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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室简介

北京是我国首都，也是我国政治和文化中心。近些年，北京频发极端异常暴雨，导致

城市内涝现象日益凸显，严重影响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的生产生活。洪涝与缺水并存

的现状，严重制约了北京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对城市雨洪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习近

平总书记讲话及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召开，海绵城市作为我国城市雨洪管理和水资源短

缺问题的解决方案得到了广泛关注与重视。北京师范大学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为构建高效

适用的海绵城市建设技术体系，切实解决城市内涝问题和水资源短缺问题，在全国高校率

先成立了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实验室。实验室经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于

2016年底获批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并于2017年6月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2019年5月建

立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试验基地，6月建立济南城区水文中心试验基地；10月建立北京

市通州试验基地，11月建立北京市未来科学城试验基地，2019年12月成立重点实验室珠

海分室。另一项标志性成果是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宗学教授于2019年7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

召开的第27届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IUGG）科学联盟大会上光荣地当选为国

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副主席，标志着重点实验室走向国际化的新的起点和开端。

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是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北京市水科学技术

研究院、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市水文总站等多所科研院所，以及中关村海绵

城市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共同组建而成。其中，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经

过十余年的建设，已经形成了一支精干、高效，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科研队伍，以地表

水与地下水、水量与水质、水生态与水环境的整体解决方案为特征，在水科学研究领域处

于国内领先地位。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是以解决北京城市水问题为主要任务的首都涉

水领域权威机构，解决过大批制约首都经济发展的水务技术难题。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院

是北京市各项城乡规划的承担者，具有丰富的城乡规划经验和详实的城市建设基础资料。

北京市水文总站负责全市的水文监测工作，掌握了大量的城市水文基础资料。中关村海绵

城市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过大量海绵城市工程项目，具有丰富的海绵城市建设实践经

验。各单位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有助于整合北京市海绵城市研究力量，实现城市水文科

学等交叉学科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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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现有工作人员96名，其中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1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名，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者”特聘教授1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2名，正高33名、副高41名，具有海外留学经历者30位，是一支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学

术团队。实验室主要研究城市暴雨洪水模拟与预报技术、地表水地下水调蓄与海绵城市技

术、海绵城市建设控污机理与模拟、海绵城市技术集成平台等相关问题。今后将面向国家

和北京市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重大需求，以科技部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

省部委项目为抓手，结合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北京市十四五发展规划，定位于应用

基础研究，实现项目、基地、人才三者的有机结合，整合北京市在城市水文领域的优势资

源，建立多学科交叉的科技创新平台，力求改善实验室在该领域的研究条件和研究手段，

提高研究水平与创新能力。

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重点实验室将根据海绵城市建设的需要，集中技术力量攻

关，将地表水与地下水、水质与水量、防洪排涝与水资源水环境综合管理相结合，为北京

市海绵城市建设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为北京市着力打造成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示范

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建成绿色城市、森林城市、海绵城

市、智慧城市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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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研究

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城市暴雨洪水模拟与预报技术；（2）地表水地下水

调蓄与海绵城市技术；（3）海绵城市建设控污机理与模拟；（4）海绵城市技术集成平

台。具体内容如下：

1. 城市暴雨洪水模拟与预报技术

构建城市暴雨洪水模型体系，实现对洪涝过程的模拟与预报。依据北京市产汇流特

征，综合模拟不同下垫面的产流过程、地表漫流过程和河道汇流过程，研究基于复杂下垫

面特征的城市分布式水文模型构建方法，深入分析下垫面的空间变异性，提高模型的耦合

精度。在参数灵敏度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基于城市水文模型特点的多目标参数优化方法。

采用介质界面之间连续性的假设进行城市行洪河网、城市陆面以及城市管网系统等不同介

质的水流模型之间的耦合，实现将描述管网、泵站、街道和河道的水动力学模型与分布式

水文模型耦合，构建全面模拟河网汇流、管网排水和地表漫流等过程的基于物理机制的城

市低洼区洪水演进模型，完成对城市暴雨洪涝全过程的模拟。为北京市城市雨洪规划和管

理、以及防洪减灾工作提供科技支撑。

2. 地表水地下水调蓄与海绵城市技术

构建雨洪资源调蓄与利用技术体系。研究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水量转化计算方法、污染

物质转化及集成数值模拟方法，从城市供水与地下水、地表水的关系建立地表水和地下水

联合调蓄的耦合模型，重点考虑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耦合方法、地下水模型数据同化和参数

不确定性估计方法、地球重力卫星数据应用于地下水数值拟等科学问题，提高数值模拟的

精度，进而分析不同来水和水资源利用模式下供水的可靠性。在所建模型基础上，根据不

同调蓄设施的种类和功能特点，构建北京市雨洪调蓄系统的框架，分析调蓄系统与城市雨

洪管理设施的衔接关系，对北京市地表水和地下水联合调蓄以及提高供水可靠性、减轻城

市洪涝灾害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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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现有工作人员96名，其中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1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名，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者”特聘教授1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2名，正高33名、副高41名，具有海外留学经历者30位，是一支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学

术团队。实验室主要研究城市暴雨洪水模拟与预报技术、地表水地下水调蓄与海绵城市技

术、海绵城市建设控污机理与模拟、海绵城市技术集成平台等相关问题。今后将面向国家

和北京市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重大需求，以科技部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

省部委项目为抓手，结合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北京市十四五发展规划，定位于应用

基础研究，实现项目、基地、人才三者的有机结合，整合北京市在城市水文领域的优势资

源，建立多学科交叉的科技创新平台，力求改善实验室在该领域的研究条件和研究手段，

提高研究水平与创新能力。

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重点实验室将根据海绵城市建设的需要，集中技术力量攻

关，将地表水与地下水、水质与水量、防洪排涝与水资源水环境综合管理相结合，为北京

市海绵城市建设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为北京市着力打造成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示范

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建成绿色城市、森林城市、海绵城

市、智慧城市贡献力量。

3. 海绵城市建设控污机理与模拟

研究海绵城市建设低影响开发技术—最佳管理措施（LID-BMPs）对城市径流污染净

化机理，开展海绵城市建设区域径流总量控制量和径流污染削减效果模拟和优化，进行城

市地表水环境水质改善模拟和费用效益分析。主要研究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渗透

塘、氧化塘、雨水湿地、植草沟、植被缓冲带、人工土壤渗滤等LID-BMPs措施对初期雨

水的拦截、过滤、吸收和降解等净化机理，研究提出适用于国内不同气候条件、不同降雨

特征以及我国国情的LID-BMPs新方法和设计参数；开展节水控污和城市黑臭水体综合治

理成套技术研发及工程示范；开发海绵城市建设水环境综合评估模拟系统，模拟评估和优

化海绵城市建设对城市径流污染削减效率和城市地表水系水质改善效果，为海绵城市合理

规划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4. 海绵城市技术集成技术平台

实现多源数据融合共通，各学科模型之间的无缝联接，以系统分析的方法统筹集成研

究海绵城市研究发展重要方向。将本实验室前述三个研究方向的数据与模型统一纳入集成

平台，实现“监测-模拟-评价”三位一体的集成,为海绵城市建设的科学决策提供支持。与

此同时，考虑多尺度城市水循环的衔接和耦合，选择典型区域与流域，构建不同尺度的海

绵城市技术集成试验基地，一方面是各种监测手段的集成，通过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和

水量以及生态和环境全方位的监测，为探寻城市水循环演变机理，应用海绵城市技术奠定

基础；另一方面是海绵城市技术的集成，通过对最小干预技术、生态防洪技术、人工湿地

净化技术、绿色海绵技术、生态系统服务仿生修复技术等基础技术的集成，在实现各分支

技术创新的同时，探讨各种情景下最优的海绵城市设计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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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研究

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城市暴雨洪水模拟与预报技术；（2）地表水地下水

调蓄与海绵城市技术；（3）海绵城市建设控污机理与模拟；（4）海绵城市技术集成平

台。具体内容如下：

1. 城市暴雨洪水模拟与预报技术

构建城市暴雨洪水模型体系，实现对洪涝过程的模拟与预报。依据北京市产汇流特

征，综合模拟不同下垫面的产流过程、地表漫流过程和河道汇流过程，研究基于复杂下垫

面特征的城市分布式水文模型构建方法，深入分析下垫面的空间变异性，提高模型的耦合

精度。在参数灵敏度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基于城市水文模型特点的多目标参数优化方法。

采用介质界面之间连续性的假设进行城市行洪河网、城市陆面以及城市管网系统等不同介

质的水流模型之间的耦合，实现将描述管网、泵站、街道和河道的水动力学模型与分布式

水文模型耦合，构建全面模拟河网汇流、管网排水和地表漫流等过程的基于物理机制的城

市低洼区洪水演进模型，完成对城市暴雨洪涝全过程的模拟。为北京市城市雨洪规划和管

理、以及防洪减灾工作提供科技支撑。

2. 地表水地下水调蓄与海绵城市技术

构建雨洪资源调蓄与利用技术体系。研究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水量转化计算方法、污染

物质转化及集成数值模拟方法，从城市供水与地下水、地表水的关系建立地表水和地下水

联合调蓄的耦合模型，重点考虑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耦合方法、地下水模型数据同化和参数

不确定性估计方法、地球重力卫星数据应用于地下水数值拟等科学问题，提高数值模拟的

精度，进而分析不同来水和水资源利用模式下供水的可靠性。在所建模型基础上，根据不

同调蓄设施的种类和功能特点，构建北京市雨洪调蓄系统的框架，分析调蓄系统与城市雨

洪管理设施的衔接关系，对北京市地表水和地下水联合调蓄以及提高供水可靠性、减轻城

市洪涝灾害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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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研团队

1. 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主任：刘昌明院士

刘昌明院士，男，1934年5月生，湖南汩罗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水文水资源领域专

家。195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1960-1962年赴苏联留学，1981-1982年赴美国做访问学

者。曾任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水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地学部主

任、中国科学院水问题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地理资源研究所）、中科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

研究所所长、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副主席等职；现任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专家

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报主编与国际水文过程杂志编委等职。主持承担过多项国家重大

科研项目，如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项目）、重大与重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参

与国家重大咨询项目20余项；发表论著400余篇、本，其中SCI论文100余篇；获国家省部

级科技奖项14项；培养研究生150余名。作为我国自然地理水文水资源方向研究领域的倡

导者与开拓者，发展了自然地理学科的水文水资源学；在水循环、产流模式、水文实验、

农业水文、森林水文、环境水文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提出了缺资料地区小流域

暴雨洪水计算方法；发展了地理系统分析方法、建立了分析模型，并应用于南水北调工程

中的环境影响评价；提出的雨水资源化与“绿水”管理等思想极大的提升了我国缺水地区

的水资源管理效率。



3. 海绵城市建设控污机理与模拟

研究海绵城市建设低影响开发技术—最佳管理措施（LID-BMPs）对城市径流污染净

化机理，开展海绵城市建设区域径流总量控制量和径流污染削减效果模拟和优化，进行城

市地表水环境水质改善模拟和费用效益分析。主要研究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渗透

塘、氧化塘、雨水湿地、植草沟、植被缓冲带、人工土壤渗滤等LID-BMPs措施对初期雨

水的拦截、过滤、吸收和降解等净化机理，研究提出适用于国内不同气候条件、不同降雨

特征以及我国国情的LID-BMPs新方法和设计参数；开展节水控污和城市黑臭水体综合治

理成套技术研发及工程示范；开发海绵城市建设水环境综合评估模拟系统，模拟评估和优

化海绵城市建设对城市径流污染削减效率和城市地表水系水质改善效果，为海绵城市合理

规划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4. 海绵城市技术集成技术平台

实现多源数据融合共通，各学科模型之间的无缝联接，以系统分析的方法统筹集成研

究海绵城市研究发展重要方向。将本实验室前述三个研究方向的数据与模型统一纳入集成

平台，实现“监测-模拟-评价”三位一体的集成,为海绵城市建设的科学决策提供支持。与

此同时，考虑多尺度城市水循环的衔接和耦合，选择典型区域与流域，构建不同尺度的海

绵城市技术集成试验基地，一方面是各种监测手段的集成，通过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和

水量以及生态和环境全方位的监测，为探寻城市水循环演变机理，应用海绵城市技术奠定

基础；另一方面是海绵城市技术的集成，通过对最小干预技术、生态防洪技术、人工湿地

净化技术、绿色海绵技术、生态系统服务仿生修复技术等基础技术的集成，在实现各分支

技术创新的同时，探讨各种情景下最优的海绵城市设计和解决方案。

副主任：张建云院士

张建云院士，男，1957年生，江苏省沛县人。中国工程院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

院士，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前院长。1982年毕业于华东水利

学院水文系，1996年获爱尔兰国立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专业博士学位。曾任水利部水文局

总工程师、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等职。现任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兼水利部大坝安全管

理中心主任，水利部应对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水文科学协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主

席，江苏省科协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世界气象组织水文长期咨询专家，教授级高工，博

士生导师，《水科学进展》、《水利水运工程学报》杂志主编。长期从事水文水资源、防

汛抗旱、气候变化影响、水利信息化等科研工作。在洪水预报理论研究及应用、气候变化

对水文水资源影响评估和适应对策、设计暴雨和设计洪水等方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共获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省部级特等奖3项、一等奖3项。出版专著6部、译

著1部、发表论文180余篇。先后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留学优秀回国人

员，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江苏省首批中青年首席科学家，江苏省

“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 学术委员会其他成员

８

姓　名

林学钰

傅伯杰

王　浩

王光谦

夏　军

胡春宏

倪晋仁

吴丰昌

程晓陶

荣誉称号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减灾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或专业

地下水模拟与信息技术

生态学

水文学及水资源

河流水动力学

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力学与河流动力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地球化学

水文学及水资源



3. 实验室主任、副主任

主任：徐宗学教授

徐宗学，教授，男，1962年出生，山东省淄博市人。1988年

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获工学博士学位，同年到清华大学水利系任

教。系北京师范大学首批“京师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

任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副主席、中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际

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IUGG）中国委员会委员，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水文计划（IHP）中国国家委员会

委员，全球水系统计划中国委员会（CNC-GWSP）委员，中国水利学会城市水利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生态水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风险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曾先后获得

教育部、水利部、中国工程院、环境保护部、北京师范大学等优秀研究成果奖和教育教学

成果奖等20余项，1997年荣获德国“洪堡”奖学金，2007年先后获得国际水文计划

（IHP）中国国家委员会“国际水文合作突出贡献奖”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科教部

（DEST）“Endeavour Executive Awards”，2010年获得中国工程院、环境保护部

“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先进个人”，2013年获得“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优秀科技奖”荣誉

