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发布 202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黄河水科学

研究联合基金项目指南的通告

国科金发计〔2024〕130 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现发布 202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黄

河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项目指南，请申请人及依托单位按项目指南所

述要求和注意事项申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24 年 4月 17 日

202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黄河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项目指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国家电力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设立黄河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旨在发挥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吸引和调动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力量，

围绕保障黄河流域水安全，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的

重大水科学问题开展基础研究工作，开拓新的研究方向，促进国家水

安全相关领域源头创新能力的提升。

202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黄河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以重点支

持项目的形式予以资助，资助期限均为 4年，直接费用的平均资助强



度约为 260 万元/项。

一、主要研究方向

1. 黄河古贤-三门峡-小浪底联合调水调沙动力提升机制（申请

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阐明变化条件下黄河下游河道冲淤演变规律，揭示古贤-三门峡-

小浪底联合调水调沙动力提升机制，提出统筹多目标的中游水库群调

水调沙指标体系，研发黄河防洪减淤、生态保护、水力发电等多目标

协同的水库调度模型，优化中游水库群联合调水调沙方案。

2. 暴雨时空变异情势下黄河中游产流产沙演变规律与预测（申

请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阐明黄河中游暴雨时空变异条件下多尺度流域水沙响应过程和

传递机制，揭示极端降水和下垫面对流域水沙变化的机理，预测未来

气候和下垫面变化情景下的黄河中游水沙变化趋势。

3. 黄土高原典型流域水土保持措施对暴雨产流产沙过程的影响

机制（申请代码 1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开展典型流域坡面微地形变化下产汇流原型观测与室内模拟实

验，研究微地貌形态与不同水土保持措施等多因子叠加下的暴雨产汇

流响应机制与模式，研发适应微地形变化的场次暴雨产汇流模型，开

展流域暴雨产流产沙预报。

4. 黄河流域水库淤积物流化相变机理与高效联动清淤（申请代

码 1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研究黄河流域水库淤积物化学物理特性，揭示淤积物由固相沉积

物转变为液相浆体的流化相变机理，阐明淤积物管道输移与能耗机制，

研发黄河流域中小型水库高浓度环保造浆与管道输送防淤堵高效联

动清淤技术。

5. 十大孔兑风沙水沙入黄通量变化对河道演变复合影响及防控

（申请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辨析孔兑高含沙洪水过程特征及诱发机制，构建风沙-水沙动力

过程模型，定量评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十大孔兑风沙-水沙

入黄通量，阐明风沙水沙入黄通量变化对河道演变的复合影响，提出

十大孔兑风水复合侵蚀防控技术。

6. 黄河宁蒙河段悬河演化动力学机制与水沙调控（申请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辨析黄河宁蒙河段水沙调控与沙质河床滩槽演化响应过程，揭示

黄河宁蒙河段悬河演化的动力学机制，研究水沙多目标调控模型及求

解技术，提出宁蒙河段河床稳定的水沙调控方法。

7. 黄土丘陵沟壑区重力侵蚀过程及对流域产沙贡献（申请代码

1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建立黄土丘陵沟壑区重力侵蚀观测与识别新方法，探明重力侵蚀

时空分布特征和发生发展过程，揭示重力侵蚀对流域产输沙过程的影

响，构建流域重力侵蚀过程模拟模型，评估重力侵蚀与水土保持措施

互馈效应及其对流域水沙输移的贡献。



8. 黄土高原调水减沙增汇的植被格局优化配置（申请代码 1 选

择 E09 的下属代码）。

研究黄土高原植被格局对多尺度水沙过程的影响机制，辨析植被

水碳通量对植被格局变化的响应，提出调水减沙增汇的植被格局优化

配置阈值与布局。

9. 淤地坝系溃决洪水演化机理及风险防控（申请代码1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揭示淤地坝关键部位隐患导致溃坝的演化机理，提出复杂坝系连

溃洪水演进的快速分析方法，阐明泄放水建筑物与淤地坝体的协同作

用机制，研发淤地坝系风险防控技术。

10. 黄河下游河床粗化与主槽断面形态演变（申请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研究黄河下游床沙粗化调整规律，揭示主槽断面形态变化过程与

塑造机理，建立输沙能力及河道断面形态因子与水沙动力条件的响应

关系，提出维持下游河道中水河槽过流能力的适宜水沙过程及调控指

标。

11. 气候变化下黄河下游特大洪灾动力学过程及风险应对（申请

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识别气候变化影响下黄河流域暴雨洪水风险，阐明下游特大洪水

