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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疏勒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局水利科学研究项目组织实施工作总结的基础上,通过借鉴相关科研院所同类型

科研管理方法与组织体系,对管理局水利科学管理工作模式进行优化和调整,提出适应国际化发展的科研管理体系,主要从人

才队伍建设及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等方面着手,提出科学高效的科研管理, 并加以实践应用,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和科研组织

实施机构,为不断探索水利科技前沿,引领水利科技进步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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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要对科学研究进行规范化进行,必须重视科研队伍的建

设和管理工作的保障,水利科学科研工作其具有独特性,必

须进行田间试验或制造水工模型展开试验研究,因此其管理

尤为重要。甘肃省疏勒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局大力开展水利科

学技术研究和水资源管理技术创新,加大科研人才培养、科

研成果的开发和推广应用,有力推动了流域水利事业科学发

展,推进了流域水利管理现代化进程,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为流域建设、管理、发展提供了不懈动力。本文通过疏勒河

流域水利科研人才培养实践,通过借鉴高校和其他科研机构

的项目实施组织和管理[1-3],通过工作实践和项目实施经验

总结[4,5],总结本流域科研管理模式,并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关

措施和改进建议,为本流域水利事业发展奠定基础。 

1 完善工作机制,加强科研人才培养的组织领导 

1.1 健全科研机构,加强组织管理 

管理局把水利科研工作和业务工作同计划、同部署、同

落实。外事科技处对全局科研工作进行全面管理,负责科研

项目计划立项、工作部署、阶段评价和成果验收,科研人员

的配置,项目实施过程的组织协调。水利科学技术研究所专

门负责全局性水利科研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科研实验站点、观

测基地的管理。各科研小组或技术革新小组,负责业务管理

范围内的技术创新研究和科研项目承担的具体课题研究任

务。 

1.2 完善工作机制,激发创新活力 

管理局把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贯穿于业务工作的各个

环节,形成了相辅相成、有机结合的整体,使科研工作服务于

水利水电生产与管理,助推流域改革发展。不断创新研究方

式,从自主开展研究转向与院校合作研究,从基础应用研究

转向高新技术开发,从单一项目试验转向系统工程研发。不

断拓展研究领域,从传统的气象、地下水动态、节水灌溉、

工程应用技术等研究向高新的水源地生态系统、冰川变化、

泥沙模型、水资源高效配置模式等研究领域拓展。良好的工

作机制和研究氛围,激发了专业技术人员敢于创新、勇于钻

研的活力和动力。 

1.3 落实工作责任,精心组织实施 

管理局针对每一个科研项目科学合理配备专业技术人

员组建项目研究领导小组,明确项目负责人及参加人员职责,

并按科研项目研究专题和课题划分研究小组,明确各自分工

任务、工作要求和完成时限。各基层单位都结合实际工作,

组建了多个科技攻关小组、技术革新小组和科研课题研究小

组,确定专人,定期、定点,长期进行高效节水、常规节水、

水电技改等领域的观测、试验,开展应用技术和管理科学的

创新研究。 

2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在工作实践中培养科研人才 

人才队伍建设,始终是推动改革发展的第一要素,立足

工作实践和实际需要,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多种形式培养急

需所需专业技术人才。 

2.1在项目工程建设中针对存在的技术难题开展应用技

术研究,培养技术人才 

冬季施工中如何保证混凝土强度和质量,一直是困扰大

家的难题,施工一线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各种温度条件下对混

凝土拌合、浇筑和运输的温度控制,材料配合比及外加剂使

用进行反复试验,取得了大量的数据资料,经对比分析,现场

验证测算,从中找出了符合流域冬季气候条件下混凝土材料

级配、拌合、运输、浇筑、控温最佳方案,该方案在流域工

程建设中广泛应用后,即保证了工程质量,又控制了工程施

工成本。渠道抗冻胀处理是西北冻土区工程建设的研究课题,

建设一线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学习老一辈研究成果,总结实践

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不同地质、水文环境和施工条件,开展了