称号。迄今为止，发表学术论文380余篇，被SCI/EI检索的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与教

材10余部。现担任《Wa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IJW)》、《DESERT》、《水利学报》、《水科学进展》、《水文》等杂志编委

及五十余种知名国际学术期刊的审稿专家。

常务副主任：鱼京善教授

鱼京善教授，男，1965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

学水科学研究院水文水资源系主任。主要从事水文/水资源、数字流

域研究。获教育部科学进步一、二等奖和水利部大禹奖多项，在国

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部，发明专利1项，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10余项。曾任日本SEA Corporation公司软件部主

任，所开发的侧扫声纳软件被美国海军使用。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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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孟庆义 教高

孟庆义，男，1964年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北京市水

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水利部5151人才工程部级人选，中国水

利学会城市水利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水工水力

学专委会委员、北京城市科学研究会常任理事、北京水利学会理

事，2008年度全国农林水利产（行）业劳动奖章、2011年度首都

劳动奖章获得者。主要从事水环境改善、生态流域治理等领域的技

术研究与咨询工作。

 副主任：薛燕 教高

薛燕，女，1964年11月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北京市水文

总站副总工。主要从事城市水文、水文情报预报、水文气象、防汛

抗旱等方面研究，参与水利行业标准《城市水文监测与评价分析技

术导则》及水利部水文局行业指导文件《加快推进城市水文工作的

指导意见》编写。主持和参加的项目多次获省部级及北京水务科技

进步奖。

副主任：张晓昕 教高

张晓昕，男，1973年4月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北京市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市政规划所所长。2008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

工程北京市级人选，目前兼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工程规划学术委员

会委员，北京消防协会理事。长期从事城市市政规划及相关领域的

研究工作，完成了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市政基础设施规划研

究、北京市节约用水规划研究（2006－2020年）、北京市城市雨

水系统规划设计标准研究、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地下管网空间布

局规划、北京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生态示范项目指南、北京市中

心城防洪防涝系统规划等多个重大项目，多次获得省部级优秀规划

奖，公开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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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室其他成员

姓  名

郝芳华

程红光

王会肖

王红瑞

李小雁

王红旗

丁爱中

滕彦国

杨胜天

豆俊峰

卞兆勇

章四龙

王圣瑞

付永硕

王国强

刘海军

胡立堂

左　锐

苏保林

彭定志

庞　博

岳卫峰

张淑荣

潘成忠

孙文超

左德鹏

孙寓姣

李　剑

郑　蕾

宋柳霆

翟远征

职称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级高工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性别

女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女

女

女

女

男

所属单位类别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研究方向或专业

水环境模拟

环境模拟与评价

生态水文过程

水资源系统分析

土壤水文过程

土壤修复

水生态修复

地球化学

水资源与水环境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水文水资源

湖泊富营养化研究

生态学

水环境模拟

土壤水文过程

地下水模拟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非点源污染模拟

水文过程模拟

城市水文过程模拟

水文地质

水生态评估与修复

河流动力学

水生态过程模拟

流域水文过程模拟

环境生物技术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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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张波涛

陈海洋

赵长森

郝增超

薛宝林

俞　淞

朱中凡

张　璇

娄和震

程莉蓉

杨　洁

朱　宜

杜　鹏

李　捷

何　佳

云　影

李占杰

李其军

陈建刚

潘兴瑶

黄炳彬

张书函

赵　飞

王培京

邸苏闯

郭敏丽

于　磊

杨默远

李永坤

王　军

韦明杰

魏保义

职称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讲  师

副教授

工程师

工程师

讲师

讲师

讲师

讲师

讲师

讲师

高级实验师

高级实验师

教授级高工

教授级高工

教授级高工

教授级高工

高级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教授级高工

高级工程师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女

女

女

男

女

女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所属单位类别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水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水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水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水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水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水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水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水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水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水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水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水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市城市规划研究院

北京市城市规划研究院

北京市城市规划研究院

研究方向或专业

环境分析化学

水土污染过程模拟

遥感水文

水文学及水资源

生态水文学

水文学与水资源

水力学与河流动力学

流域水资源管理

遥感水文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环境地球化学

土壤污染生物修复

环境地球化学

同位素水文学

环境地球化学

实验室管理

计算机

水环境

水土保持

水文水资源

水生态

水资源

水文水资源

环境工程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地下水工程

水文环境工程

水文水资源

水文水资源

给水排水

水文水利

水文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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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王　强

崔　硕

黄鹏飞

杨舒缓

刘子龙

赵　捷

叶　文

杜龙刚

白国营

吴玉梅

王亚娟

王材源

季明锋

刘晨阳

刘　波

程　震

高　强

潘晓军

赵　金

高俊斌

彭志刚

王宏伟

孟凡臣

孔雪林

郭　嘉

张　超

邓宇飞

李　蔷

邱倩影

职称

教授级高工

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工程师

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

教授级高工

教授级高工

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工程师

工程师

工程师

工程师

工程师

工程师

工程师

工程师

工程师

性别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女

女

所属单位类别

北京市城市规划研究院

北京市城市规划研究院

北京市城市规划研究院

北京市城市规划研究院

北京市城市规划研究院

北京市城市规划研究院

北京市城市规划研究院

北京市水文总站

北京市水文总站

北京市水文总站

北京市水文总站

北京市水文总站

北京市水文总站

北京市水文总站

北京市水文总站

北京市水文总站

北京市水文总站

中关村海绵城市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关村海绵城市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关村海绵城市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关村海绵城市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关村海绵城市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关村海绵城市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关村海绵城市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关村海绵城市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关村海绵城市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关村海绵城市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关村海绵城市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关村海绵城市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或专业

给水排水

给水排水

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文水利

给水排水

生态水文学

给排水

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环境及水生态

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文学及水资源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

工业设计

给水排水工程

环境工程

给水排水工程

水利工程

市政工程

农业水土工程

水文水资源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



四、教学与人才培养

1. 教学任务

依托城市水循环与海绵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以实验室成员为主体的水科学研究院

相关教师开展了水文水资源科学、流域科学与技术、水科学信息技术、生态学原理、水科

学数学基础等25门课程的教学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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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水文水资源科学

流域科学与技术

水科学信息技术

现代水文学

生态学原理

水科学数学基础

遥感水文学

生态水文学

水文模型

水质模型与模拟

水资源管理

高级环境流体力学（英文）

土壤水动力学

渗流理论

水污染化学

现代环境分析技术

高等环境学

环境分析技术与实验

现代水文地质学

应用水文地质学

地下水污染损害评估

核废物地质处置

地下水资源管理

环境科学与工程理论及实践

现代水文地球化学

授课对象

博/硕士生

博/硕士生

博/硕士生

博/硕士生

博/硕士生

博/硕士生

博/硕士生

博/硕士生

博/硕士生

博/硕士生

博/硕士生

博/硕士生

博/硕士生

博/硕士生

博/硕士生

博/硕士生

博/硕士生

博/硕士生

博/硕士生

博/硕士生

博/硕士生

博/硕士生

博/硕士生

博/硕士生

博/硕士生

任课教师

徐宗学、庞　博

鱼京善、孙文超

孙文超、鱼京善

徐宗学、彭定志

王会肖

王红瑞、朱中凡

王国强、薛宝林

杨胜天、赵长森

徐宗学、左德鹏

苏保林

赵长森

朱　宜、王国强

刘海军

陈海洋、胡立堂

丁爱中、卞兆勇

张波涛、杜　鹏

王红旗、张淑荣、李　剑

豆俊峰、王营营

王金生、胡立堂、左　锐

翟远征、杨　洁

李　捷、翟远征

左　锐、李　捷

岳卫峰

徐　建

滕彦国、翟远征

授课人数

61

16

55

14

26

13

36

31

12

3

14

58

8

5

9

10

42

12

26

19

12

6

14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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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生培养

1）研究生招生

（1）招收硕士研究生名单（2019年）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男

女

女

男

女

男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女

姓  名

陈首志

崔　健

崔黎壮

高泽坤

郭梦申

韩一凡

郝静波

郝　莹

胡小红

郏鹏鑫

姜　亚

李昕熹

梁雅琪

廖　雅

刘珈佑

刘俊芳

刘　鑫

刘　源

任哓红

苏　恒

王　丰

王佳刚

王京晶

王立波

导  师

付永硕

孙文超

庞　博

丁爱中

岳卫峰

翟远征

潘成忠

郝增超

左德鹏

赵长森

翟远征

郝芳华

彭定志

豆俊峰

李　剑

薛宝林

胡立堂

鱼京善

王会肖

徐宗学

王红瑞

郝芳华

徐宗学

王国强

专  业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四、教学与人才培养

1. 教学任务

依托城市水循环与海绵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以实验室成员为主体的水科学研究院

相关教师开展了水文水资源科学、流域科学与技术、水科学信息技术、生态学原理、水科

学数学基础等25门课程的教学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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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性别

男

男

女

女

男

女

男

女

女

男

女

女

女

女

女

男

女

女

姓  名

谢云东

徐东辉

杨　丽

曾　萌

张　军

张雅茹

张永鹏

章雨欣

赵　晓

郑能展

高晓慧

黄宇佳

王　雪

肖雅倩

徐　莹

张　昊

张雅静

邹　京

导  师

章四龙

王金生

刘海军

王红瑞

杨胜天

付永硕

朱中凡

陈海洋

左　锐

滕彦国

杨　洁

孙寓姣

郑　蕾

王红旗

李　剑

王圣瑞

卞兆勇

豆俊峰

专  业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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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生培养

1）研究生招生

（1）招收硕士研究生名单（2019年）

（2）招收博士研究生名单（2019年）

性别

男

男

男

女

男

女

女

女

男

男

女

女

男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女

男

女

男

姓  名

王纤阳

张洋意

李　鹏

王晓艳

叶陈雷

张苓荣

郭　颖

刘晓斐

吴枭雄

崔永生

周　灵

张晓婧

郭亚会

员东丹

唐晗昱

张文海

夏　梦

王　锴

王营营

孙康宁

芦　红

牛娟婷

刘　鸿

导  师

鱼京善

杨胜天

徐宗学

章四龙

徐宗学

郝芳华

王圣瑞

王圣瑞

王红旗

潘成忠

孙文超

王国强

付永硕

郑　蕾

卞兆勇

卞兆勇

豆俊峰

丁爱中

丁爱中

胡立堂

王金生

王金生

滕彦国

专  业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研究生毕业

（1）毕业硕士研究生名单（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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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姓  名

刘笑萌

石榕涛

杜青青

朱亚光

刘自力

倪鹏程

林元惠

景莉君

司傲男

王  茜

黄  莹

孟恺恺

高  翔

禚文婧

辛  欣

夏  梦

薛  栋

王荣芳

任梦丽

孔德康

汪啸宇

徐上崴

何璟嫕

温　馨

吴桐嘉

导  师

胡立堂

左　锐

翟远征

翟远征

王红旗

王金生

王金生

陈海洋

杨　洁

张波涛

滕彦国

岳卫峰

王金生

丁爱中

卞兆勇

豆俊峰

丁爱中

李　剑

郑　蕾

王红旗

潘成忠

孙寓姣

苏保林

张淑荣

潘成忠

                                        论文题目

海绵城市建设背景下济南泉域地下水水位和水量动态研究

胶体作用下Sr在花岗岩裂隙介质中的迁移行为研究

高NH4+-N废水排放对沙漠地下水水质的影响研究

某傍河水源地水流和水质对地表水-地下水相互作用的响应

表面活性剂下包气带降解菌W18对荧蒽降解特性与单细胞水平下代谢过

程研究

场地尺度地下水污染源快速识别与应用研究

典型材料对水中Sr(II)的吸附机制研究

流域抗生素环境归趋及风险防控策略研究 ——以潮白河流域为例

钒污染土壤的稳定化修复技术研究

磁性碳点催化剂活化过硫酸盐降解布洛芬研究

鲁塘尾矿库周边土壤重金属污染监测方案优化研究

河套灌区不同尺度地下水埋深时空变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LNAPL在非饱和带中迁移通量计算方法研究

燃煤电厂典型污染物在包气带中迁移规律与数值模拟研究

钴掺杂石墨相氮化碳的可见光催化降解诺氟沙星研究

复合镧改性蒙脱石除磷吸附剂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应用于黑臭水体的新型缓释氧材料制备及其释氧性能研究

酵母固定化技术检测环境水样甲状腺激素干扰效应的方法及应用

59种磷源对不同电子受体活性污泥微生态影响

不同表面活性剂体系下W18荧蒽去除及跨膜运输机理研究

再生水补给永定河（北京段）水质演变模拟实验

养殖场及周边环境中抗生素抗性基因分布和微生物群落研究

山区丘陵和平原河网地区农田径流污染负荷研究

官厅水库甾醇分布及其来源解析研究

草地恢复对浅沟侵蚀过程影响试验研究



（2）毕业博士研究生名单（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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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姓  名

尹文杰

胡　斌

袁　静

王明铭

陆春雷

孔东东

季宁宁

刘麟菲

杨　艳

刘月峤

初　祁

黄一凡

导  师

滕彦国

滕彦国

豆俊峰

丁爱中

丁爱中

李　剑

王圣瑞

徐宗学

王红旗

丁爱中

徐宗学

王金生

论文题目

基于GRACE卫星数据的中国北方地下水储量变化研究

基于硅同位素掺杂法的硅酸盐矿物近平衡区水解速率测定及反应动力学

机制研究

聚丙烯腈基三维多孔吸油材料的制备及其应用研究

基于生物炭控制沉积物-水系统重金属扩散及稳定研究

典型地下水源地硝酸盐污染溯源与预警研究

典型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经受体介导的甲状腺激素干扰致毒机理研究

洱海颗粒物有机磷生物有效性及对水体磷补给机制

基于水生态功能分区的济南市主要水体水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土壤苯并[a]芘污染微生物修复中节杆菌降解能力退化及恢复机理研究

地下水位波动带石油烷烃生物降解典型影响因子研究

基于数值降水预报的北京典型区域城市暴雨内涝模拟研究

基于多目标的东洞庭湖动态生态水位研究

序号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姓  名

张　荣

刘淑曼

韩先明

范　娇

王　伟

秦道清

余富强

张园园

董宇轩

刘江涛

徐伟铭

导  师

徐宗学

王国强

左德鹏

孙文超

王国强

王红瑞

鱼京善

王红瑞

王会肖

徐宗学

鱼京善

                                        论文题目

济南市锦绣川水库流域非点源污染模拟和关键源区识别

黑河下游额济纳绿洲生态需水量研究

雅鲁藏布江流域下垫面演变及其对径流的影响

基于分布式水文模型BTOPMC的雅鲁藏布江流域水文过程对气候变化

的响应研究

基于改进非点源输出系数模型对山东省区域总氮流失负荷模拟及水质预

测研究

北京地区土壤湿度反演及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基于三维水动力模型FLOW-3D的桥梁壅水数值模拟

