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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孪生水利建设十大样板名单（2023 年）
序

号

样板

名称

样板

单位
业务领域 参加人员 示范引领性

1

数字孪

生黄河

（中下

游典型

河段）

水利部

黄河水

利委员

会

流域防洪、

水资源管理

与调配、

水利工程建

设和运行管

理、

河湖长制及

河湖管理、

水土保持

徐雪红、彭 勃、魏向阳、

可素娟、安新代、余 欣、

张 成、于海泓、赵银亮、

张群波、郜国明、马 晓、

王 龙、陈长伟、侯红雨、

黄委把数字孪生黄河建设作为推动新阶段黄河流域水利高质量发展

的重大任务，高层推动，统筹组织，共建共享，系统应用成效显著。

按照全河“一盘棋”思路谋局全流域，建设潼关至河口 1100 多公里

统一的 L2 级数据底板；应用至上贯穿业务全过程，紧密围绕防汛和

水资源等业务应用，建设完善防汛、水资源等 10 余项治黄应用系统，

实现从黄委到省、市、县河务四级联动；坚持守正创新提升智能化水

平，积极将新技术与生产实际结合，自主研发应用智能石头、光电测

沙仪、小禹防汛机器人等技术产品；互联互通共享应用，数字孪生黄

河建设在充分利旧的基础上进一步与水利部、省区共建共享，初步形

成“原型黄河-模型黄河-数字孪生黄河”的有机联动

2

数字孪

生太浦

河

水利部

太湖流

域管理

局

流域防洪、

水资源管理

与调配

戴 甦、伍永年、黄志兴、

冯大蔚、马 媛、胡雪娇、

李普军、高学超、徐 军、

季海萍、李 鹏、吴亚男、

陈 赟、王 奇、朱玉东、

突出太湖流域多目标统筹调度的特色，通过多源数据融合技术，汇聚

了保障流域防洪安全、生态安全、供水安全各类涉水数据，构建符合

太湖流域平原感潮河网地区特点的太浦河高精度数据底板，更好的支

撑日常大量调度决策工作。针对太浦河在流域防洪、供水、水环境保

障方面的多目标统筹调度需求，对太浦河防洪及供水“四预”业务进

行流程再造，建成以事件为驱动的多目标统筹调度一体化的数字孪生

太浦河业务系统。构建集水量、水质、淹涝、蓝藻、风暴潮等多个模

型耦合的太湖流域模型群，从传统的水位、流量预报拓展到水质、洪

水淹涝风险、蓝藻预测预警等，并大幅提升预报速度。在上海市抗咸

潮保供水专项行动等工作中实际应用，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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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样板

