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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了便于各位委员了解中国水利学会水力学专委会和中国水力发电

工程学会水工水力学专委会的最新动向，加强专委会秘书处与委员间的沟通

和联系，两专委会将从 2012 年起为大家编发“专委会简讯”。简讯将以电子

版形式定期发送到您的邮箱，内容包含专委会新闻、学组动态、会议通知、

委员风采等，欢迎阅览并期待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专委会新闻 

“第六届全国水力学与水利信息学大会” 

承办单位和举办地点公布 

近日，中国水利学会水力学专委会、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水工水力学专

委会、国际水利与环境工程学会中国分会（以下简称“三专委会”）开展了“第

六届全国水力学与水利信息学大会”的承办单位和举办地点的推选工作。三专

委会秘书处向有意向承办第六届会议的单位发出了邀请，共收到两份申请书，

分别为“清华大学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四川大学水

力学与山区河流开放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经过自荐、投票等程序，确定“第

六届全国水力学与水利信息学大会”将于 2013 年 6 月 8-10日在北京召开，承

办单位为清华大学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承办单位简介 

清华大学始建于 1911年，1912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 年设立

大学部，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1928 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并于 1929 年

秋开办研究院。是政府重点支持建设的两所大学之一，国家首批“211 工程”

和“985 工程”系列的重点大学。拥有 1个国家实验室（筹）、12个国家重点实

验室、5 个国家工程实验室、4 个国家级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 17 个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 

 

 

 

水利学科是清华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1952 年水利学科单独建立

水利水电工程系水利水电工程系（简称水利系）。水利系的学科布局覆盖水利

工程一级学科的全部二级学科，其中水工结构工程、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两个

mailto:yangf@iwhr.co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02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4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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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8816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173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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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委会新闻 

 
 

水利学科是清华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1952 年水利学科单独建立

水利水电工程系水利水电工程系（简称水利系）。水利系的学科布局覆盖水利

工程一级学科的全部二级学科，其中水工结构工程、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两个

二级学科是全国重点学科。系内设有七个科学研究机构，是水沙科学及水利水

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依托单位。全系现有教职工 111 人，其中中国科学院

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6 人，教授 36人，副教授 28 人。此外，还聘有 11位院士和

6位国内外著名专家为兼职教授。 

水利系致力于培养高层次的专业型人才和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在校本科

生约 340人，硕士研究生约 140人，博士研究生约 150人。课堂教学效果多年

来在校内名列前茅，《水力学》等四门课程是国家级精品课。 

水利系始终坚持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思路，积极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工作。

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20余项，省部级科技

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共计近百项。有 4 篇博士论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以河流研究所中青年教师为主体的研究团队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选为

优秀创新群体。水利系还特别注重紧密结合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开展研究工

作，自 50年代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主持设计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密云水库以来，参与了包括世界最大规模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世界

最大规模的调水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国内几乎所有的重大水利水电工程的关

键技术攻关。近十多年来，又根据新的社会发展时期中国水问题所面临的重大

需求，加强了对水灾害、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和水管理的研究，取得了丰

硕的研究成果。水利系还十分重视国际交流，与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英国、

德国、挪威、瑞典、奥地利、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

保持着长期的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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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委会新闻 

 会议日期和地点 

会议日期：2013 年 6月 8日-10日（周六、周日、周一） 

会议地点：清华大学 

清华园，地处北京西北郊名胜风景园林区，明朝时为一私家花园，清朝康

熙年间成为圆明园一部分——熙春园，道光年间分为熙春园和近春园，咸丰年

间改名为清华园。清华大学校园内绿草青青，树木成荫，湖光山色，景色优雅。

各个不同时期的建筑自然形成各具风格的建筑群落，为参会人员创造了适宜的

学术交流和生活环境。 

具体会议安排详见“第六届全国水力学与水利信息学大会一号通知”。请各

位委员踊跃投稿，积极参会。 

 

 

专委会通知 

 

关于收取 2012年专委会会费的通知 

各位委员： 

在过去的一年里，您对水力学专委会的工作和各项活动都给予了很大的支

持，特向您表示感谢。为了更好地开展专委会的正常工作，请您在百忙之中交

纳 2012年会费。会费收取标准为： 

（1）中国水利学会水力学专委会： 

 主任委员：3000 元/人/年； 

 副主任委员：2000元/人/年； 

 秘书长/副秘书长/委员：600元/人/年。 

（2）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水工水力学专委会： 

 主任委员：3000 元/人/年； 

 副主任委员：2000元/人/年； 

 秘书长/副秘书长/委员：500元/人/年。 

收费通知已发送到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不详事宜请与专委会秘书处联

系。 

联系人：杨帆 

电话：010-68781055，010-68781126，010-68781049 

传真：010-68538685 

Email：yangf@iwhr.com;yangfaniwhr@126.com 

地址：北京市复兴路甲 1号，中国水科院水力学所，100038 

 

中国水利学会水力学专委会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水工水力学专委会 

秘书处 

2012 年 5月 
 

mailto:yangf@iwhr.com;yangfaniwhr@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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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动态 

 

 

 城市河流学组专家调研指导陇南市防汛减灾工作 

   

 

2012年3月30日至4月2日，由水利部原副部长、中国水利学会水力学专委会

城市河流学组名誉主任王守强带队，城市河流学组秘书长、北京万方程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沈承秀，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长江处副处长黄