基于云模型的水与能源保障风险研究

横断山生态水文要素时空演变特征及生态阈值调控研究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雅鲁藏布江流域 融雪径流模拟研究

基于神经网络的用水模拟研究



五、科研项目

1. 在研科研项目

1）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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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负责人

郝芳华

王国强

苏保林

                    项目名称

国家水环境监测监控及流域水环境大数据
平台构建关键技术研究项目

国家流域水环境管理大数据平台关键技术
研究

流域控制单元水质目标管理技术集成

类别

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

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

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

经费
(万元)

7075

2126

60

起止时间

2017-2020

2017-2020

2017-202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负责人

鱼京善

岳卫峰

庞　博

王会肖

刘海军

徐宗学

左德鹏

彭定志

孙文超

                    项目名称

全国水资源承载力大数据平台构建

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基础理论与机理

水资源整体管控技术与策略研究

东北粮食主产区水-能源-粮食协同安全适
配性与风险评估

粮食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模式研究与应用

变化环境下城市暴雨洪涝灾害成因

城市洪涝模拟仿真与预警预报

城市洪涝防治决策支持平台与集成示范

白洋淀上游河流补水量质综合保障

类别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经费
(万元)

281

35

93

69

91

368

59

57

271

起止时间

2016-2019

2016-2019

2017-2019

2017-2020

2017-2020

2018-2020

2018-2020

2018-2020

2018-2021



21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序号

4

5

负责人

陈海洋

郑　蕾

                    项目名称

典型污染物溯源技术体系研究

基于再生水的“高标准、高品质”水景观
构建与水生态维系技术研究和工程示范

类别

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

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

经费
(万元)

150

203

起止时间

2017-2020

2017-202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负责人

徐宗学

徐宗学

王会肖

鱼京善

杨胜天

王红瑞

王国强

王国强

孙文超

彭定志

庞　博

丁爱中

王金生

                    项目名称

变化环境下的雅鲁藏布江流域径流响应与
水文过程演变机理研究

济南市城市暴雨洪涝灾害致灾机理分析与
风险评价

气候变化非稳态下的区域农业干旱模拟与
作物产量影响评估

草地植被根系对土壤水文特性的影响机理
及其光谱学特征研究

艾比湖稀缺资料流域水文变化分析与水资
源利用安全范式

水资源-能源纽带关系与保障风险综合模型
体系与应用

山区洪水过程模拟的宏观本构关系研究

气候变化驱动下呼伦湖流域植被变化对关
键水文过程控制机理研究

基于多源遥感信息的缺资料流域水文模型
参数率定研究

变化环境下拉萨河流域水文过程演变机理
研究

基于宏观水文本构关系的城市下垫面降水
产流物理机制研究

地下水位波动带石油烃污染微生态变化特
征与生物修复机制研究

地下水位恢复对水质的影响过程与机理研
究

类别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经费
(万元)

325

74

71

71

332.96

60

74

60

79

71

60

67

305

起止时间

2016-2020

2015-2019

2017-2021

2017-2021

2017-2020

2018-2022

2016-2020

2018-2022

2016-2020

2017-2021

2018-2022

2016-2020

2018-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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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负责人

王红旗

潘成忠

孙寓姣

左　锐

豆俊峰

豆俊峰

胡立堂

胡立堂

岳卫峰

滕彦国

左　锐

翟远征

朱　宜

娄和震

董亚冬

卞兆勇

薛宝林

                    项目名称

包气带微生物跨膜运输多环芳烃的动态过
程及膜蛋白功能调控研究

黄土丘陵沟壑区退耕植被对坡沟系统侵蚀
产沙的阻控机制与定量评估

石化污染土壤中原位降解功能微生物磁纳
米识别及强化修复技术研究

花岗岩裂隙填充物胶体作用于核素Sr的化
学形态变化及其吸附迁移机制研究

修复海洋溢油污染的吸附-生物降解技术
应用基础研究

放射性核素铯污染土壤提取-吸附处理技
术应用基础研究

基于GRACE和GRACEFollow-On卫星
的区域地下水模拟仿真技术研究

地球重力卫星反演地下水储量数据的降尺
度方法研究

干旱灌区水盐运移的尺度效应与多尺度耦
合模型

岸滤系统氧化还原作用对地下水中钒形态
变化的影响机理

强非均质场地石油烃类污染物包气带—地
下水界面通量研究

傍河水源地的水动力过程和水质作用机理
及其对开采条件的响应

有氧/厌氧环境下一株多环芳烃降解菌株降
解机理的对比研究及其降解效能的优化

三江平原高强度农业开发情形下土壤残留
磷估算及其风险评价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高分辨率聚集指数产
品生成算法及其尺度效应研究

介孔铋系可见光催化材料晶面调控和改性
对高效去除水中低浓度典型药物类污染物
的作用研究

基于激光雷达的生态模型参数优化

类别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经费
(万元)

95

75

74

77

74

60

73

62

60

62

61

62

25

26.5

25

65

62

起止时间

2017-2021

2017-2021

2016-2020

2016-2020

2015-2019

2018-2022

2015-2019

2018-2022

2018-2022

2018-2022

2018-2022

2018-2022

2018-2021

2018-2021

2018-2021

2018-2022

201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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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委及地方重要项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负责人

丁爱中

章四龙

王国强

王国强

王国强

王圣瑞

王圣瑞

赵长森

陈海洋

卞兆勇

俞　淞

付永硕

卞兆勇

豆俊峰

朱　宜

                    项目名称

永定河流域生态修复的基础科学研究

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水污染监测
与防控及取水口突发事件快速处理方案
关键技术研究

生态导向发展模式下的典型城镇水环境
保护规划指标体系研究

山东省美丽乡村建设与政策研究

南四胡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研究

滇池环境综合治理与质量提升工作方案
技术咨询

洱海沉积物调查及沉积物治理研究

北京市面源污染估算与分析

基于受体模型的潮白河流域抗生素来源
解析研究

高盐水COD去除复合催化氧化技术研发

山区湖库水环境容量对降雨的响应机制
研究—以北京雁栖湖为例

气候变化植被响应与水循环过程研究

永定河流域大量补给再生水的河湖生态
环境效应研究

利用厌氧消化污泥制砖的工艺技术研究

典型区域水环境承载状态划分阈值研究

类别

北京市自然
科学基金

广东省水利电力
勘测设计研究院

山东省环境
规划研究院

山东省环境
规划研究院

山东省环境
规划研究院

中交生态环保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大理白族自治州
洱海流域保护局

北京市水文总站

北京市自然
科学基金

北京万邦达环保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自然
科学基金

校级

北京市自然
科学基金

北京陆洋丰城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环境
科学研究院

经费
(万元)

100

60

30

90

98

50

54

48

20

120

10

45

20

58

20

起止时间

2017-2020

2018-2019

2018-2019

2018-2019

2018-2019

2018-2020

2018-2020

2018-2019

2017-2019

2017-2022

2018-2019

2018-2020

2018-2020

2018-2021

2018-2019



24

2. 新增科研项目

1）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部委及地方重要项目

序号

1

负责人

王金生

                    项目名称

场地污染物监测筛选技术研究

类别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经费
(万元)

50

起止时间

2018-2022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负责人

滕彦国

王金生

杨胜天

左　锐

左　锐

庞　博

翟远征

朱　宜

                    项目名称

岸滤系统氧化还原作用对地下水中钒形态
变化的影响机理

地下水位恢复对水质的影响过程与机理研
究（41831283）

喀斯特生物多样性形成和维持的钙依赖机
制及其应用基础（课题一：喀斯特生物多
样性发生的水钙耦合环境变异基础）

强非均质场地石油烃类污染物包气带—地
下水界面通量研究

地下水位恢复对氨氮组分浸出的水质叠加
效应

基于宏观水文本构关系的城市下垫面产流
物理机制研究

傍河水源地的水动力过程和水质作用机理
及其对开采条件的响应

有氧/厌氧环境下一株多环芳烃降解菌株降
解机理的对比研究及其降解效能的优化

类别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经费
(万元)

62

305

400

61

60

60

62

29.8

起止时间

2019-2022

2019-2023

2019-2023

2019~2022

2019~2023

2019-2022

2019~2022

2019~2021

序号

1

2

负责人

鱼京善

鱼京善

                    项目名称

宜昌市东风渠灌区现代化灌区改造规划

北京市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

类别

宜昌市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经费
(万元)

79

507

起止时间

201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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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负责人

赵长森

赵长森

王国强

王国强

孙文超

孙文超

翟远征

翟远征

翟远征

左　锐

左　锐

薛宝林

薛宝林

张淑荣

杨　洁

何　佳

李　捷

李　捷

黄鹏飞

                    项目名称

贵阳市河湖大数据管理信息系统运营项目

贵阳市河湖大数据管理信息系统运营项目

山东省泰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泰山水系(大汶河、东平湖流域)
水生态环境调查与评估

龙口市高质量发展战略环评

典型流域不同水文条件下污染负荷变化研
究

云南省昭通市“三线一单”编制

黑臭水体水下机器人监管技术

水体和土壤化学、同位素和生物检测和技
术成果提升研究

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分技术研究

山东省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和污染防
治对策研究

核电厂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体系研究国内
外相关资料调研

威海市流域生态环境状况调查评估与对策
建议报告编制

澜沧江-湄公河六国灾害体制机制研究

北京市再生水补水河湖藻类水华风险评估

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典型案例分析

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度与法律案例分析

北京降水同位素变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指
示

基于氘氧同位素的北京降水-包气带-地
下水补给机制研究

城市排水标准评估及建议

类别

贵阳市

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

泰山市
生态环境局

龙口市
生态环境局

生态环境部
环境规划院

云南省昭通市
环保局

中国环境
科学研究院

中国地质科学院

生态环境部
环境规划院

山东省财政

中国核电
工程有限公司

威海市
生态环境局

民政部减灾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

生态环境部环境应
急与事故调查中心

山东省生态
环境规划院

国际原子能机构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市财政课题

经费
(万元)

94.45

108

474.86

340

20

94

15

80

10

25

36

265

40

30

20

20

9.6

10

45

起止时间

2019-2021

2019-2021

2019-2020

2019-2020

2019

2019-2020

2019

2019

2019

2019-2020

2019

2019-2020

2019

2019-2021

2019-2020

2019

2019-2023

2019-2021

2019



六、教学与科研成果

1. 教学成果

1）教学成果奖

2）专著

（1）王红旗，王国强，田雅楠，王会肖，王红瑞著，《中国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评

价》，科学出版社，2019年

（2）王红旗，王国强，顾琦玮，王会肖，宋静著，《中国重要生态功能区资源环境承

载力评价理论与方法》，科学出版社，2019年

2. 科研成果

1）科研成果奖

26

获奖人

刘海军

时间

2019.01

获奖等级

优秀奖

获奖名称

北京师范大学优质研究生课程

序号

1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时间

2019.03

2019.10

2019

2019.11

2019.03

2019.01

2019

2019

2019

获奖人

滕彦国

杨胜天

杨胜天

王国强

徐争启

王夏晖

张晓昕等

王强等

付征垚等

获奖等级

二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获奖名称

矿山重金属污染形成机制与环境
评价关键技术

贵州省自然科学奖

山地生态脆弱区生态水文机理与
数字模拟

流域水系统资源-环境-生态协同
承载力测度方法与提升技术

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

北京市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2016年-2035年）

首都功能核心区排水系统有机更
新专项规划

北京城市副中心防洪防涝规划

获奖等级

四川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政府

教育部

四川省人民政府

环境保护科学技术
奖励办公室

北京城市规划学会

北京城市规划学会

北京城市规划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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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利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授权时间

2019.05

2019.06

2019.07

2019.05

2019.04

2019.07

2019.03

2019.05

2019.03

2019.05

2019.11

2019.06

2019.08

2018.01

2019.08

2019.07

2019.10

授权人

鱼京善

王国强

王国强

王国强

王国强

王国强

王国强

翟远征

翟远征

翟远征

左锐

卞兆勇

卞兆勇

豆俊峰

杨默远等

杨默远等

杨默远等

                  专利名称

一种水环境垂直监测系统及一种水环境
垂直监测方法

一种确定气象数据融合评价指标的方法

一种基于遥感水面河宽的水文模型校正
方法

基于室外降雨模拟和室内土壤测试的土
壤理化演变分析方法

基于室外降雨模拟和室内土壤测试的土
壤侵蚀特性分析方法

基于消落带土壤重金属的化学形态特征
分析方法

基于消落带土壤重金属的土壤参数高光
谱反演方法

基于DNAPL溶解速率的DNAPL与水相
界面面积测定方法

一种DNAPL与水相界面面积测定方法

一种重非水相液体与水相界面面积影因
素分析方法

一种傍河水源地优化布井方法

一种可控的石墨烯负载廉价IB-VIIIB族
双金属纳米颗粒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

一种用于氯酚类污染物电化学检测的双
金属负载石墨烯催化剂的制备方法

基于示差脉冲伏安法和三电极传感器快
速测定铜的方法

一种简易土壤入渗速率测定装置

一种适用于有限空间的流量监测装置

一种通用型截污挂篮

授权号

ZL 201810639522.4

ZL201810975585.7

ZL201810975589.5

ZL201711064109.1

ZL201711063519.4

ZL201711063561.6

ZL201711063518.X

ZL201610323572.2

ZL201610323508.4

ZL201610325647.0

CN 106874560 B

ZL 201710156411.3

ZL 201710324654.3

ZL201210595247.3

201821806519.9

201821859705.9

201822080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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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软件著作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授权时间