名称

样板

单位
业务领域 参加人员 示范引领性

3
数字孪

生三峡

中国长

江三峡

集团有

限公司、

水利部

长江水

利委员

会

流域防洪、

水利工程建

设和运行管

理、

河湖长制及

河湖管理、

水文管理

任骁军、黄 艳、周竞亮、

虞 泽、詹全忠、李安强、

陈瑜彬、罗 斌、韦人玮、

王 敏、李朝阳、胡腾腾、

刘顶明、任玉峰、王卓微、

研发数字孪生底层构建技术，建设通用模型平台和知识平台，实现模

型标准化封装、组件式在线搭建和知识库智能抓取迭代更新；防洪方

面实现水库群基于调度规则的正算和基于目标反算功能，蓄滞洪区、

洲滩民垸等复杂群组自由组合及秒级互馈计算决策支持功能；工程安

全方面实现基于大坝与升船机 BIM 与物联网集成的智能监控应用；水

库安全方面实现泥沙演进预报、智能减淤调度、库容冲淤动态监控等

功能，同时研发了遥感智能解译模型和空间合规研判算法，实现库区

重点河段分钟级智慧巡库；排污口监测方面综合运用无人机巡航、AI

识别等技术，实现库区排污口动态监管、污染物扩散模拟推演及支流

水华预警。多项技术已在多个数字孪生项目中应用，未来也将应用到

数字孪生长江建设中

4

数字孪

生南水

北调中

线 1.0

中国南

水北调

集团有

限公司

流域防洪、

水资源管理

与调配、

南水北调工

程运行和监

管

由国文、韦耀国、黄 芳、

孙维亚、陈晓楠、郭 芳、

郝一峰、郝泽嘉、邬俊杰、

刘 琴、高尽辉、王 伟、

郑 钧、高 英、王 超、

围绕“安全监管、智能调度、水质保护、智能运维”四大业务领域需

求，构建保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三个安全”的“四预”功能体系，

基于不同时空尺度下多场景长距离输水过程仿真模拟、冰期调度优化

理论与方法、长距离调水工程水质预测和污染源扩散分析、工程安全

国产有限元分析、交叉河道来水预测和洪水预报分析、视频图像 AI

识别等核心技术，构建形成长距离引调水工程典型建筑物的工程安全

结构分析、工程防洪、跨流域多水源多目标联合调度、长距离明渠输

水工程水质保护、冬季输水安全保障等典型智慧应用场景。相关建设

成果在数字孪生国家水网建设中具备良好的示范价值和重要的推广

应用意义

http://www.baidu.com/link?url=h4JlMK7KjWCtWZTPYKNRb3tryIrg0SBfkqPc8QnpoRnFlIHsV7-WVI5K_81u2YrHPk-uDgNFP6lMrj8__tFTW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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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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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

单位
业务领域 参加人员 示范引领性

5

数字孪

生丹江

口

南水北

调中线

水源有

限责任

公司

水资源管理

与调配、

水利工程建

设和运行管

理、

南水北调工

程运行和监

管、

河湖长制及

河湖管理、

水土保持

王 威、马水山、张金锋、

陈鹏霄、李全宏、胡雨新、

程靖华、徐 波、李双平、

张 力、林 莉、李 歆、

颉志强、韩 旭、白凤朋、

数字孪生丹江口实现了水-库-坝全息实时映射与“四预”业务智能应

用，实现与数字孪生流域信息互联、业务互馈，在 2023 年汉江秋汛

及水库 170m 蓄水、突发水污染等重要事件和水库日常运行管理保护

等业务中，成功投入实战并发挥显著作用。形成了 10 余项具有创新

性、可复制推广的关键技术，突破了传统数据驱动模式对性态反映完

整性、准确性及特殊场景预测等存在的瓶颈，研发了仿真—监测互馈

修正驱动的大坝有限元多物理场耦合模型、调蓄型深水水库高效高精

度三维水动力水质模型、耦合高精度水动力数学模型和并行计算算法

的突发水污染模型、基于策略的地质灾害多因子监测预警及仿真预演

模型等，并已推广应用至多个工程与流域智慧化建设中，示范引领成

效显著

6

数字孪

生钱塘

江

浙江省

水利厅

流域防洪、

水资源管理

与调配、

水利工程运

行管理

周红卫、徐红权、毛肖钰、

陈 洲、童安涛、陈瑞刚、

孙映宏、张玉伦、沈鹏飞、

华勇斌、金 纯、林彬彬、

唐子文、王建金、华 钦、

通过多种孪生建模技术，建成全流域多层级的三维水陆一体仿真数据

底板，制定物理流域底板仿真技术标准及更新机制；创新“流域-流

域”及“流域-工程”的数字孪生多跨协同建设模式，干流依托预报

调度一体化、洪水淹没演进、工程安全分析等模型，形成工程调度方

案以及洪水风险、工程风险、淹没风险“三张清单”；子流域依托干

流计算结果，结合大数据清村扫楼数据，精准定位淹没区内每个人，

实现洪水预警向风险预警转变；探索建立省市县联动、干支流协同的

数字孪生流域推进机制，组建干流枢纽联盟，共享集成跨行业的精细

化管理数据，初步实现流域统一调度、统一管理。在推动数字孪生流

域建设与管理方面，钱塘江试点提供了示范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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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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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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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领域 参加人员 示范引领性

7

数字孪

生九龙

江北溪

福建省

水利厅

流域防洪、

水资源管理

与调配

余德贵、梁立峰、蔡海鹏、

毕青云、黄林祥、林建洪、

廖相国、余启成、黄勤锬、

骆寒菁、曹 阳、苏康建、

黄水木、王赛林、申友汀、

九龙江北溪是福建闽西南水资源配置骨干网络工程的重要节点，承担

向厦门、漳州两大城市供水和防洪重任。为保障水量、水质和工程安

全运行，构建“应急调水、用水分配、检修清库、水体置换及闸门调

度”等多场景水资源综合调配模型，实现水资源的“四预”应用，对

于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水平和实现精细化管理的目标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构建“流域来水预报-防洪安全预警-工程防洪调度-洪水风险