泥沙生态灾害链动力学过程，揭示黄河下游溃堤风险及洪水泥沙生态

灾害效应；提出水工程联合防控黄河下游特大洪水泥沙生态灾害的极

限防御能力及对策。



12. 黄河防洪工程坝垛坍塌险情演化机理与应急监测预警（申请

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阐明黄河防洪工程坝垛坍塌险情演化机理，研发基于人工智能和

机器视觉的坝垛坍塌险情检测与水下根石探测方法，提出黄河防洪工

程坝垛智能应急监测与综合预警技术。

13. 黄河下游生态护坡破坏机制与风险管控（申请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揭示水-沙-植被耦合作用下生态护坡破坏机制，研发刚-柔协同

生态护坡结构型式，建立黄河下游生态护坡工程安全风险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提出黄河下游生态护坡风险管控技术。

14. 基于组网相控阵测雨雷达的精细化暴雨监测与短临预报（申

请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研究相控阵测雨雷达精细化数据质量控制算法，研发超精细化暴

雨定量监测技术，建立秒级致洪暴雨精准识别和定量监测模型，提出

高时空分辨率的致洪暴雨精准短临预报方法。

15. 黄河动床模型悬沙在线监测原理与技术（申请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研究黄河动床模型悬沙在线监测原理，研发适合不同材质模型沙

悬移质含沙量快速精准在线监测技术，提出动床模型含沙量快速精准

在线监测方案。

16. 河海动力交互作用下黄河河口主支汊交替机制与调控（申请

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阐明尾闾拦门沙区域分汊入海、主汊和支汊交替轮换的演变规律，

明晰分汊入海对口门淤积造陆特征、河床纵剖面演变机制和流路稳定

的影响机制，提出黄河河口来沙量和含沙量大幅降低新情势下延长流

路行河年限的水沙优化调控方法。

17. 冰凌灾害风险评估与凌汛期龙-刘水库联合优化调度（申请

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阐明冰水沙耦合致灾机理，建立河冰生消全过程冰水沙动力学模

型及冰凌灾害风险评估模型，定量评价大流量封河条件下流量过程的

效益及风险，提出凌汛期龙-刘水库联合调度的多目标优化方法。

18. 黄河流域库坝系统渗透破坏孕灾过程与安全防控（申请代码

1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揭示渗流应力作用下筑坝材料及岩土体渗透特性演化机理，构建

坝库系统渗流耦合下的渗透破坏动态过程模型与风险预警模型，提出

黄河流域库坝系统渗透破坏风险控制与安全防控指标阈值。

19. 水沙联合调控下生源物质迁移转化过程及对水生生物的影

响（申请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揭示黄河干流水库群联合调控及泥沙淤积对生源物质迁移转化

的影响机理，识别水沙联合调控下黄河下游河道水生生物生境和指示

物种的响应特征，研发调水调沙关键期黄河下游鱼类替代生境构建技

术。

20. 梯级开发对黄河上游重要生物影响与适应性调控（申请代码

1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揭示梯级开发下黄河上游重要生物的种群变化特征、跨界互作关

系及营养传递效率，识别对水电开发响应敏感的指示性生物类群，建

立生境因子与敏感生物的协同响应关系，提出黄河上游敏感生物对关

键生境因子的适应性调控方法。

21. 河西走廊内陆河湖生态水量调配与效应（申请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阐明河西走廊内陆河湖生态演变对上游来水的响应关系，确定内

陆河湖生态保护目标和河湖复苏的生态环境需水阈值，提出水资源刚

性约束下多目标协同的生态水量调度方法，明晰变化环境下河西走廊

内陆河湖水平衡变化态势及生态环境效应。

22. 北方季节性河流生态水文响应关系与适应性调控（申请代码

1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研究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下北方季节性河流生态水文响应

关系，确定维持季节性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的适宜水量阈值，研发生态

流量适应性调控方法。

23. 乌梁素海等湖泊生态水文功能退化机制与调控（申请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研究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乌梁素海、岱海生态水文变异规

律，重建湖泊长序列咸化退化过程，探讨极端气候、冻融循环、高效

节水背景下盐分归趋及其对水生态的影响机理，提出湖泊水生态保护

与复苏调控方法。



24. 变化环境下黄河流域小水电开发河流生态水文响应与调控

（申请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研究黄河流域小水电开发河流生态水文响应关系及其维持机理，