2019.03

2019.03

2019.03

2019.03

2019.03

2019.03

2019.05

2019.05

2019.06

2019.06

2019.06

2019.06

2019.06

2019.08

2019.01

2019.03

授权人

王国强

王国强

王国强

王国强

王国强

李占杰

鱼京善

鱼京善

王国强

王国强

王国强

王国强

王国强

娄和震

孙文超

李占杰

软件著作权名称

国家流域水环境管理大数据接入管理系统

国家流域水环境管理大数据资源目录管理
系统

国家流域水环境管理空间数据展示系统

国家流域水环境管理水文模型集成分析
系统

国家流域水环境管理水质分析与监管系统

水资源配置工程水库水质预警系统V1.0

基于GIS的四级区水资源模拟与管理系统
V1.0

基于神经网络的用水量模拟系统V1.0

国家流域水环境大数据平台存储与应用展
示系统

国家流域水环境污染成因分析系统

国家流域水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系统

国家流域水环境大数据挖掘与统计分析
系统

国家流域水环境质量目标绩效考核系统

基于遥感的多方法河道流量计算系统

基于遥感河宽信息的流域分布式水文模型
参数自动率定与模拟不确定性分析软件V1.0

饮用水源地安全达标建设评估系统V1.0

登记号/授权号

2019SR0208879

2019SR0209090

2019SR0209084

2019SR0209125

2019SR0209109

2019SR0220625

2019SR0433456

2019SR0433559

2019SR0648543

2019SR0646054

2019SR0646018

2019SR0654036

2019SR0664927

2019SR0873506

2019SR1073457

2019SR0207561



七、年度标志性科研项目和成果

1、标志性科研项目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变化环境下的雅鲁藏布江流域径流响

应与水文过程演变机理研究”进展顺利

“变化环境下的雅鲁藏布江流域径流响应与水文过程演变机理研究”是徐宗学教授作

为项目负责人于2017年申请获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支持项目，项目以雅鲁藏布江流

域为研究对象，结合地面观测数据、卫星遥感资料和统计降尺度输出结果，研究多源数据

融合技术，解决缺资料流域水文模拟的技术难题；分析研究区径流演变特征，辨识径流演

变关键影响因子，厘清径流补给来源及其时空分布特征；基于多元遥感数据，分析研究区

下垫面演变规律，构建陆地生态系统模型，揭示植被生态系统动态演变机理；结合野外试

验观测数据，研究雅鲁藏布江典型流域高寒地区复杂下垫面条件下的产汇流机理，构建考

虑融雪径流和冻土的分布式生态水文模型，实现水循环过程和植被动态过程的双向耦合，

辨析雅鲁藏布江流域水文过程和生态过程演变规律，揭示变化环境下雅鲁藏布江流域径流

响应与水文过程演变机理，为西藏地区水资源管理、生态恢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理论

依据和科技支撑。截至目前，已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其中SCI论文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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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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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变化环境下城市暴雨洪涝灾害成因”顺利

通过中期考核

2019年8月17-18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重点专项

“城市洪涝监测预警预报与应急响应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项目中期检查会议在南京召

开。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徐宗学教授向专家组汇报了课题“变化环境下城市暴雨洪

涝灾害成因”的进展情况及取得成果。课题在机理分析、论文发表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均达

到了任务书中规定的中期各项考核指标，经专家组质询和讨论，一致同意课题通过中期考

核。

“变化环境下城市暴雨洪涝灾害成因”课题紧密围绕城市防洪排涝安全的科学问题，

深入开展典型城市（北京、济南、深圳、成都）暴雨特性及其演变规律、城市化对流域产

汇流机制的影响、城市洪涝成因及其驱动机制和城市洪涝承载体脆弱性的研究。课题已完

成4座典型城市暴雨强度公式估算及长、短历时雨型估算，初步完成了全国暴雨日数的时空

变化规律分析，以及小时降雨量大于等于20毫米频数的时空分布规律分析；完成北京、济

南、深圳降水时空分布特征和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分析，初步完成典型流域城市

化对产汇流机理的影响研究；完成北京市城市洪涝成因及驱动影响分析，初步完成了济南

市和深圳市的城市洪涝调查与数据分析；完成人体洪水危险性评价函数和车辆失稳曲线研

究。截至目前，课题已发表学术论文15篇，其中SCI论文7篇，EI论文3篇，获得软件著作

权1项，圆满完成了课题中期考核任务。



3）“泰山水系水生态环境调查与评估”项目顺利立项

6 月 13 日下午，生态环境部、清华大学、山东建筑大学等部门、高校的专家，对北京

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王国强教授承担的“山东省泰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

程─泰山水系生态环境调查与评估”项目实施方案进行了评审。现场通过了国家第二批山

水林田湖草试点项目立项评审。该项目以大汶河—东平湖生态区以水生态环境和矿山生态

环境修复、保护以及土地保护为主。研究区具有山脉众多、林业资源丰富、人均耕地较

少、河湖分布广泛等特点，区域内生态要素众多且复杂，形成山、水、林、田等相互影

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生态格局，其中水作为生态系统中最为活跃的生态因子，加之

泰安境内的东平湖作为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的重要枢纽，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供水水质

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成为生态系统修复治理的核心因素。因此，在泰山区域进行山-

水-林-田等复合生态环境调查的基础上，开展陆域（山林）生态系统功能评估、区域水资

源、水环境评价、水生态环境模拟和安全评估工作，进行泰山区域复合生态系统承载力评

估以及“山水林田湖草”水污染防治工程的绩效评估工作，对于指导试点工程的实施，以

及评估试点工程在整体生态系统改善和生物多样性恢复等所产生的生态环境效益等方面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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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京市海绵城市试点区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

海绵城市建设是城市发展理念的一种转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海绵城市建设。

为科学有效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国家先后发布《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

系统构建（试行）》、《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指标（试行）》、《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与《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技术

指南及政策文件。同时，为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海绵城市建设试

点工作，2016年4月北京市成功申报为全国第二批海绵城市试点城市，试点区位于北京城

市副中心。为落实国家关于试点区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的政策要求，更好地支撑北京市海绵

城市试点区海绵城市建设，在通州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分局组织下，北京市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开展了“北京市海绵城市试点区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

本次规划依据《北京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对通州区海绵城市建设要求，遵循城市规

划发展定位，摸清家底、辨识问题，制定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及指标体系，构建内涝风险评

估及水环境评估模型，结合典型案例分析及面源污染控制研究，建成区以问题为导向，新

建区以目标为导向，形成海绵城市分区管控及工程系统规划，完善规划衔接及实施保障，

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扎实的技术支撑，指导通州区海绵城市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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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绵城市试点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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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北规院城市排水标准评估及建议

为了评估城市排水标准变化以及海绵城市建设对排水系统规划设计标准的影响，北京

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申请了2019年度北京市财政课题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在评估北京市

排水标准的基础上，调研了国内外海绵城市建设的径流控制效果，结合自然地理条件，考

虑不同建筑与小区类型、建设方式和设施维护情况，利用数值模型模拟分析了海绵城市设

施对不同重现期设计降雨的径流控制效果，评估了海绵城市建设对雨水管渠工程规模的影

响，并评估径流控制目标对建筑与小区布局的影响。研究结论对于更好发挥海绵城市作

用、合理确定雨水管渠规划设计及海绵城市相关标准、引导建筑小区合理开发建设具有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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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北京市水科院城市排水分区多层级雨水径流污染控制集成关键技术

分别针对城市雨水径流污染的形成、传输和排放过程进行单项技术研发：①在城市雨

水径流污染形成过程中，以场地开发水文过程影响最小化为目标，研发基于源头初雨分

流、促渗减排和滞蓄调节的雨水径流调控技术，包括屋顶滞蓄排放、结构透水铺装和倒置

生物滞留等技术；②在超标径流污染物传输过程中，综合管网及其附属调蓄设施等过程控

制手段，研发基于水力旋流控排、截流控污、过滤净化等原理的雨水径流调节与截污净化

技术集成方法，包括多功能雨水口、高镂空渗透和管通用型截污挂篮等技术；③在径流污

染外排过程中，利用局地汇水分区出口、地块小区排口、排水分区末端等重要节点，研究

以集中入渗、多功能调蓄、生态净化等为目标的技术方案，包括辐射井强化入渗、延时调

节塘和调蓄池智能控制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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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北京市水科院城市雨水径流污染过程精细化水量水质监测-评价-管

控关键技术

研发适用于排水管网复杂条件的测流井构建技术和管网径流在体监测传感器，编制城

市雨水管渠流量监测规程。布设包含设施、小区、排水分区等不同尺度监测对象的城市雨

水径流污染监测站网。构建海绵城市综合评价技术体系，具体包括指标体系、测取方法、

评价标准、评价方法等内容，并形成北京地方标准。在科学开展监测评价的基础上，结合

北京现行水影响评价制度，落实基于海绵城市建设的面源污染管控要求，编制海绵城市建

设运营模式、管理技术指南、运营养护制度、绩效考核与奖惩制度等非工程技术文件，完

善海绵城市综合管控机制，并得到地方政府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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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志性成果

1）珠海河长制信息平台顺利上线

1月20日，珠海市河长制信息化平台上线仪式在北师大珠海分校国际交流中心召开。

中国工程院张建云院士，北京师范大学郝芳华副校长、王守军副校长，我院章四龙院长，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党委耿向东书记，珠海市人民政府周锡川副秘书长，珠海市水务局

贺军局长出席上线仪式。参加仪式的还有珠海市、区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及我院20余位教

师。会议由珠海市水务局党组谢义维书记主持。

在与会领导嘉宾的共同见证下，

珠海市河长制信息化平台正式启动上

线。周锡川副秘书长、贺军局长分别

代表珠海市政府和珠海市水务局致

辞，章四龙院长介绍了河长制信息化

平台的研发情况和核心功能，珠海市

河长制办公室相关人员现场展示了平

台使用情况并与师生实时互动。

珠海河长制信息平台的启动上线，是北师大和珠海市政府校地合作的又一标志性成

果。该平台以河长制管理模式为核心，结合“互联网+”技术，实现协同办公、信息共享、

组织调度、专题支持、移动监管等管理目标，实现珠海市各涉水部门相关信息共享，并将

日常巡管、问题督办、情况通

报、责任落实等纳入信息一体

化管理，实现“挂图作战”、

系统治水。其上线将提升珠海

市河长制管理工作信息化、智

能化水平，增强各级河长的治

水管水能力，推进珠海市水环

境综合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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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域水系统资源-环境-生态协同承载力测度方法与提升技术”项

目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王国强教授负责的“流域水系统资源-环境-生态协同承载

力测度方法与提升技术”项目荣获2019年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 科学技

术进步二等奖。该成果以流域为基本研究单元，提出流域水系统资源-环境-生态协同承载

力，通过对水系统内资源、环境和生态间的协同互馈机制的研究，提出了协同承载力的测

度方法和提升技术。研发了水文-水质-水动力多模集合系统、一体化模拟平台、空天地一

体化水质检测系统和水生态修复技术，并对其进行系统整合、协同运行、实时反馈等技术

提升，提高了对流域综合管理决策的支撑能力及区域协同发展水平。研究成果在全国进行

了广泛应用及验证，全方位支撑“全国水安全战略规划”出台（水利部）、“国家水十条

计划”（生态环境部）等工作的开展落实，并得到海河、淮河、松辽水利委员会及山东、

内蒙等省市17家单位的高度认可。同时，项目整体理论和技术创新性得到了国内外著名专

家高度认可，并经国家科技查新机构检索及水利学会科技成果鉴定认为该成果总体达到国

内外优秀水平。

3）“阿克塞苏干湖盆地大小苏干湖补水途径与同位素示踪研究”项目

取得系列成果

2019年9月21日至22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胡立堂教授承担的清华大学和

甘肃省党河流域管理局委托的“阿克塞苏干湖盆地大小苏干湖补水途径与同位素示踪研

究”项目进行了项目中期成果验收。本论文在资料调研分析、补充水文地质试验和数值模

拟基础上，运用水化学、同位素、水位动态和地下水数值模拟等手段阐述了盆地地下水运

动和地下水与河湖的关系特征，

研究了“引哈济党”调水工程不

同调水规模下对地下水位及湖泊

和泉流量影响。该成果对于国务

院2011年批准的《敦煌水资源合

理 利 用 与 生 态 保 护 综 合 规 划

（2011-2020）》中“引哈济

党”工程项目可行性论证提供了

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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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院落海绵示范改造初现成效 

由北京市水科学研究院、中关村海绵

城市工程研究院和北京泰宁科创雨水利用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完成的水科院院

落海绵改造项目，作为十三五水专项课题

“北京市海绵城市建设关键技术与管理机

制研究和示范”示范项目，于2018年11月

竣工。项目中采用了一下几点设计方式，

为十三五水专项“多层级雨水径流综合调

控海绵城市建设技术” 提供研究数据支持。其主要特点包括：

（1）多样化的透水铺装形式，将院内海绵城市示范与试验研究有机结合；

（2）透水层内布设渗透管，利用渗透层本身的过滤功能，收集较为清洁的雨水，储存

至模块式雨水收集池，用于院内洗车、绿化、冲洗路面等；

（3）采用了细石无砂混凝土替代干硬砂浆作为找平层，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透水铺装的

透水性能；

（4）项目区设置了雨水渗透性能试验监测区、预埋了土壤水分监测探头，为科研提供

可靠数据。

2019年3月北京第一场降雨，雨量较小，地面未形成明显径流，但雨水通过设置在透

水铺装下的渗透收集管，缓缓的流入了雨水收集池。本项目改造时未设置雨水口和雨水管

道，通过海绵改造可实现2年一遇24小时雨水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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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兴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完成中期成果专家咨询会

2019年3月21日，北规院咨询公司组织召开

了《大兴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中期成果专家咨询

会，规自委大兴分局代表参加了会议。专家组听取

了项目编制单位的汇报，经过质询和讨论，形成咨

询意见如下：

第一，本规划以《北京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大兴分区规划（2017年-2035年）》为指导，调研和梳理了大兴区海绵城市建设现状及

存在问题，基本完成了规划总体目标与指标体系、格局与分区策略、城市建设区管控单元

划分与指标分解、海绵城市系统规划、近期建设规划及规划实施保障等规划内容。

第二，本规划基础资料翔实，内容全面，方法和技术路线正确，符合住建部印发的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暂行规定》和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区域海

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已为分区规划提供了支撑，达到了中期成果要求。

第三，建议编制单位根据各位专家的修改意见进一步完善规划成果。

6）《城市雨水管渠流量监测规程》完成专家咨询

在北京市水文总站承担的水专项项目推进过程

中，项目组经过长期实践与积累，总结出适应于城

市雨水管渠的监测经验与方法，如针对雨水排水的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外排径流过程监测，实施