预演-防洪调度预案”的防洪联合调度，以配置灵活的模块化方式开

发水库防洪调度、防汛标绘技术等功能模块，强化多目标耦合实现协

同联合调度，在保证防洪安全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各梯级电站的综合

效益发挥，实现流域防洪的精准调度，为防汛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8

数字孪

生峡江

水利枢

纽工程

江西省

水利厅

流域防洪、

水资源管理

与调配、

水利工程建

设和运行管

理

蔡 勇、谢 敏、张 煜、

陈 杰、曾 斌、万迪文、

傅 韬、胡应龙、王 颖、

刘 亮、付 鹏、史 赟、

李 磊、韦俊峰、李志珍、

数字孪生峡江水利枢纽工程构建工程数字化映射场景，精度达设备

级。创造性研发“5G+北斗智能一体化监测系统”，高度模块化设计

实现流域水雨情、视频监控等数据一体化高效采集。基于三维有限元、

高阶张量信号分解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金结健康诊断、泵站

机组故障诊断等模型，打造金属结构健康诊断、感知“设备脉搏”预

测性维护等创新应用，有效推动设备运行维护由“被动应对”向“主

动防御”模式转变。开展智慧水利数据底板、工程安全分析模型等 5

项技术难点攻关。建设成果在应对 2023 年赣江流域洪水和 2022 年旱

情中发挥积极作用，具备较大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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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样板

名称

样板

单位
业务领域 参加人员 示范引领性

9
数字孪

生北江

广东省

水利厅

流域防洪、

水资源管理

与调配、

水利工程建

设和运行管

理等

陈仁著、孙 书、黄 坚、

林晓敏、王留杰、李敏峰、

钟锦雄、黄本胜、郭 磊、

陈亮雄、杨静学、张嘉扬、

彭海波、林 斌、曾凤莲、

聚焦防洪联合优化调度，通过北江流域水库、蓄滞洪区、水闸、分洪

河道、堤防等组成的“蓄、行、滞、分”较为完善的防洪工程体系与

数字孪生技术的深度耦合，协同优化多工程群组“上调、中控、下分”

联动，搭建“预报预警-工程调度-河道演进-精细模拟-风险研判-预

案执行”全链条“四预”框架。在数字孪生关键技术方面，构建“标

准统一、快速组装、敏捷复用”的省级孪生平台，形成“基础-监测-

业务”多元异构数据融合体系，重点突破融合知识关系与精英策略等

驱动模型，形成“纵向以平台支撑应用、横向按‘四预’功能组织”

的业务体系。强化流域防洪协同、统筹水资源调度和工程智慧化管理

能力，试点成果已推广复用至水网和东江等先行先试建设

10

数字孪

生流域

建设宁

夏省级

试点

宁夏回

族自治

区水利

厅

流域防洪、

水资源管理

与调配、

河湖长制及

河湖管理、

水土保持、

农村水利水

电

王岚海、李雄鹰、鲍小明、

姜维军、王海峰、赵 杰、

侯 峥、包淑萍、李海军、

张国军、齐敦哲、胡静宁、

乔 杨、闫茹玉、冯彩宁、

基于宁夏“云、网、端、台、数、安”等数字化建设基础，探索形成

“全域一体（全省域提供数字流域、数字孪生水网、数字孪生工程数

据底板）、需求统筹（建立省、市、县行政审批、网信、水利相互联

动审查的数字孪生水利项目需求统筹机制）、共性复用（基于宁夏政

务云、水利云形成可供区、市、县复用的 8项基础共性支撑能力）、

双云驱动（结合水利云，启动归集水利行业市场治水数据的黄河云）”

的省级数字孪生流域建设模式，重点在共性能力支撑、黄河云建设、

关键技术攻关、可复制典型打造等方面取得了落地性成果

备注：十大样板排序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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