研发变化环境下黄河流域小水电生态水文调控与绿色小水电建设关

键技术，提出分级分类的黄河流域小水电调控模式及河流生态系统修

复方法。

25. 黄河三角洲“水-沙-盐”生态连通机制及调控（申请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研究黄河三角洲生物群落结构及演变规律，探究地下水交换与三

角洲“水-沙-盐”生态水文连通路径，解析地下水水盐时空分布对三

角洲湿地动植物群落与生态格局演化的驱动机理，提出维持三角洲生

态系统健康的调控技术。

26. 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风险分析与安全保障（申请代码 1选

择 E09 的下属代码）。

明晰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安全运行风险因子，揭示长期服役工

程性态演化机理，构建工程安全性态智能评价与预警模型，提出南水

北调中线穿黄工程安全保障对策和险情预警方法。

27. 面向数字孪生的智能大坝建设关键技术（申请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研究智能大坝建设与改造质量缺陷鲁棒辨识与安全馈控理论，研

发库坝系统全周期全要素信息智能感知-融合-挖掘技术，揭示严酷环

境下智能大坝安全性态智能诊断与灾变触发机制，提出面向数字孪生



的智能大坝灾害链生风险控制方法。

28. 黄河流域地下水超采区回补及修复机制（申请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研究黄河流域超采区地下水位、水量演变趋势，揭示典型超采区

地下水时空演变的生态环境效应，研发黄河流域超采区地下水人工回

补技术，提出地下水超采风险管控措施。

29. 石羊河流域灌溉需水智能预报与节水提质增效调控技术（申

请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研究流域主要粮经作物耗水和灌溉需水的时空智能预测方法、作

物需水-产量-品质耦合模型，构建以节水提质增效为目标的灌溉用水

时空配置智能决策系统，研发节水丰产优质高效分布式灌溉精准控制

技术。

30. 河套灌区高效用水对水盐循环影响与节水阈值（申请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揭示河套灌区农业-生态协同演化机理，开发灌区分布式农业-

生态耦合模型，提出分布式节水阈值，构建农业-生态协同发展的水

土资源联合调控方法。

31. 黄河水滴灌节水增产机理与调控模式（申请代码 1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研究黄河水滴灌轻过滤系统与提升灌溉施肥均匀度的抗堵塞技

术，提出滴灌微生物功能菌剂重构典型引黄灌区盐碱地、沙地等微生

境的新方法，揭示滴灌水、肥、盐一体化精准调控与作物节水增产机



理，构建典型引黄灌区主要粮油作物节水增产滴灌技术模式。

32. 新疆南疆灌区节水对盐分积聚的影响与灌排协同调控模式

（申请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研究全周年农田水盐动态迁移机理和量化方法，解析灌区尺度不

同景观单元水盐侧向迁移规律，揭示大规模节水对区域盐分归趋的影

响和空间分布特征，阐明膜下滴灌农田灌排协同调控的机制，构建面

向节水抑盐增粮的水-盐平衡调控技术与模式。

33. 黄河中游煤炭开发对河川径流影响及模拟（申请代码 1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研究黄河中游富煤支流煤炭开发全周期水文地质条件演变特征，

揭示煤炭开发过程对河川径流的影响机制和矿井水量质异化过程，构

建流域尺度采煤扰动下地表水-地下水-矿井水耦合模型，提出矿井水

多场景协同再生利用策略。

34. 华北地区深层地下水演变规律与回补调控（申请代码 1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研究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华北地区深层地下水循环路径

与周期、水位、储量演变规律，揭示深层地下水与地质灾害产生及发

展响应关系，研发地下水人工回补技术，提出促进深层地下水健康循

环以及地下水系统有效恢复的解决方案。

35. 面向数字孪生黄河的黄土高原土壤侵蚀预测预报模型及集

成系统（申请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揭示水土保持措施对流域水沙级联传输关系的阻控作用，研发坡

面侵蚀、沟道侵蚀的多时空尺度土壤侵蚀预测预报模型，集成面向数

字孪生黄河的多时空尺度土壤侵蚀预测预报系统。

36. 基于“三条黄河”联动的黄河下游河势演变与工程险情预测

（申请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剖析黄河下游游荡河段河势演变机理及主控因素，定量分析模型

黄河河势模拟中的误差来源及不确定性，创新数学模型中河势演变的

水土力学耦合模式，基于实时校正与数据同化技术分析“三条黄河”

的联动与互馈机制，研发黄河下游洪水-泥沙-河势-工程险情全过程

预报技术。

37. 变化环境下黄河流域害堤动物迁移赋存机制及智能预警方

法（申请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研究黄河流域害堤动物的分布特征及存在性态，揭示气候变暖下