雨水控制利用措施效果评估的径流监测，适用于各

类雨水管涵和沟渠的流量监测。为将这些经验广泛

应用于北京市城市雨水管渠流量监测工作中，项目组编纂了《城市雨水管渠流量监测规

程》。

2019年4月2日上午，项目组邀请业内知名专家对《城市雨水管渠流量监测规程》进行

咨询。专家组肯定了《规程》的前瞻性和指导意义，从专业角度出发提出修改意见，并对

全文条款逐一进行推敲，使其更加科学、严谨、规范。

根据专家组意见，项目组将对《城市雨水管渠流量监测规程》进行修改完善，定稿

后，按照流程逐步推进地方标准申报工作。



4）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院落海绵示范改造初现成效 

由北京市水科学研究院、中关村海绵

城市工程研究院和北京泰宁科创雨水利用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完成的水科院院

落海绵改造项目，作为十三五水专项课题

“北京市海绵城市建设关键技术与管理机

制研究和示范”示范项目，于2018年11月

竣工。项目中采用了一下几点设计方式，

为十三五水专项“多层级雨水径流综合调

控海绵城市建设技术” 提供研究数据支持。其主要特点包括：

（1）多样化的透水铺装形式，将院内海绵城市示范与试验研究有机结合；

（2）透水层内布设渗透管，利用渗透层本身的过滤功能，收集较为清洁的雨水，储存

至模块式雨水收集池，用于院内洗车、绿化、冲洗路面等；

（3）采用了细石无砂混凝土替代干硬砂浆作为找平层，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透水铺装的

透水性能；

（4）项目区设置了雨水渗透性能试验监测区、预埋了土壤水分监测探头，为科研提供

可靠数据。

2019年3月北京第一场降雨，雨量较小，地面未形成明显径流，但雨水通过设置在透

水铺装下的渗透收集管，缓缓的流入了雨水收集池。本项目改造时未设置雨水口和雨水管

道，通过海绵改造可实现2年一遇24小时雨水不外排。 

7）北规院进行天通苑地区雨污分流改造规划

2018年6月7日，北京市市委书记蔡奇深入调研回天地区，强调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以落实行动计划为抓手，将补齐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短板为重点，努力打造回

天美好幸福新家园。2018年7月2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优化提升回龙观天通

苑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其中明确要求2019年启

动回天地区雨污分流改造工作。

接到市规自委的任务，并受市排水集团委

托，市政所于2018年底开展回天地区雨污分流

改造规划方案研究工作。经过为期2个多月的

现场踏勘、调研，摸清了现状情况和存在问

题。回龙观地区雨污分流管道一直按规划方案

实施，现状基础条件好，主要存在系统建设不

健全以及支管错接、混接管理问题；天通苑地区排水管道未按规划建设，约90%地区现状

雨水、污水通过一根管道合流排水，造成排水管道能力偏低，下游河道和主干管顶托，去

年发生了14处严重积水，影响了居民正常出行。由于建成区地下管线建设不规范、错综复

杂，天通苑地区雨污分流改造规划是本次回天行动计划的难点和重点所在。

结合地下管线勘测资料，市政所对天

通苑地区市政道路现状雨污合流管道进行

梳理和评估，对下游河道排放口进行分

析，总结每一处积水点发生原因，并与北

京市政设计总院一起对天通苑20多个大型

居住区内部合流管道和接出支管开展摸

查。在充分现状调查基础上，结合三年行动计划交通道路改造计划，制定了天通苑地区雨

污分流改造3个系统方案，从方案的可行性、经济性和实效性等多方面进行比较。在4月25

日，市政所邀请了中规院、市政设计院、城建设计院、北工大、排水集团等相关单位的专

家、总工对多方案进行深入研讨与咨询，最终形成了统一意见，同意市政所推荐的小区外

新建污水系统，小区内新建雨水系统的分流改造规划方案，并对实施过渡期提出了建议。

通过前期大量实地调研和专家咨询，市政所已经初步确定天通苑地区雨污分流改造规

划方案。下一步将对居住区80余个污水接出口进行详细测绘和分类，提出居住区外大市政

管道改造与居住区内小市政管道改造的衔接整改方案，统筹制定近期改造实施计划，逐步

减少和解决困扰居民的积水内涝和合流污水溢流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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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城市（道路）径流污染控制及处理方式》通过专家论证会

随着北京市水环境规划管理工作的深入，雨水径流污染的控制和处理问题日益凸显，

为研究政策、规划、设计和运营相关问题，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组织市生态环境

局、北京市政总院、北京排水集团、北京水科院和北京建筑大学相关专家对“城市（道

路）径流污染控制及处理方式”进行了专题论证。

经过专家交流讨论，形成意见如下：目前城市径流污染已成为水环境污染的重要因

素，开展径流污染控制和处理是必要的。雨水径流污染应在源头采取生态处理措施控制，

主要方式可包括生物滞留设施、延时调节塘等。不具备源头生态处理条件的项目，可在雨

水管渠系统中进行截流、调蓄，采取生态或工程措施进行处理。道路红线内及两侧绿地应

具有道路雨水径流污染控制功能，植物选择及土壤配置应满足雨水径流污染控制要求。同

时建议，对于承担合流制溢流污染及雨水径流污染控制的污水处理厂不同工况下的出水水

质标准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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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试验基地和实验室分室建设

1.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试验基地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北京东南大兴亦庄地区，是北京市享受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双重优惠政策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地处北京南部

平原地区，地势低、内涝风险高，如何解决雨水消纳、破解城市防洪功能“先天不足”问

题是一道必须攻克的难题。开发区从2004年雨水利用规划到低影响开发再到海绵城市建

设，一直致力于雨水综合利用与完善城市功能相结合，陆续建设了博大公园、X35地块、

路东蓄滞洪区等3个大型海绵城市工程，蓄水能力共计100万m�。经过多年努力和当地多

次高强度降雨的考验，开发区海绵城市建设已形成规模，城市消纳雨水的能力极大提高。

2018年已建成7个公共空间类海绵城市项目，240个地块类海绵城市项目，建成区30%的

面积实现了70%雨水就地消纳。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海绵城市典型项目分布图

为了充分吸收和学习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海绵城市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不断深化

经济技术开发区海绵城市建设的深度和广度，在北京乃至全国学习和推广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先进经验和技术，经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沟通，实验室于2019年5月17日在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召开了“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学术交流暨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试验基地揭牌仪式”，正式开始建设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试验基地，这也是实

验室在北京建立的第一个野外试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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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市通州试验基地

海绵城市建设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实现修复城市水生态、改善城市水

环境、提高城市水安全等多重目标的有效手段。为加快推进北京市海绵城市试点区域海绵

城市建设，全面推进海绵城市高质量建设，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通州区人民

政府办公室发布了《通州区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建设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海绵城市建设

目标，确定区级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职责，设立通州区海绵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区

海绵办”），办公室主要承担区海绵城市建设领导小组的日常事务，协调统筹海绵城市建

设的具体工作。

作为北京市海绵城市建设的试点区域，通州区海绵城市建设走在了北京市的前列，成

为北京市海绵城市建设的先行先试区域，为北京市海绵城市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经与

北京市通州区海绵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沟通，并报请通州区水务局批准，城市水循环

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于2019年10月17日与北京市通州区海绵城市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举行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市通州区试验基地揭牌仪式暨海绵城市技术学术交流会议。通州区试验基地的建设，标志

着重点实验室将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海绵城市建设工作做出积极的贡献。

通州试验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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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京未来科学城海绵城市试验基地

北京未来科学城位于昌平区南部，北至北六环，南至回南北路，西至京新高速，东至

京承高速。规划用地面积约170.6平方公里。北京未来科学城聚焦“先进能源、先进制

造、医药健康”三个领域，着力打造“两区一心”的空间布局。其中，北京未来科学城东

区包括北京未来科学城一期、北京未来科学城二期、北七家成果基地和北七家文化科技服

务区，将打造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中心。北京未来科学城西区包括沙河大学城、中关

村生命科学园、工程技术创新园、科技服务产业园、先进制造产业园、百善综合配套服务

区，将承载学科建设与人才培育，汇聚企业研发中心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生态绿心位于

北京未来科学城核心位置，与东、西两区共同构建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生态发展格局。

 

经与昌平区水务局、北京未来科学城管委会反复沟通协调，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

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于2019年11月30日在未来科学城组织召开了“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

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未来科学城试验基地揭牌仪式暨海绵城市技术学术交流会议”，

标志着重点实验室在未来科学城试验基地建设正式拉开了帷幕，在北京建成了南有亦庄经

济技术开发区、东有北京副中心、北有未来科学城三个试验基地，开启了实验室野外基地

建设新的一页。

北京未来科学城区位图                                       北京未来科学城位置图



4. 济南市城区水文中心试验基地

济南市城区水文中心隶属济南市水文局，由山东省水利厅与济南市政府双重管理。中

心主动适应政府和社会的发展需要，紧抓机遇、积极作为，依据《水文条例》等有关法规

政策，以“政府有户口，财政有户头，编委有职能”作为落实双管的根本目标，推进双重

管理体制改革，营造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的良好发展环境，有力

保障了城市水文的可持续发展。发展至今，济南市城区水文站网建设已颇具规模。城区范

围内共建有63处雨量站，24处河道水文站，5处道路水文站，15处低洼地水位站，15处立

交桥水位监测站，6处LED水文诱导屏，12处泉水流量监测站，并已全面整合水利、气

象、水文、市政、科研院所和高校的雨量站点。

2017年，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宗学教授及其所在团队

与济南市水文局共同承担了济南市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项目“济南市海绵城市水循环演变与

水文过程模拟”，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实验室与济南市水文局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

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于2019年6月18日，在济南市举行了隆重的“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

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济南市城区水文中心试验基地揭牌仪式”，标志着实验室基地建设

在北京市以外地区开始结出累累果实，预示着实验室将在全国不断扩大学术影响力。

5. 重点实验室珠海分室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坐落在美丽的海滨城市珠海，学校依山傍海、青山绿水，校

园环境优美，被誉为“亚洲最美丽的大学校园”，是北京师范大学建设“综合性、研究

型、教师教育领先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按照学校“一体两

翼”办学格局和“高标准、新机制、国际化”原则，打造的与北京校区同一水平的南方

校区。2017年8月，广东省、珠海市、北京师范大学共同签署了《共建北京师范大学珠

海校区协议》，三方协力共同推进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建设。2019年4月，教育部正

式批准珠海校区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世界一流湾区的重要空间载体，是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其重要

性和发展前景备受瞩目。珠海校区位居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具有发展水利工程学科独

特的区位优势。为充分发挥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作用，2019年11

月30日在珠海校区举行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珠海分室揭牌仪式

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洪水管理学术交流会议，标志着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

重点实验室珠海分室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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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学术交流

1. 学术会议或活动

1）第一届流域水安全与综合管理暨水科学研究院发展规划研讨会顺利

召开

为凝练水科学研究院科研方向，切实推进各类科研项目的顺利实施，2019年1月11日

-12日，水科学研究院在北京师范大学昌平校区召开第一届流域水安全与综合管理暨水科

院发展规划研讨会。本次会议特别邀请了水利部原副部长、中国大坝工程学会理事长矫勇

教授做主题演讲，学院全体教师及博士新生参加了会议。

首先，矫勇教授做了题为《流域水

生态安全与区域规划》的报告。矫勇教

授围绕当前国家重大战略及水安全问

题，介绍了当前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在

水安全保障方面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并鼓励和动员学院师生积极开展相关科

研实践。随后，实验室主任徐宗学教授

做了题为《新形势下的水文科学》报告，为水文水资源学科的发展提出了独到见解。王圣

瑞教授、丁爱中教授、胡立堂教授及章四龙教授分别做了题为《湖泊富营养化及氮磷生物

地球化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水系统规划设计》、《GRACE遥感卫星的水文地

质应用》以及《水文模型云计算服务研究与应用》的报告，向到场师生介绍了自己的研究

领域与学术成果，增进了教师之间的相互了解，拓展了大家的合作思路。

下午的会议由学院滕彦国书记主持，潘

成忠副院长、王国强副院长分别就各自分管

领域进行述职汇报，主要汇报2018年度所取

得的成绩、存在的不足以及下年度主要工作

任务。随后，实验室主任徐宗学教授与工程

中心副主任左锐副教授分别代表城市水循环

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地下水

污染控制与修复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中心就平台建设进展向全院进行汇报。水文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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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博副教授、地下水所所长岳卫峰副教授、水生态所所长王圣瑞教授和水安全所副所长赵

长森副教授分别就各所发展情况与2019年规划进行汇报。最后，章四龙院长对各所长汇报

进行了简要点评，并对2018年度学院工作进行总结。章院长充分肯定了学院教师在不懈努

力后所取得的骄人成绩，但也提出了不足之处。同时，章院长对2019年主要工作任务做了

部署与安排。

本次会议有效地增强了学院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增进了各位老师之间的相互了解，为

各位老师提供了展示学术成果、共谋学院发展的平台，对于学院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积极意

义。

2）重点实验室学术交流暨野外试验基地建设座谈会顺利召开

2019年1月18日，应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宗学教授邀

请，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水务局蔡雳主管来水科学研究院交流座谈，实验室主

任徐宗学教授、王红瑞教授、刘海军教授、苏保林副教授、庞博副教授、左德鹏副教授，

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张彤副院长、杨金鹏工程师，北京排水集团王军高工等相关专

家以及学院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近20人参加了本次交流与座谈会议。

蔡雳主管首先应邀作了题为《水资源综合规划

中的暴雨径流管理》的学术报告，详细介绍了北京

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水资源利用现状，重点介

绍了开发区再生水利用情况；并对开发区已建成或

已开展的相关代表性项目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包括

北京城市典型下垫面雨水净化及产流产沙过程模拟

试验、中德雨水处理项目、北京工业大学软件园项

目等，从水资源利用、海绵城市建设、城市竖向规划与水土保持等方面给大家作了一场生

动的学术报告。报告结束后，宾主双方就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在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置野

外试验基地的问题进行了坦诚交流与沟通，并就具体实施手续进行了讨论。

此次座谈会的召开不仅为学院师生提供了与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一步交流与合作的

平台，还为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实验室建立野外试验基地奠定了基础，同时对于进

一步提升学院与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影响力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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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州副中心海绵城市建设学术交流暨试验基地建设协调会议顺利召开

2019年3月28日，通州副中心海

绵城市建设学术交流暨试验基地建设

协调会议在京师大厦顺利召开。城市

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

验室主任徐宗学教授与学院胡立堂教

授、彭定志副教授、庞博副教授、左

德鹏副教授以及相关博士和硕士研究

生，与北京市水文总站杜龙刚副总工程师、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潘兴瑶所长、杨默远

高工、北京市城市规划研究院黄鹏飞主任工程师等近20人参加了本次交流会议。

此次交流会的宗旨为实验室内开展通州副中心海绵城市相关研究工作的有关教师和专

家就通州区已开展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成果进行交流。首先，黄鹏飞主任工程师作了“通

州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的学术报告，接着，杜龙刚副总工程师做了“海绵城市多尺度监

