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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王艳 梁鸿国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省五一劳动奖状获得单位、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科技创新开启问水南粤新征程

1958 年，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下称广东水科院) 成立于广州。

60 年来，广东水科院全身心投身水利

科研，是科技实力雄厚,专业齐全的“非

营利性科研机构”,涉及行业涵盖水利、

交通、建筑、能源、海洋等，研究领域包

括水利水电工程技术问题试验研究和

科学攻关，水利防灾减灾，水利水电相

关的物理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研究，水

文、水资源调查评价及水资源论证，农

业节水灌溉，水土保持试验研究，岩土

工程勘察设计及咨询测试实验，大坝安

全监测及鉴定，工程质量检测及加固补

强，水利信息化建设，水利水电工程规

划、勘测、设计等，是综合实力排在全国

前列的省级水利科研机构。

在改革开放的先行地、

试验区，“有着广东水利科

技排头兵”之称的广东水科

院”，一直发扬敢为人先、勇

于探索的精神，积极承担事

关广东水利发展全局的重

大课题，发挥了坚强有力的

技术支撑作用，极大地推动

了水利学科的创新性发展。

检 索检 索

检 索荣 誉

建院至今，广东水科院已从建所之

初的5个研究室、90多人壮大至11个专

业研究所、近400人，拥有水资源论证等

7项甲级资质，工程咨询4个专业甲级资

信，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水平评价5

星，大中型水库大坝、水闸安全评价单位

等多项资质，通过计量认证和质量、环

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先后

获地厅级及以上科学技术奖92项，其中

国家和省部级科学技术奖39项；制定国

家、行业或地方标准17项；授权专利64

项，软件著作权39项，论著34册。

该院培养了麦蕴瑜、陶维宣、余仕超

等著名老专家。近十多年，人才队伍建

设又有新突破。杨光华两次成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有效候选人，荣获南粤百杰人

才、首届广东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等称

号，黄本胜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

人选”并被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等称号。邱静当选广东省第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

会委员，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目

前，该院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3

人、水利部5151人才工程部级人选4人，

“广州市珠江科技新星”2人。

强化科技支撑，
助力美丽广东建设

广东河流纵横、水网密布、水系发

达，江河湖库是我省重要的国土空间和

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水体的保护

开发和污染治理在我省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整体工作中占有突出位置。

去年，受省委政研室委托，广东水科院

围绕“碧道”建设开展了相关调研，梳理

总结了国内外有关建设经验，重点研究

了碧道的内涵、功能、类型、布局以及建

设的目标步骤，编制完成了《高标准建

设广东万里“碧道”研究报告》，并高质

量完成了省委政研室委托的《高标准建

设广东万里“碧道”工程研究》项目，得

到省委政研室的高度评价。

广东水科院承担了我省河长制湖长

制技术支撑相关工作，完成了省河长制考

核办法、湖长制实施方案，编制了全省河

湖名录审核软件，对全省的河湖进行了编

码，为我省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走在全国前

列作出了积极贡献。该院主编了《海堤工

程设计规范》及《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

目技术规程》等技术规范；参编了《广东省

建筑地基处理规范》、《堤防工程设计规

范》、《广东省用水定额》、《农田排水试验

规范》等技术规范。

扎根南粤大地，勇攀科研高峰，广东

水科院为广东水利水电建设及交通、能源

和建筑等其他各类相关行业的发展作出

了突出贡献，解决了一大批工程建设中的

技术难题。曾参与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

程、2008北京奥运会青岛帆船比赛基地、

飞来峡水利枢纽、潮州供水枢纽、北江大

堤加固达标工程、东深供水工程、珠江河

口整治工程、广州市河涌整治工程、广州

市西江引水工程等重点工程项目的关键

技术攻关。

匠心耕耘，攻坚出新

在水力学研究领域，该院对省内几乎

所有大中小型水库、拦河闸坝开展有广东

特色的试验研究；率先开展抽水蓄能电站

水力学试验研究；攻克了高强度环境变异

下大流量、低水头、低弗氏数平原水利枢纽

工程消能防冲、电站水头损失和运行安全

等难题；驼峰堰及其特性、阶梯消能工和面

流消能技术研究等取得突破；电站、泵站性

能测试和增效改造技术、大型泵站成套整

流技术居国内领先水平；在国内首次完成

大型灯泡贯流式机组过渡过程测试。

在水利防灾减灾及河流治理领域，作

为我省防洪抢险主要技术支撑单位，该院承

担了山洪灾害防治、防洪风险图编制等工

作；广东省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创新研究与应

用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取得了巨大的社会

经济和生态效益；研发系列险段治理、生态

海堤建设技术等并成功应用于实践。

在三角洲网河及河口研究领域，该院

较早并持续开展世界上最复杂的珠三角

网河及河口水沙运动规律研究；率先研发

了珠三角大范围整体复杂网河数学模型

联解技术；首次构建了基于天河二号的珠

三角大范围整体复杂网河及近海三维水

流、泥沙、水质数学模型，解决了复杂网河

及河口治理、水资源配置与管理的关键技

术问题。

在火（核）电水科学研究领域，该院作

为国内最早开展火（核）电厂冷却水及核

电水科学问题研究的单位之一，研究成果

为大亚湾核电站节约了2亿投资；发明物

理抑泡系列技术，在国际上率先攻克火

（核）电厂的温排水泡沫污染的难题。

在水资源水环境研究领域，该院核电

水资源安全保障及影响技术、咸淡水区水

资源管理研究填补国内空白；解决了世界

上特大型的东深源水生物处理工程环境

水力学、泥沙及曝气均匀性难题。

在农业节水灌溉研究领域，该院长期

从事广东省主要粮食及经济作物灌溉制

度、需水量及节水灌溉技术试验研究并形

成定额标准；率先提出稻田“薄、浅、晒、

湿”高效节水灌溉制度。

在岩土工程研究领域，该院创立的土

的本构模型广义位势理论成为广义塑性

力学的理论基础；提出的增量计算法编入

规范和手册，在工程设计中普遍应用；攻

克了全国最软的深厚软土地基建闸难题。

在水利建管和信息化领域，该院外掺

MgO砼不分横缝快速筑坝新技术应用取

得丰硕成果；率先制定全省水利工程巡查

细则；广泛开展“互联网+现代水利”应用研

究，研发的“天地空”一体化水库监管体系

实现了水库现代化智能管理，北斗卫星

GPRS（3G-4G）双通道水情遥测一体机大

大提高了水情自动监测的可靠性，研发的

水利普查数据审核和水量汇总平衡系统技

术有效解决了海量数据审核及汇总难题。

在水利改革发展和水生态文明建设

领域，该院编制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层面水

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建立全国第一个省级

层面水权交易制度，开创丰水地区跨区域

双指标水权交易先河；围绕河（湖）长制开

展系列研究，为支撑广东省河（湖）长制走

在全国前列作出了重要贡献。

凝心聚力，营造团结和谐家园

广东水科院党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政治建设为

统领，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并大力弘扬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推进单位文化

建设，满足广大职工的精神文化需求。

站在新的起点上，广东水科院将继续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在南粤问水的新征程

上铿锵前行，为水利事业乃至广东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院中层干部 粤水科/摄

▼飞来峡试验基地珠江厅 粤水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