拟技术，实

现了取排水模型自动构建和社会水循环过程动态控制，突破了河湖水网

地区自然-社会水循环耦合模拟的技术瓶颈。 

5、提出了河网多级嵌套耦合模拟技术，降低了水动力模拟中时间步

长受精细河网空间步长限制的要求，在保证模拟精度的同时，将数千条

河道、数万个断面以上规模河网的模拟时间从小时级提升到分钟级。 

6、提出了“敏感性诊断-联合调度目标体系构建-多属性智能决策”的

河湖水网水量水质联合调度优化决策模拟技术，实现了河湖水网地区多

目标联合调度方案的决策优选。 

7、创建了“蓄泄兼筹、量质并重、有序流动”的太湖流域综合协同调

度模式，包括：“提前预泄、适度超蓄、全力外排、临时蓄滞”的超标准

洪水调度模式，“以丰补枯、量质并重、优水优用、统筹配置”的水资源

调度模式和“加大引水、水源优先、适当限流”的抗旱应急调度模式，“分

片调控、多源统筹、引排有序”的改善水环境调度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