测体系构建与径流预报技术研究”的学术

报告，然后，杨默远高工作了关于“十三

五水专项海绵城市课题及其在副中心工作

进展”的学术报告。几个报告主要围绕着

通州副中心规划、通州副中心已开展的水

文监测工作以及已开展的相关研究工作进

展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最后，庞博副教授

作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海绵城市建设与区域洪涝灾害模拟”的学术报告，向各位专家介绍

了北京师范大学在通州副中心已开展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学术交流结束后，参会人员就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在通州副

中心建设试验基地的相关事宜进行了交流与沟通，就挂牌时间地点、挂牌方案等相关事宜

达成了一些初步共识。最后，大家就本年度拟组织召开的实验室学术交流会议目的、时

间、组织形式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不仅为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实验室相关承建单位的学术交

流与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也为实验室通州副中心试验基地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

实验室未来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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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文总站举办专题讲座

3月15日，水文总站特邀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水力学所王志刚博士，为水文总站技术人员作题为《明

渠水流流动特征及流量测量》的讲座。

王志刚博士从水利学基本概念、水利学实验原理、

水利学实验室搭建、实验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法等多个方

面进行讲解，精彩的讲授使本场座无虚席，激发了大家

学习的热情。讲课结束后，王博士与参会人员进行了交流，深入探讨了水利学的一些问题。

5）重点实验室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试验基地揭牌仪式

2019年5月17日，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学术交流暨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试验基地揭牌仪式在亦庄朝林大厦隆重召开。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宗学教授与潘

成忠副院长、王会肖教授、王红瑞教授、刘海军教授、苏保林副教授、庞博副教授、赵长

森副教授、左德鹏副教授、朱中凡博士，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城建（水务）管理局张君局长、蔡雳主

管，中关村海绵城市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潘晓军董

事长、赵金副院长，北京水文总站杨卓教高，北京

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邸苏闯副所长以及水科学研究

院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共计30余人参加了学术交流与

揭牌仪式。

会议由实验室主任徐宗学教授主持，会议伊始，徐宗学教授依次介绍了与会的领导和

专家。随后，张君局长、潘晓军董事长和潘成忠副院长分别代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实

验室理事会和实验室承建单位致辞。张君局长首先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情况进行了介

绍，重点对开发区在城市节水、再生水利用、水质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城市内涝防治

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进行了介绍，也表达了希望通过试验基地的建设更好地实现产学研结合

的愿望。潘晓军董事长作为实验室理事会理事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实验室建设的支持

表示感谢，重点介绍了重点实验室在科研方面的作用，并表示将对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提供

良好的条件保障。潘成忠副院长代表实验室承建单位对各位领导对实验室发展的关心和支

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水科学研究院的师资队伍和发展情况，希望基于试验基地的建设开

展项目上的对接工作，表示学院将一如既往地为实验室的建设提供良好的支撑条件，为将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逐步打造成国家重点实验室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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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水循环及海绵城市建设方面，开发区起步早、规划建设科学，已经成为全国的

标杆，这是为什么选择在开发区设立野外试验基地的重要依据。重点实验室将以开发区水

循环及海绵城市建设项目为依托，建立长期性综合性监测系统，提炼总结典型与经验，并

将最新研究成果在开发区先行先试，深入推广产学研结合的经验，并基于研究项目与成果

共同制定行业标准，引领全国城市水循环及海绵城市高水平建设。

揭牌仪式于上午10:00举行，由实验室主任徐宗学教授和开发区张君局长共同揭牌，

实验室五家承建单位的代表共同见证了隆重的揭牌仪式，这标志着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

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野外试验基地正式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挂牌。仪式结束后，庞博

副教授从实验室定位、研究方向、人才培养、科研项目和国际交流等方面对实验室建设情

况进行了汇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蔡雳主管结合开发区规划图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基地情

况，并介绍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所承担的城市雨水控制、城市内涝与防洪分析等项目中遇

到的实际问题及应对措施，其中雨水控制利用项目总计约247个，涵盖了工业厂区、住宅

小区、商业办公区、公园等不同用地类型，并指出洪涝风险图法定化是大势所趋。北京市

水文总站杨卓教高作了题为《流量监测》的报告，从水文流量监测的发展、供水流量计

量、城市排水流量监测、流量监测所需要的基础研究等方面给大家做了详细介绍，并简要

介绍了北京市水文总站目前在开发区实施的水文监测情况。

下午，在蔡雳主管的带领下，与会代表参观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海绵城市建设、

雨水控制利用方面成功的案例，并针对每个案例就其建设的由来、发挥的成效及持续发挥

较好作用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讲解。讲解过程中，各位与会的教师、专家与研究生对存在

的疑惑进行了沟通与交流。通过与蔡雳主管交流，对一些在实际应用中的LID措施，如植草

沟、下凹式绿地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此次揭牌仪式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城市水循

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试验基地正式成立，研讨会的召开

与实验基地的参观使得大家对开发区的优势有

了更全面的认识，为学院师生与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进一步开展野外观测试验、项目交流与

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同时，也将进一步提

升学院与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影响力，推动重点实验室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学研结合

和共同发展，促进重点实验室科学研究工作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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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重点实验室2019年度学术交流会议顺利召开

2019年6月15日，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

点实验室2019年度学术交流会议在京师大厦顺利召开。南

京信息工程大学林炳章教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程晓

陶教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谢映霞教高、清华大学林

斌良教授、通州区海绵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蔡殿卿高工

等应邀出席会议并做学术报告，实验室五家成员单位相关人员包括学院师生近80人参加了

本次学术交流会议。

大会由实验室主任徐宗学教授主持，会议伊始，徐宗学

主任首先向与会实验室成员介绍了应邀参加会议的领导和专

家，并简要介绍了本次学术交流会议召开的背景和目的。随

后，林炳章教授向大家介绍了城市设计暴雨新方法以及一种

基于暴雨大数据分析的可视化洪涝灾害风险预警平台，程晓

陶教高提出在全面建设生态文明背景下应对洪水风险，应当从减轻损失向减轻风险转变。

报告引发了与会人员的浓厚兴趣，大家就报告主题展开了热

烈讨论。在接下来的大会报告部分，谢映霞教高回顾和总结

了海绵城市建设的实践，并总结出了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系

统治水思路，林斌良教授介绍了城市下垫面地表漫流过程模

拟与内涝形成机理。最后，蔡殿卿高工代表北京市通州区海

绵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大家分享了通州区国家海绵试点建设经验。

下午，学术交流会议分为两个分会场，来自五家单位的与会人员分别围绕着实验室的

四个研究领域进行了学术交流。高俊斌副院长、王强

教高、胡立堂教授、孟德娟高工、李永坤高工、杨默

远高工、庞博副教授、孙文超副教授、左德鹏副教

授、张岑工程师、卢亚静工程师、王丽晶工程师等十

几位专家先后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报告内容丰富，

高潮迭起，是一场值得仔细品味的学术盛宴。

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不仅促进了重点实验室成员在城市暴雨设计、洪涝灾害预警与管

理、海绵城市建设技术等领域的学术交流，而且促进了重点实验室各成员单位之间的相互

了解，在巩固学院与兄弟单位之间良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上，也为学院与合作单位之间开展

进一步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同时，本次会议也极大地激发了与会人员关于城市水循环

与海绵城市技术的研究热情，对于进一步提升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推

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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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重点实验室济南市城区水文中心试验基地挂牌成立

2019年6月17-18日，

受 国 家 重 点 研 发 计 划 项 目

“我国城市洪涝监测预警预

报与应急响应关键技术研究

及示范”首席科学家张建云

院士委托，城市水循环与海

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

室主任徐宗学教授带领项目

组20余人赴示范城市济南市

进行了调研，并借本次调研

机会，于6月18日在济南市美得乐大酒店隆重举行了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

点实验室济南市城区水文中心试验基地揭牌仪式。参与该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重点实验室

成员徐宗学教授、庞博副教授、左德鹏副教授以及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十余人参加了本次揭

牌仪式，济南市水文局汪中华局长、李怀民副局长、王林霞处长、宋苏林主任与济南市水

文局城区水文局蒋国民局长与学院师生一起参加了揭牌仪式。

会议由徐宗学教授主持，首先向项目组介绍了与会的各位领导和专家。随后，李怀民

副局长对济南市城市水文工作进行了介绍，济南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李贤荣副主任对

济南市城市内涝与防洪情况进行了介绍，项目组贺瑞敏教高对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进行了介

绍。随后，与会专家分别就济南市气象、水文、排水、减灾、防汛抗旱和投资工作进行了

介绍。之后，参会人员就济南市城市内涝与海绵城市建设等相关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济南市城区水文中心试验基地揭牌仪式

于上午11:00举行。首先由济南市水文局汪中华局长致辞，汪局长就济南市在城市内涝防

治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进行了介绍，表达了希望通过试验基地建设更好地实现产学研结合的

愿望。随后，左德鹏副教授代表实验室承建单位，也代表章四龙院长和滕彦国书记对济南

市水文局领导对实验室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表示水科学研究院将一如既往地为实

验室建设提供良好的支撑条件。然后，庞博副教授代表实验室从实验室定位、研究方向、

人才培养、科研项目和国际交流等方面对实验室建设情况进行了汇报，希望基于试验基地

的建设与济南市水文局开展全方位的合作与交流。最后，由实验室主任徐宗学教授和济南

市水文局汪中华局长共同为试验基地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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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基地揭牌仪式结束后，在汪中华局长、李怀民副局长和蒋国民局长的亲自带领

下，与会代表参观了济南市历山路立交桥易涝点、黄台桥水文站、泉城广场水文站、济南

市城区水文局试验基地等，水文局相关人员为大家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和说明，并针对与会

专家和研究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热情的解答。通过野外实地考察，大家对济南市海绵城市

建设以及济南市城市洪涝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2019年5月17日，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试验基地顺利挂牌成立，时隔一个月，重点实验室第二个野外试验基地又顺利揭牌，是实

验室工作的重要成就。济南市水文局在城市水文领域走在全国水文系统的前列，是水利部

水文司（局）认可的城市水文示范城市和模范代表。济南市城区水文中心试验基地揭牌仪

式的顺利召开，充分体现了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在城市水文和海

绵城市技术领域中的研究特色与优势。同时，深化了与会师生对海绵城市的认识并激发了

同学们的科研热情，也将进一步提升水科学研究院与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影响力，推动重点

实验室与济南市城市水文事业的共同发展。



7）重点实验室济南市城区水文中心试验基地挂牌成立

2019年6月17-18日，

受 国 家 重 点 研 发 计 划 项 目

“我国城市洪涝监测预警预

报与应急响应关键技术研究

及示范”首席科学家张建云

院士委托，城市水循环与海

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

室主任徐宗学教授带领项目

组20余人赴示范城市济南市

进行了调研，并借本次调研

机会，于6月18日在济南市美得乐大酒店隆重举行了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

点实验室济南市城区水文中心试验基地揭牌仪式。参与该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重点实验室

成员徐宗学教授、庞博副教授、左德鹏副教授以及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十余人参加了本次揭

牌仪式，济南市水文局汪中华局长、李怀民副局长、王林霞处长、宋苏林主任与济南市水

文局城区水文局蒋国民局长与学院师生一起参加了揭牌仪式。

会议由徐宗学教授主持，首先向项目组介绍了与会的各位领导和专家。随后，李怀民

副局长对济南市城市水文工作进行了介绍，济南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李贤荣副主任对

济南市城市内涝与防洪情况进行了介绍，项目组贺瑞敏教高对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进行了介

绍。随后，与会专家分别就济南市气象、水文、排水、减灾、防汛抗旱和投资工作进行了

介绍。之后，参会人员就济南市城市内涝与海绵城市建设等相关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济南市城区水文中心试验基地揭牌仪式

于上午11:00举行。首先由济南市水文局汪中华局长致辞，汪局长就济南市在城市内涝防

治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进行了介绍，表达了希望通过试验基地建设更好地实现产学研结合的

愿望。随后，左德鹏副教授代表实验室承建单位，也代表章四龙院长和滕彦国书记对济南

市水文局领导对实验室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表示水科学研究院将一如既往地为实

验室建设提供良好的支撑条件。然后，庞博副教授代表实验室从实验室定位、研究方向、

人才培养、科研项目和国际交流等方面对实验室建设情况进行了汇报，希望基于试验基地

的建设与济南市水文局开展全方位的合作与交流。最后，由实验室主任徐宗学教授和济南

市水文局汪中华局长共同为试验基地揭牌。

8）顺义海绵城市规划、新机场排水防涝等市重点项目技术交流会

5月30日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市

政所组织北京市城规技术服务中心、北京市

首都规划设计工程咨询开发公司等相关单位

技术人员召开顺义海绵城市规划编制、新机

场排水防涝技术交流会。北京市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王军、市政所付征垚、

崔硕、刘琳燕等及北京市城规技术服务中心

副总经理郭海斌及相关技术人员、北京市首

都规划设计工程咨询开发公司王艳阳等相关技术人员参会学习交流。

会议由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王军主持，副总规划王军首先介绍了市

规划院及下属公司近段时间开展的重点工程项目的项目背景、工作内容及未来规划编制工

作的重点方向与重点技术手段等。

之后，由北京市城规技术服务中心的葛

裕坤、曾玉蛟、叶婉露等同志分别汇报了顺

义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新机场排水防涝规

划、通州副中心再生水利用规划的规划理念

与思路、规划技术体系建设、解决的主要问

题及技术途径、重要创新点等方面做了详细

介绍。参会人员围绕交流内容，就当前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及疑惑展开了激烈讨论。

参会领导分别结合汇报内容，就工作重点、工作深度、工作进度等进行了具体点评并

提出相关建议，尤其是关注现状面临的突出问题，结合周边条件，统筹近远期工作重点，

提高规划成果的实用性。

通过本次交流，向海绵城市规划、排水防涝及再生水规划编制技术人员交流了项目特

点与经验，统一了规划编制人员对相关规划编制的思想认识，明确了海绵城市、排水防

涝、再生水资源利用规划的工作重点和相关要求，对下一步水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相关工作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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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北规院2019城市雨洪管理可持续发展研讨会

2019年9月3日，在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朝

阳分局408会议室召开《朝阳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专

家评审会。专家组认真听取了项目编制单位（北京市首

都规划设计工程咨询开发有限公司）的汇报，经过质询

和讨论，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1）《专项规划》以《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及《北京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为指导，系统

编制了朝阳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方案，对落实分区规划及指导朝阳区海绵城市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

（2）《专项规划》调研和梳理了朝阳区海绵城市建设现状情况及存在问题，完成了规

划总体目标与指标体系、格局与分区、指标分解、海绵城市系统规划、近期建设规划及规

划实施保障等内容的编制。《专项规划》基础资料翔实，内容全面，方法和技术路线正

确，符合原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区域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技术要