先龙，水利部河北水利水电勘察设计研究院院长孙景亮等组成的专家组，在甘

肃省陇南市市委、市政府的邀请下，先后深入陇南市成县、武都区、文县等县

区，对水利设施建设、防汛减灾工作等进行实地调研指导。甘肃省水利厅党组

成员、纪检组组长王金城，市委副书记、市长孙雪涛，市委常委、副市长李旺

泽，副市长曹成章等陪同调研。 

    在武都区，专家组先后实地查看了武都城区北峪河流域泥石流预警点、武

都区防汛指挥中心、北峪河城防大堤、北峪河口、城区强排泵站、白龙江二桥、

市气象局自然灾害预防预警信息化建设、东江水沟、教场小沟、大山沟、招待

所沟、郭家沟、东江新区防洪工程、泥石流沟道治理工程和防灾减灾预警体系

建设，详细了解了全市水利建设发展规划和应急避险方案，实地调研了马街镇

下南山万亩花椒基地、姜家山灾后重建及新农村建设、田园油橄榄加工企业及

两水油橄榄基地。专家组结合特色产业开发、生态治理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等内

容，对武都城区及全市水利设施建设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发挥综合效益提出了

一些意见和建议。 

调研结束后，于4月1日上午在武都召开了水利部专家调研陇南市防汛减灾

工作座谈会，孙雪涛、李旺泽、辛海生、张俊兰等市领导出席。曹成章主持座

谈会。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武都区主要负责人及区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

人参加座谈会。市水务局和武都区汇报了全市防汛减灾工作和武都城区防汛减

灾工作情况，并对亟须帮助协调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汇报。王守强听取汇报后作

了讲话。沈承秀、孙景亮、王金城分别对武都城区防洪工程建设和全市特色产

业开发、招商引资等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城市河流学组秘书处 供稿） 

 

会 城市河流学组 

 

 冰工程学组完成领导班子换届工作  

水力学专委会 城市河流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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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动态 

 
水力学专委会 环境与生态水力学学组 

 

 中国环境与生态水力学年会将于2012年10月在成都召开 

由中国水利学会水力学专业委员会环境与生态水力学学组主办的“第十届

全国环境与生态水力学学术讨论会”将于 2012 年 10 月在成都召开。自 2000

年开始，环境与生态水力学学组每两年举办一届年会，年会的规模越来越大，

吸引了水环境和水生态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以及各流域部门的管理技术人员

的踊跃参加，其影响力日益扩大。 

结合学术会议，连续出版了《中国环境水力学 2002》等系列论文集，反映

了国内生态环境水力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得到了国

内同行们的认同和大力支持。在“赵文谦环境水力学奖学基金”的支持下，从

2008年第八届全国生态与环境水力学学术会议开始，评选学生为第一作者的优

秀研究论文，以奖励青年学生在该领域的贡献。2010年在武汉召开的年会上，

来自清华大学的王志刚、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夏玉强、三峡大学的方小凤

等三位同学荣获此殊荣。 

本届年会由四川大学承办，会议内容将包括各类水域水动力学及污染物质

输移、转化过程的试验、观测、模拟研究；流域生态系统及水力学、水文学过

程，水的生态功能和生态需水量；水生态环境调查、监测和评价；水利水电工

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过程和机制，减免和补偿不利影响的技术方法研究；河流

健康评价理论和方法；湖泊污染过程、控制理论与技术；植被-水流-泥沙的相

互作用，包括泥沙输移和植被水力学以及相互间的作用等；湿地的生态过程和

环境效应；流域综合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会后，将赴北川进行技术考察，欢迎

各位专家、同行参加。 

 

 
 

（环境与生态水力学学组秘书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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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会议信息摘自 IAHR 简讯第 21期和 22 期 

会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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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风采 

 

 

 

 

 

 

 

 

 

 

 

 

周孝德，男，汉族，1960年 8月出生，江西玉山人，博

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西安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科技

部“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西北旱区生态水利工程省

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主任，并兼任陕西省决策

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中国水利学会理事、中国水力发电学

会理事、陕西省水利学会副理事长和陕西省环境科学学会副

理事长等。 

 

 

周孝德教授曾获机械工业部青年科学家、陕西省“三五”人才、陕西省优秀科

技青年、水利部优秀科技青年等荣誉称号，1998 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

津贴。先后主持各类科研课题 60余项，包括“973”计划项目 1项，国家九五攻关

项目子专题 1项，国家水专项子课题 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项，省部委项

目 8项，以及企业委托的横向课题 50余项。在《JOURNAL OF HYDRODYNAMICS》、《水

利学报》、《水力发电学报》、《中国环境学报》、《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等学术期刊

上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其中 20余篇被 SCI、EI检录。出版学术著作 4部，获省

部级奖 4项。 

周孝德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水污染控制和环境水力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流域

水环境承载力、大型水库水温水质模拟和山区洪水风险分析等研究方向上取得了系

列创新成果：在流域水环境承载力研究方面，建立了水环境承载力系统动力学模型，

系统开展了诸如新疆博斯腾湖和叶尔羌河流域、山西的桑干河和汾河流域、陕西的

渭河流域和榆林地区等多个资源性缺水地区流域水环境承载力研究工作；在大型水

库水温水质模拟方面，系统进行了西北旱区主要流域梯级开发对水库水温累积效应

研究, 成果应用到黄河上游河段、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新疆叶尔羌河流域梯级开

发中；在山区洪水风险分析研究方面，探明了暴雨引发山区河流暴涨洪水的特征、

暴雨洪水导致库坝溃决的动力学机理，以及溃坝洪水与山区暴雨洪水的遭遇叠加机

制，提出了暴雨洪水灾害和溃坝洪水灾害的防治对策。 

周孝德教授从教二十余载，为本科生讲授了水力学、环境工程概论、环境影响

评价等课程，为研究生讲授了环境水力学、水环境模拟、水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等

课程,已培养博士 20 名、硕士 80名。作为我校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的学科带头人，

周孝德教授带领的西安理工大学水力学教学团队于 2010 年获得了国家级教学团队

称号。 

 

水力学专委会副主任  周孝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