温度-湿度-土壤共同作用的害堤动物赋存条件及北向迁移规律，辨析

黄河流域堤防害堤动物的生物生存特性表征及其灾害效应，构建害堤

动物智能识别特征图谱及危害性诊断方法，提出考虑环境适应性的害

堤动物防治智能预警方法。

38. 黄河流域涉水行为碳汇资源核算方法（申请代码 1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建立黄河流域涉水行为碳汇资源核算指标体系，提出淤地坝、梯

田、植被恢复等典型涉水行为的碳汇量核算方法，建立黄河流域涉水

行为碳资产数据库，阐明碳汇认定监管与价值转化机制，提出流域涉



水行为碳汇资源登记管理模式。

39. 基于多维感知的黄河中游智能防洪“四预”方法（申请代码

1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构建空中雨、落地雨、洪水、下垫面等多要素多维度监测感知方

法，研发短临暴雨洪水智能预报预警预演技术和方法，提出暴雨洪水

灾害全过程动态迭代智能预案生成方法。

40. 高速水流作用下流道混凝土结构劣化演变机理与调控（申请

代码 1 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阐明环境水流耦合作用下流道损伤机理，研发流道混凝土耐久性

复合提升技术，提出新型水工流道掺气方式及体型优化设计方法，构

建水流-振动-结构耦合的水工流道防冲消能结构优化调控方法。

41. 水风光多能互补下水电机组调控机制及模型（申请代码 1选

择 E09 的下属代码）。

建立水电机组过渡过程的动态调能模型，揭示水风光协同运行优

化调控机制，研发适用于机组全工况分析的水轮机组调节系统模型，

提出水风光多能互补下水电机组联合调控方法。

42. 黄河上游梯级电站储能工厂容量配置与运行调度（申请代码

1选择 E09 的下属代码）。

研究水风光清洁能源不同容量配比下的互补特性，阐明多级混合

式抽蓄运行与多目标利用的竞争关系，揭示梯级电站储能工厂多目标

多尺度联合调度机制，提出梯级电站大型储能工厂容量配置方法。



二、申请要求

（一）申请人条件。

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 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者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

2.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以及无工作单位或者

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人员不得作为申请人进行申请。

（二）限项申请规定。

执行《202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申请规定”中限

项申请规定的相关要求。

三、申请注意事项

申请人和依托单位应当认真阅读并执行本项目指南、《2024 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和《关于 202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申请与结题等有关事项的通告》中相关要求。

1. 本联合基金项目采取无纸化申请。申请书提交时间为 2024 年

5月 15 日至 5月 20 日 16 时。

2. 本联合基金面向全国，公平竞争。对于合作研究项目，应当

在申请书中明确合作各方的合作内容、主要分工等。项目合作研究单

位的数量不得超过 2 个（依托单位+合作单位 1+合作单位 2），资助

期限为 4 年，鼓励将联合资助方相关单位作为合作研究单位。

3. 申请人同年只能申请 1 项黄河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



4. 申请人登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简称信息系统），

采用在线方式撰写申请书。没有信息系统账号的申请人请向依托单位

基金管理联系人申请开户。

5. 申请书资助类别选择“联合基金项目”，亚类说明选择“重点

支持项目”，“附注说明”选择“黄河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申请代

码 1”应按本联合基金项目指南要求选择，“申请代码 2”根据项目

研究内容自主选择相应的申请代码；“主要研究方向”根据项目研究

方向选择相应的方向名称，如“1. 黄河古贤-三门峡-小浪底联合调

水调沙动力提升机制”，研究期限应填写“2025 年 1月 1日-2028 年

12 月 31 日”。

6. 如果申请人已经承担与本联合基金相关的国家其他科技计划

项目，应当在申请书正文的“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部分论述申请项

目与其他相关项目的区别与联系。

7. 资助项目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发表论文、专著、研究报告、

软件、专利、获奖、成果报道等，应当注明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黄河水科学研究联合基金项目资助和项目批准号或作有关说明。自然

科学基金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

同促进项目数据共享和研究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8. 依托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完成依托单位承诺函、组织申请以及

审核申请材料等工作。在 2024 年 5 月 20 日 16 时前通过信息系统逐

项确认提交本单位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并于 5月 21 日 16 时前在

线提交本单位项目申请清单。



联系方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与政策局

联系人：李志兰 刘 权

电 话：010-62329897，6232687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

联系人：张景广 金旭浩

电 话：010-63202385，63202236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科技与创新部

联系人：李 矫

电 话：010-66298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