求》。

（3）专家组一致同意《专项规划》通过评审，建议编制单位根据本次专家意见完善规

划成果。

2019年9月19日，在北京

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9层会议室，召开丰台站

内外部排水方案对接会，北京

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四所道路、排水，建筑

所建筑、排水）、中国铁设（建筑、暖通、站场、给排水）相关人员参与了此次会议，会

议议题包括（1）丰台站屋顶、站场、建筑内部排水方案介绍。（2）外部规划雨水、污水

系统方案介绍及存在问题。（3）市政道路雨水、污水系统方案介绍及存在问题。南、北枢

纽建筑、排水方案介绍及存在问题。（4）充分研讨，形成近期可实施的保障性排水方案。

通过此次会议，对丰台火车站现状面临问题、未来防涝风险等方面有了新的认识，形成合

力，共同推动丰台火车站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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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水科学研究院成功举办第十七届中国水论坛

2019年11月9-10日，第十七届中国水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此届水论坛由北京师范

大学联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联合承办，以“探

索水科学未来，助力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围绕面向未来的水资源创新管理、水生态安

全、水灾害管理、水信息技术、重点区域水系统问题等多个主题方向展开，旨在为我国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安全保障提供科技支撑。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科

研机构及相关企事业单位的1300余名专家学者和硕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本届论坛。本届水论

坛共开设了12个分会场，全国水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和讨论，分会期间共进行了200余场学术报告。

论坛开幕式和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教授刘昌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康绍忠、中国科学院院士夏军、中国科学院院士倪晋仁、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浩、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华教授等专家出席并发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

本届大会主席我校副校长郝芳华、本届中国水论坛承办方代表我院院长程红光、中国自然

资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沈镭，中国水论坛常设组委会主席夏军院士为开闭幕式致辞。

本届水论坛闭幕式上首次颁发了“中国水论坛终身成就奖”，致敬和奖励多年来在水科学

领域耕耘并做出重要贡献的资深学者与领军人物。我院教授刘昌明院士和林学钰院士获得

该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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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今年恰逢我国关于黄河的首个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

目——“黄河流域水资源环境演化规律与可再生性维持机理”获批二十周年。为纪念我国

水科学领域这一里程碑式的重大项目，本届水论坛特别举办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

量发展”高峰座谈会，该项目首席科学家刘昌明院士、王浩院士、王光谦院士、倪晋仁院

士、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科技委主任陈效国、水利部前副部长王守强、北京师范大学副

校长郝芳华教授等项目核心专家与近百名学者共同座谈，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

展建言献策。

据悉，我院大部分老师都参加了本届中国水论坛，学院中水文水资源、水环境、水生

态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11月10日下午，徐宗学教

授做了大会主题报告。在大会分会场专题报告环节，王金生教授、胡立堂教授、左锐教

高、赵长森副教授、翟远征副教授分别就水问题相关议题进行发言。经过多年的发展，北

师大水科院聚集了一批从事地表水与地下水、水量与水质、水生态与水环境研究的知名学

者，组建了多支具有良好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教学与科研团队，水科院的科研成果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与支持。

中国水论坛的举办是我国水科学领域的一场盛宴，不仅有院士大师莅临，通过精彩的

学术报告为大家提供高屋建瓴的学术指引，也有在各自领域耕耘多年的专家学者共聚一

堂，分享各自学术前沿研究成果，激起学术领域的思想火花。水论坛更为年轻学者提供了

学术交流的平台，为水科学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与活力。同时为国家水科学发展献计谏

言，搭建了高层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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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国际交流

1. 国际会议或活动

1）北规院组织开展中丹城市副中心海绵城市合作项目研讨会

根据市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工作安排，施卫良院

长于2018年5月随隋振江副市长对丹麦进行了友好

访问并签署了《北京-哥本哈根市城市可持续发展

战略产业项目合作备忘录》。为落实该框架协议精

神，践行绿色生态发展理念，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

海绵城市建设，市政所与丹麦大使馆于2019年5月

28日共同组织召开了第一次的“中丹城市副中心海

绵城市合作项目研讨会”。

会议邀请了弘都院、通州区水务局、通州区海绵

办、北投集团、清华同衡等单位的代表，与来自于哥本

哈根市政府、SWECO、HOFOR、RAMBOLL等单

位的国外海绵城市专家（视频连接），就北京城市副中

心的碧水地上公园改造及杨坨安置房两个项目的海绵城

市设计方案开展了探讨。会议重点对水量平衡计算、海

绵技术措施、非传统水资源回用等关键性问题交换了双

方观点和意见，并制定了下阶段工作计划和大纲，为城

市副中心海绵城市建设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成提供技术支撑。

2）北规院与英国Exeter大学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2019年4月29日上午，北京规划院市政所和总工办组织了关于城镇内涝模拟相关的学

术讲座。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水系统中心的陈宣宏博士、Evans博士和Vamvakeridou-

Lvroudia博士受邀为院职工分别作了学术报告，报告围绕城镇内涝模拟及影响评估、城市

交通网络对内涝的反馈与弹性机制以及水—能源—粮食—陆地—气候关系建模等三个方面

展开，市政所相关同志参加了此次学术交流活动。

城市内涝对市政基础设施和道路交通网影响巨大，与会同志结合各自负责的市政规划

工作，分别从内涝模拟、洪水预警、洪水损失评估、灾难建模等方面与陈博士和Evans博

士进行了深入交流。作为规划工作者，如何根据不同情景下的内涝风险，对市政防涝设施



做出合理规划，对减轻城市的洪涝灾害损失意义重大。Vamvakeridou-Lvroudia博士作

了水、能源和粮食之间联系的学术报告，并将这项研究内容拓展为一个网络游戏向民众开

放普及，具有良好的水资源、能源和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意义。

通过此次交流学习活动，大家一致表示，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融入更多的灾害预防意

识，做好首都防涝系统规划，并更加关注人文需求，为提升首都宜居环境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3）英国Bristol大学韩大卫教授应邀来访并作学术报告

2019年3月6日上午，应彭定志老师邀请，英国Bristol大学土木工程系韩大卫教授、

Jitendra Agarwal博士以及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戴强副教授一行3人赴水科学研究院

开展学术交流。学院王会肖教授、庞博副教授、左德鹏副教授、朱中凡讲师及硕博士研究

生20余人参与了此次学术交流活动。 

韩大卫教授做了题为“Most computational 

hydrology is not reproducible, so is it really 

science?”的学术报告。他基于重现性是科学研

究的基本原则，引出了“水科学是不是科学？”这

个话题，并结合研究项目，阐明了即使运用相同水

文模型和数据在同一个流域上进行径流模拟，由于

使用者处理数据和调参思路的不同，得到的模拟结

果也千差万别。韩教授提倡水文研究成果应将代码、数据和研究流程一同发表，以便他人

进行验证并从中产生新发现。他与课题组专门建了相关网站供水文研究者互相交流学术成

果。最后，韩教授全面介绍了Bristol大学情况，并欢迎学院师生前往学习和交流。

韩大卫教授是Journal of Hydro-environment Research杂志副主编、原英国水文协

会西南委员会主席，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水文信息学、实时洪水预报、洪水风险评估与管

理、气候变化、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水资源管理、自然灾害等。已发表学术论文近200

篇。 

韩教授的报告全程气氛轻松又引人入胜，在为大家宣传水科学研究透明度重要性的同

时，又进一步加深了对水科学研究的认识。此次学术交流也为拓展学院国际合作前景、加

深中英合作伙伴关系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59



60

4) 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郑炎杰副教授应邀来访并作学术报告

2019年3月14日，应城市水循环与海

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宗学教

授邀请，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水利工程系

副教授、SWMM模型开发者郑炎杰到北京

师范大学访问交流，并应邀作了一场精彩的

学术报告。水科学研究院胡立堂教授、彭定

志副处长、潘成忠副院长、庞博副教授、朱

中凡老师，北京尚水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曲兆松博士、长沙市海绵城市产业联盟刘波秘书长、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沈艳副研究

员、亚太建设科技信息研究院温禾所长、中国防汛抗旱杂志社姚力玮编辑以及来自北京工

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地学部与本院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近30人参加了此次学术报告会。 

徐宗学教授主持了学术报告会，他首先对郑炎杰副教授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与

会人员详细介绍了郑炎杰副教授。随后，由郑炎杰副教授做了题为“水力模型在绿色都市

排水中的应用”的学术报告。报告从海绵城市的起源地-罗马开始讲起，将海绵城市的发展

历程深入浅出地呈现在与会师生面前。报告中郑炎杰副教授又结合自己在海绵城市研究的

经验提出了中国目前面临的两个重大挑战—海绵城市的碎片化以及城市密集区的雨污合流

系统，向大家详细介绍了他在SWMM模型开发和应用中独到的心得与见解。郑教授在报告

中多次告诫与会师生，不能不加辨别的照搬国外的降雨模式和模型，要尽快研究开发属于

中国自己的降雨模式和城市水文水动力学模型。 

报告结束后，与会师生就报告内容与郑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郑教授对大家

提出的问题都一一进行了详细而透彻的解答。郑炎杰教授的报告，诙谐易懂，深入浅出，

给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拓宽了大家的学术视野，激发了同学们的科研热情，加深

了同学们爱水、护水、节水的思想认识，对学院的科研工作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帮助。

郑炎杰副教授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土木工程系博士，目前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水

利工程系任教。曾任美国联邦政府垦务局水利工程师、美国奥罗拉市政府市政工程师、

AMEC工程顾问公司水资源工程设计部经理，曾主导多项美国联邦政府建筑设备节水工

程。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城市雨洪管理、洪泛区管理、防洪减灾等，其著作包括《城市雨水

排水规范与工程设计标准》、《美国中西部水利统计模型设计》、《城市区域水力模型设

计与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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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本山梨大学竹内邦良教授应邀来访并作学术报告

2019年5月13日下午，应城市水

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

室主任徐宗学教授邀请，国际水文科

学协会（IAHS）前主席、日本山梨

大学竹内邦良教授莅临北京师范大学

水科学研究院访问交流。学院王国强

教授、胡立堂教授、赵长森副教授、

左德鹏副教授以及校内兄弟单位的教师和博士硕士研究生30余人参加了此次学术交流活

动。

徐宗学教授主持了本次学术报告会，他首先对竹内邦良教授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

向与会人员详细介绍了竹内教授。随后，竹内邦良教授做了题为“Flood Management in 

Japan”的学术报告。报告从日本洪灾损失变迁、防洪法沿革、防洪工程与非工程措施包

括洪水风险图和人员撤离等四个方面，多角度、多层次，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日本面临的各

种灾害问题、应对的措施及人员撤离案例。报告结束后，老师和同学们围绕着报告内容进

行了深入的交流。最后，徐宗学教授对竹内邦良教授的精彩报告表示衷心的感谢。课程结

束之前，竹内邦良教授愉快的和参加交流的部分师生合影留念。 

竹内邦良教授现为日本山梨大学名誉教

授，曾先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水灾

害 和 风 险 管 理 中 心 （ I C H A R M ） 主 任

（2006-2014）、顾问（2014-2017），

一直致力于地表水文学、水资源系统和灾害

管理相关研究工作。先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国际水文计划（UNESCO-IHP）主席（1998-2000），国际水文科学协会

（IAHS）主席（2001-2005）。曾获得包括IAHS-UNESCO-WMO国际水文奖

（2012）在内的多项国际水文奖项，2006年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竹内邦良教授的报告，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给与会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方

面，开拓了同学们的科研视野，丰富了大家的学术前沿知识，激发了同学们的科研热情；

另一方面，对于提升学院科研实力、国际学术地位和增强国际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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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韩国顺天市许锡市长一行莅临考察中关村海绵城市工程研究院

5月23日，韩国顺天市许锡市长一行莅临公司考察。中关村海绵院董事长潘晓军、副

院长赵金等参与接待。 

董事长潘晓军向许锡市长一行讲解了创新中心全产业链协同创新模式、定位及功能，

并介绍了海绵院在海绵城市、智慧城市、零碳建筑等领域的创新成果。他同时提出，创新

中心作为海绵城市产业的协同创新核心，愿意与韩方技术、产业增强合作，共同举办国际

会议，为两国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提供桥梁。

许锡市长对创新中心协同创新模式及成员单位取得的成果表示充分认可。他表示，在

中国各级政府的支持下，相关技术产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在中关村国家自主示范

区内，涌现了一批像泰宁科创、广联达、中关村海绵院这样的技术领先企业，以及创新中

心这样的新型创新主体，值得韩方借鉴学习。他同时表示，愿意与创新中心及其成员单位

进一步交流合作，实现共赢。

本次考察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创新中心引进韩国先进技术、产业以及实现海外

拓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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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宗学教授当选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副主席

2019年7月8-18日，第27届国际大地

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IUGG）科学联盟

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

开，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0名代

表参加了本次学术盛会。IUGG所属协会包

括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 、国际气象学和

大气科学协会(IAMAS)、国际大地测量学协

会(IAG)、国际地磁学和高层大气学协会

(IAGA)等，各协会独自或联合组织了百余场学术报告会和研讨会。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宗学

教授作为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IAHS水资源系统委员会

（ICWRS）副主席出席了大会。我国地学界数百人参加了本次盛会，参加IAHS的国内代

表阵容也十分庞大，中国国家委员会前主席、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张建云院士，现任主

席、水利部水文情报预报中心刘志雨主任，武汉大学夏军院士，以及来自水利部、北京师

范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河海大学、中山大学、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南京水

利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数十名领导和专家参加了IAHS相关的学术交流会议。

IUGG会议期间，徐宗学教授除了先后多次

参加IAHS与ICWRS理事会和工作会议，共同主

持了ICWRS分会“Comparative inventories 

of water resources systems and their 

functioning - Methodology and tools for their 

assessment, protection and efficient use”

外，还先后应邀做了两场学术报告“How does 

the sponge city facilities work: A numerical experiment in the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demonstration area in Jinan City”与“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glacier mass balance in the Tibetan Plateau during 1975-2013”。 

7月9日下午，国际水文科学协会举行了四年一次的换届选举大会，IAHS主席、维也

纳技术大学Gunter Bloschl教授和IAHS秘书长Christophe Cudennec教授共同主持了选

举大会，除去未能按时缴纳IUGG会费的国家，本次具有有效投票权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

共48个，在逐一核实国家委员会代表名单后，Cudennec秘书长亲自为与会的相关国家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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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发放了选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投票、计