柔性衬砌、苯板抗冻、混凝土防冻等施工工艺和施工技术的

试验研究,取得的大量试验数据和研究结果为改进设计与施

工方案提供了依据。 

2.2在水利管理的实践工作中开展应用科技和管理技术

的研究,培养管理人才 

水库冬季建筑物前破冰一直是工作人员拴着绳索用大

锤敲击,这样破冰工作强度大,而且危险,水库专业技术人员

根据动态水融冰原理研制了自动破冰系统,并在流域内广泛

推广应用。灌区专业技术人员结合工作实际,在灌区开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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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户参与式管理模式研究”项目,完成了农民用水协会组建

运行管理指南和甘肃省 DFID 项目农民用水协会管理与研究

课题,为全省推广“用水户参与式管理模式”提供了实践经

验、参考模式和理论基础。 

3 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广泛开展水利科学技术研究 

流域水利水电事业的蓬勃发展,为广大专业技术人员搭

建了良好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平台,提供了施展才华、成

就梦想的舞台。 

3.1 在疏勒河综合开发项目工程建设中,搭建科技创新

的平台 

把水利科研贯穿项目建设始终,在借鉴应用前沿科技成

果的同时,结合项目建设要求,大力开展环境保护、施工工

艺、工程设计、信息化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并将研

究成果应用于项目工程建设。在昌马水库等水利工程施工过

程中,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驻守一线,在解决施工难题中开展

技术攻关,在优化施工方案中开展课题研究,取得了多项科

研成果,其中《25 米长管棚法在昌马水库排沙洞塌方处理中

的研究与应用》等 3项成果获甘肃省水利科技进步一等奖或

二等奖。 

3.2 在灌区开发建设和管理工作中,搭建科技研究、管

理创新的平台 

随着灌区开发建设,水资源高效利用、中低产田该高、

灌区管理模式等课题均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面对新开发灌

区原生盐渍化问题,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开展科技攻关,划分

片区取样化验分析,根据不同片区土地盐碱的成分含量及成

因,采取工程措施、生物技术措施改造实验,经过 3年反复试

验,完成了河西地区原声盐渍化数字模型和改良实施方案,

《河西地区原生盐碱地改良试验研究与推广》成果 2007 年

获水利部大禹科技进步三等奖,甘肃省水利科技进步一等

奖。根据疏勒河流域水资源与生态环境和灌区需要,开展“内

陆河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及生态系统保护、恢复和关联模

数”等一系列专项课题研究。 

4 探索前沿科技,引领流域水利科技进步 

疏勒河灌区信息化系统是针对疏勒河流域水资源科学

管理、保证灌区农业适时灌溉及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

以信息采集为基础,以高速安全可靠的计算机网络为手段,

以大型数据库技术、3s 技术、三维仿真技术以及决策支持

系统为核心开发完成的现代化灌区管理系统。主要有三大水

库联合调度系统、水资源决策支持系统、地下水监测仿真系

统、洪水预报与防洪仿真系统、灌区闸门监控系统、灌区用

水计量系统、水费管理系统、办公管理信息系统组成。对提

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推进现代化灌区建设具有较强的

指导意义。 

管理局和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建立

了祁连山冰川与生态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疏勒河试验站,联

合开展疏勒河源头水文地质变化和祁连山冰川与生态环境

变化观测研究,和清华大学水利工程水沙科学国家重点试验

室建立了疏勒河试验站,开展疏勒河泥沙及推移质入库、入

渠防治研究。 

5 结束语 

经过多年的努力,疏勒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局逐渐建立和

完善了水利科研工作领导组织和运行机制,并且在科研与人

才培养相结合的模式上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别是科研项目实

施机制方面取得较大突破,但目前管理局科研工作很多方面

还需加强和规范,我们将进一步努力学习和探索,不断总结,

并加以实践应用,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和科研组织实施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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