票工作，产生了包括IAHS主席、副主席在

内的IAHS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在ICWRS和

中国国家委员会共同推荐的基础上，经过

IAHS提名委员会提名、各成员国代表投票

表决，并经IAHS理事会批准，城市水循环

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宗

学教授当选为IAHS副主席。

国际水文科学协会是水文科学领域最权威的国际学术组织，下属10个委员会，包括地

表水、地下水、水文统计、陆地侵蚀、冰雪、水质、水资源系统、遥感水文、大气~土壤~

植被关系、水文示踪等领域，会员遍布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徐宗学教授1993年首次参加

IAHS在日本横滨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2003年回国以后，更是积极参与IAHS的各种学术

交流。于2011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第25届IUGG科学联盟大会上，徐宗学教授当选

为IAHS国际水资源系统委员会（ICWRS）副主席，并于2015年在捷克布拉格召开的第

26届IUGG科学联盟大会上获得连任。本次徐宗学教授当选为更高层次的国际水文科学协

会(IAHS)副主席，不仅能够亲自直接参与到国际水文科学前沿以及新的研究方向有关工作

与学术交流，而且对于提高中国在国际水文科学学术组织中的地位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

用。 

近些年来，徐宗学教授围绕着分布式水文模型的开发和应用，在生态水文学、城市水

文学、气候变化对水循环的影响等相关领域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先后发表学

术论文360余篇，其中SCI/EI检索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10余部，其研究成果得到

了国内外水文学界的广泛认可，系德国“洪堡”学者获得者，并先后荣获国际水文计划

（IHP）中国国家委员会“国际水文合作突出贡献奖”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科教部

（DEST）“Endeavour Executive Awards”，在国际交流方面十分活跃。本次徐教授

当选为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副主席，既是国际水文科学学术界对中国水文事业的认

可，也是对徐宗学教授本人学术水平的认可。徐宗学教授的当选，对于提高我国水文事业

在国际水文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尤其是对于提高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和城市水循

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在国际水文科学学术界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将起到积

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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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宗学教授应邀访问日本参加城市洪水管理学术交

流会议

2019年9月10-14日，应日本京都大学户田圭一教授与高知大学张浩副教授邀请，城

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宗学教授访问了日本，同行的还有中国

水利学会城市水利专业委员会主任、水利学报程晓陶主编，西安理工大学侯精明教授，中

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王静教高。 

徐宗学教授一行首先到访高知市，赴高

知 大 学 参 加 了 由 日 本 土 木 工 程 师 学 会

（JSCE）地下空间研究委员会和高知大学共

同 举 办 的 城 市 洪 水 管 理 国 际 研 讨 会 议

（UFM2019），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日本全国

各地以及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80余

人。高知大学校长樱井克年先生出席了大会

开幕式并代表学校致辞，医学专家、副校长本家孝一教授全程参加了学术报告会，彰显了

高知大学对于本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重视。徐宗学教授应邀做了题为“Sponge city and 

urban flood management in Jinan City, China”的大会报告，向与会专家介绍了中国的

海绵城市建设，引起了与会专家浓厚的兴趣。

学术会议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应京都大学邀请，又马

不停蹄赶赴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进行了交流与参观。在防

灾研究所，在户田教授、张浩副教授等专家的陪同下，代

表团成员先后参观了该所海啸模拟实验室、人工降雨实验

室、城市内涝模拟试验装置、城市突发性洪水冲击力试验

水槽、城市地下空间内涝实验装置等，并亲自体验了人工

降雨和城市突发性洪水冲击力试验等，相关实验的先进性

给中国专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次学术研讨会是201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日城

市洪水管理学术会议交流的继续和深化，籍此学术交流与

合作，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城市洪水管理领域的专家学者与日本以及相关国家和地区专家学

者的交流与合作。徐宗学教授作为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近

期先后多次应邀参加了关于城市防洪问题的学术交流，对于提升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和水科

学研究院的学术地位和影响，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66

9）Jeffrey McDonnell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客座教授聘任

仪式暨学术报告会

9月25日下午，水科学研究院师生参

加了在北京师范大学教四楼201教室召开

的Jeffrey McDonnell教授北京师范大学

水科学研究院客座教授聘任仪式暨学术报

告会。水科学研究院党总支书记滕彦国老

师、潘成忠老师以及其他师生共150余人

参与了本次会议。水科学研究院潘成忠老

师主持了本次大会。

大会伊始，潘成忠老师热情地介绍了Jeffrey McDonnell教授的学术研究背景和任职情

况，并宣布Jeffrey McDonnell教授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客座教授，并由滕彦

国老师上台授予Jeffrey McDonnell教授聘用证书。

随后，Jeffrey McDonnell教授进行

了题名为《Compartmentalization of 

the terrestrial water cycle》的学术报

告。作为同位素水文学领域的研究专

家，教授从自己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

所得到的结论入手，从水量平衡方程的

由来、地质学和生物学对流量的影响等

角度向现场观众分享了自己对于陆地水

循环的全新且深入的认识，并提出了对陆地水循环的新展望。紧接着，Jeffrey McDonnell

教授的博士生Magali Nehemy作了题名为《How plant water status drive tree water 

source partitioning》的报告，从同位素水文学的角度分析了植物内生水在树木中的驱动

效应。报告全程气氛轻松又引人入胜，观众们不仅听得津津有味，也在报告结束后积极地

与教授和博士生交流报告中的问题，分享自己在科研中的见闻。

此次报告会不仅加深了水科学研究院师生们对水科学研究的认识，也为拓展水科学研

究院的国际交流合作前景，特别是对中加合作办学项目及北师大-萨省大学合作伙伴关系起

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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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邀请国外专家

时间

2019/3/6

2019/3/10

2019/3/14

2019/5/13

2019/7/29
~8/2

2019/9/25

2019/10/28
~11/1

      专家国家与单位

Bristol University, UK

Institute of Soil, Water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Israel

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

University of Yamanashi,
Japan

University of Colorado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University of Alabama

            讲座题目

Most computational 
hydrology is not reproducible, 
so is it really science?

Screen constructions for 
environmentally sound crop 
production

Urban stormwater model 
calculation engine and Low 
Impact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Flood Management in Japan

进行为期一周的城市雨洪模型
研发指导

Compartmentalization of the 
terrestrial water cycle

Stormwater Particulate 
Sampling and Processing 
and Related Analyses

专家姓名

韩大卫

Josef Tanny

郑炎杰

竹内邦良

Larry A. 
Roesner

Jeffrey 
McDonnell

Robert P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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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发表学术论文

据不完全统计，本实验室2019年度共发表学术论文145余篇，其中SCI检索论文77

篇，EI检索论文6篇。

1. SCI检索论文

[1] A, Y.; Wang, G.; Liu, T.; Shrestha, S.; Xue, B.; Tan, Z. Vertical variations of 

soil water and its controll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n a 

semi-arid grassland[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9, 691:1016-1026.

[2] Bai, J., Yang, S., Zhang, Y., Liu, X., Guan, Y.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Terraces and Vegetation on Runoff and Sediment Routing Using the Time-Area 

Method in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J]. Water, 2019, 11(4), 803.

[3] Cao, W., Yin, L., Zhang, D., Wang, Y., Yuan, J., Zhu, Y., Dou, J. 

Contamination, Sources, and Health Risks Associated with Soil PAHs in Rebuilt 

Land from a Coking Plant, Beijing,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9,16(4), 670.

[4] Chen R, Teng Y, Chen H, et al. Groundwater pollution and risk assessment 

based on source apportionment in a typical cold agricultural region in Northeastern 

China[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9, 696: 133972.

[5] Chen, H., Bai, X., Li, Y., Jing, L., Chen, R., Teng, Y. Characterization and 

source-tracking of antibiotic resistomes in the sediments of a peri-urban river[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9,679, 88-96.

[6] Chen, J. P., Yu J S, Li, X. J, Liu, Y. M., Yao, X. L. Study on a single 

interpolation fusion algorithm for multisource remote sensing data of soil moisture. 

Applied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19, 17(5):11605-11617.

[7] Du P, Thai P K, Bai Y, et al. Monitoring consumption of methadone and 

heroin in major Chinese cities by wastewater-based epidemiology[J].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2019, 205: 107532.

[8] Feng S, Hao Z, Zhang X, et al. Probabilistic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compound dry-hot events on global maize yield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9, 689: 1228-1234.

[9] Gunter Bloschl, Bierkens M F P , Chambel A , et al. Twenty-three Unsolved 

Problems in Hydrology (UPH) – a community perspective[J]. Hydrological Sciences 

Journal, 2019, 64(10):1141-115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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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Guo X, Zuo R, Wang J, et al. Hydrogeochemical Evolution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urface Water and Groundwater Affected by Exploitation[J]. Groundwater, 

2019, 57(3): 430-442.

[11] Han, M., Niu, X., Tang, M., Zhang, B. T., Wang, G., Yue, W., Zhu, J. 

Distribution of microplastics in surface water of the lower Yellow River near estuary

[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9,135601.

[12] Hao Z , Hao F , Singh V P , et al. Statistical prediction of the severity of 

compound dry-hot events based on El Ni�o-Southern Oscillation[J]. Journal of 

Hydrology, 2019, 572, 243-250.

[13] Hao, Z., Phillips, T. J., Hao, F., Wu, X. Changes in the dependence between 

global precipitation and temperature from observations and model simula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matology.2019.

[14] Hu X, Wang H, Zhu Y, et al.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Affecting Spatial 

Patterns of Water Quality Variation in a Highly Disturbed Reg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9, 16(12): 2149.

[15] Huang, Y., Wang, J., Yang, M. Unexpected sedimentation patterns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Future risk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diment Research,2019,34(02):108-117.

[16] Jiang W W, Yu J S, Li Z J, Nakamura T, Yu F Q, Zhang J Y. Within-day and 

between-day Chlorophyll a dynamics during summer in Guanting Reservoir, Beijing, 

China[J]. Applied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19, 17(3):5765-5780

[17] Jiang, Y., Zhang, J., Zhu, Y., Du, Q., Teng, Y., Zhai, Y.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a Fully-Penetrating Riverbank Filtration Well Scheme at a 

Fully-Penetrating River Based on Analytical Methods[J]. Water, 2019,11(3), 418.

[18] Li D, Hu L, Zhang M, et al. Evaluation of groundwater withdrawals in 

Tongzhou District, Beijing, China[J]. Human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2019: 

1-17.

[19] Li, H.; Liu, L.; Shan, B.; Xu, Z.; Niu, Q.; Cheng, L.; Liu, X.; Xu, Z.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 of Drought and Associated Multi-Scale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over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Basin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China. Remote Sensing 2019, 11, 1596.

[20] Li, Q., Peng, Y., Wang, G., Wang, H., Xue, B., Hu, X. A Combined Method 

for Estimating Continuous Runoff by Parameter Transfer and Drainage Area Ratio 

Method in Ungauged Catchments[J]. Water, 2019 11(5),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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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Liu H, Liu Y, Zhang L, et al. Quantifying extreme climatic conditions for 

maize production using RZWQM in Siping, Northeast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2019, 12(2): 111-122.

[22] Liu X, Xu Z, Peng D, et al. Influences of the North Atlantic Oscillation on 

extreme temperature during the cold period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matology, 2019, 39(1): 43-49.

[23] Liu, L.; Niu, Q.; Heng, J.; Li, H.; Xu, Z. Transi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ry-Wet Regime and Vegetation Dynamic Responses over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Basin, Southeast Qinghai-Tibet Plateau. Remote Sens. 2019, 11, 1254.

[24] Lou H, Yang S, Hao F, et 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Forces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a Developing Megacity: Beijing as a Long-Term Case Study[J]. 

Polish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2019, 29(1): 763-777.

[25] Lou H, Yang S, Hao F, et al. SMAP, RS-DTVGM, and in-situ monitoring: 

Which performs best in presenting the soil moisture in the middle-high latitude 

frozen area in the Sanjiang Plain, China?[J]. Journal of hydrology, 2019, 571: 

300-310.

[26] Ma N, Chen A, Bian Z, et al. In situ synthesis of a cadmium sulfide/reduced 

graphene oxide/bismuth Z-scheme oxyiodide system for enhanced photocatalytic 

performance in chlorinated paraben degradation[J].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19, 359: 530-541.

[27] Ni, P., Zuo, R., Wang, J., Zhou, A. Adsorption behavior of Sb (III) on 

iron-functionalized attapulgite in aqueous solution[J]. Desalination and Water 

Treatment, 2019,137, 22-33.

[28] Ren, M., Pang, B., Xu, Z., Yue, J., Zhang, R. Downscaling of daily extreme 

temperatures in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Basin using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J].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Climatology, 2019, 136(3-4), 1275-1288.

[29] Su B, Luo Y. Modelling hydrological processes and nutrient retention in plain 

polders[J]. Hydrological Sciences Journal, 2019: 1-10.

[30] Sun W, Wang Y, Fu Y H, et al.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changes in 

vegetation growth and their driving forces based on satellite observations of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Basin in the Tibetan Plateau[J]. Journal of Hydrology, 2019, 

574: 324-332.

[31] Sun Y, Zhao J, Zhang B T, et al. Oxidative degradation of chloroxylenol in 

aqueous solution by thermally activated persulfate: Kinetics, mechanisms and 

toxicities[J].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19, 368: 553-563.



[32] Sun, Y., Zhao, J., Zhang, B. T., Li, J., Shi, Y., Zhang, Y. Oxidative 

degradation of chloroxylenol in aqueous solution by thermally activated persulfate: 

Kinetics, mechanisms and toxicities[J].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19, 

368:553-563. 

[33] Tong, R. Z., Song, H., Sun, W. C., Xu, Z. X., Yao, X. L., Yu, J. S.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natural vegetation greenness using improved 

statistical vegetation index simulation model[J]. APPLIED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2019, 17(2), 4677-4691.

[34] Wang G, Li J, Sun W, et 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risks in a drinking 

water protection zone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data embedded within a nutrient 

budget model[J]. Water research, 2019, 157: 238-246.

[35] Wang H, Yang Y, Xu J, et al. iTRAQ-based comparative proteomic analysis 

of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proteins in Rhodococcus sp. BAP-1 induced by 

fluoranthene[J].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2019, 169: 282-291.

[36] Wang L, Simayi Z, Yang S, et al. Research on Economic Bearing Capacity 

of Farmers to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Water Prices in the Ebinur Lake Basin[J]. 

Sustainability, 2019, 11(7): 2155.

[37] Wang P, Yao J, Wang G, et al. 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for identification of water pol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racing 

the source of water quality pollutant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9, 

693: 133440.

[38] Wu X , Hao Z , Hao F , et al. Variations of compound precipitation and 

temperature extremes in China during 1961–2014[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9, 663:73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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