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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点需求清单

序号 需求名称 需求表述

1

基于水文水动力耦合

模拟的山洪灾害“四
预”技术

为支撑山洪灾害的快速预警及其响应，亟需基于水文水动力耦合模型的山洪灾害“四预”技术。主要技

术指标包括：1.省域范围大规模水文模型计算时长不超过 30秒，小流域水文水动力耦合模拟计算时

长不超过 1分钟；2.小流域三维场景加载、渲染、展示速度不超过 5秒；3.应能对路桥阻水、溃决等

极端情景暴雨山洪进行预演，淹没范围误差小于 10%；4.可基于山洪预演智能生成山洪灾害风险清单

和精细到人到户的山洪灾害防御“一村一策”，生成时间小于 5秒

2

冰湖堰塞湖多源遥感

协同监测与灾害预警

技术

为构建高精度、高频次、长时序的冰湖堰塞湖监测预警体系，亟需冰湖堰塞湖多源遥感协同监测与

灾害预警技术。主要技术指标包括：1.水位遥感监测精度：基于测高卫星实现水位监测误差小于等于

15厘米；2.面积提取精度：通过高分辨率影像与深度学习算法提取冰湖堰塞湖边界，面积相对误差

小于等于 2.5%；3.数据更新频率：时间分辨率小于等于 7天；4.业务化平台功能：自动检索国内外遥

感影像，自动开展水位、面积提取，可接入水文水动力模型接口，支持多源数据自动合成与制图输

出

3

基于测雨雷达的山洪

灾害临近预报预警技

术

为加快推进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建设，亟需基于测雨雷达的山洪灾害临近预报预警技术。主

要技术指标包括：1.雷达外推 0.5小时预报的综合均方根误差低于 15毫米，雷达外推 1小时预报的

综合均方根误差低于 18毫米，雷达外推 2至 3小时预报的综合均方根误差低于 25毫米；2.预报预警

精细到村（或危险区）；3.雨量预警指标实现基于下垫面变化的动态调整；4.预报预警命中率高于 70%，

空报率低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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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需求名称 需求表述

4
全尺度断面水声层析

流量测量技术

为提升黄河流域凌汛期流量的实时监测能力，亟需全尺度断面水声层析声层析流量测量技术。主要

技术指标包括：1.具有大范围、全天候、高精度的河段流速流场分布反演能力；2.适应极端低温及风

沙环境；3.适用于断面宽度大于等于 500米的河道；4.流量监测误差不超过 5%

5
穿透式雷达冰下测流

技术

为提升冰期水文测验能力，强化安全生产，亟需穿透式雷达冰下测流技术，为北方片河道封冻期自

动化流量测验提供技术支撑。主要技术指标包括：1.通过发射特定频率的雷达电磁波穿透冰层，利用

冰水界面反射信号中的多普勒频移解析流速信息；2.无需破冰即可实现连冰层厚度、冰下水深、冰下

流速一体化监测

6
无人船定点多垂线测

流系统

为加强河道断面多垂线流速、水深和断面流量的自动化采集与分析，亟需无人船定点多垂线测流系

统。主要技术指标：1.垂线覆盖能力：单断面垂线数量大于等于 5条，适应河道宽度大于等于 100米，

垂线间距可设为 5至 20米；2.垂线定位精度：平面±8毫米+1ppm、垂直±15毫米+1ppm，基于北斗

RTK差分技术，确保垂线位置与设计航线误差小于等于 0.1米；3.流速/水深测量精度：流速分辨率 1
毫米/秒，误差小于等于 0.25%；4.水深测量范围：0.1至 300米，盲区小于等于 0.1米；5.支持浅滩（如

水深 0.2米）、深槽等极端场景

7
自行式多功能防汛抢

险砂袋快速装填设备

为提高抢险工作效率，确保防洪工程安全，亟需自行式多功能防汛抢险砂袋快速装填设备。主要技

术指标：1.既能装填常用小型防汛砂袋，也可装填大型防汛袋，两者之间快速切换；2.满足装填速度

快、效率高、合格率达标的要求;3.可自行移动及转向，且具有一定离地间隙，以应对复杂地形条件

和多样化抢险需求；4.实现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具备智能化管理模式，可远程操作；5.具备实时检测、

数据分析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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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型引调水工程建设

期数字化管控技术

为支撑构建大型引调水工程全要素、全周期、多维度集成化数字管控体系，亟需大型引调水工程建

设期数字化管控技术。主要技术指标：1.具有多源异构模型融合与三维协同设计技术，实现多专业模

型标准化兼容及设计变更动态关联更新；2.基于 BIM+GIS 的多层级工程数据底板构建技术，实现高

精度地形数据与 BIM 模型动态渲染及多源业务数据动态时空映射；3.具有安全综合管控体系与智能

诊断技术，集成 BIM+GIS+IoT技术构建五维安全风险本体库

9

引调水隧洞工程全断

面隧道掘进机（TBM）

智能掘进平台

为提升水利工程中 TBM智能掘进技术标准化、规范化水平，亟需引调水隧洞工程全断面隧道掘进机

（TBM）智能掘进平台，主要技术指标包括：1.制定统一通信协议与接口标准，建立基于 AI的掘进

参数优化模型，明确风险预警阈值与应急响应机制，提升智能决策的准确性与时效性；2.细化软岩大

变形、岩爆、突涌水、高地温等不良地质条件下的智能平台配置要求

10

全生命周期智能大坝

建设与安全运行管理

决策支持系统

为支撑智水库大坝智能设计、智能建造、智能监控感知能力提升，亟需全生命周期智能大坝建设与

安全运行管理决策支持系统。主要技术指标：1.数字勘察、设计优化、数字化交付、施工动态仿真等

正向设计平台；2.超大体积混凝土超高强度浇筑全过程智能管控、温控，超长骨料带式运输安全保障

等关键建造技术；3.工程建设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全过程管理平台；4.多源数据融合、安全

性态智能诊断、风险自适应预警等智能馈控系统

11

深埋长隧洞高压富水

断层地表定向钻超前

灌浆技术

为有效应对深埋长隧洞穿越高压富水断层时的涌水突泥问题，亟需适用于高压富水断层的地表定向

钻超前灌浆技术。主要技术指标：1.钻孔轨迹精度高，千米级超深孔钻孔偏斜率不超过 0.2%；2.灌浆

压力达静水压力的 2～4倍，对断层产生劈裂挤密效应，提高岩体物理力学性能及抗渗性能；3.施工

安全性高，地面超前灌浆治理，可规避洞内灌浆过程中涌突及影响隧洞稳定等问题；4.施工工效高，

一次灌浆洞段长度可达到 1000米，实现宽大断层一次灌浆处理完成，不占用隧洞施工直线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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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家水网工程质量智

慧检测全过程多元化

融合技术

为支撑国家水网工程质量“检测-分析-决策-管控”全流程闭环，亟需工程质量智慧检测全过程多元化融

合技术。主要技术指标：1.智能化应用：智能化检测设备应用率大于等于 99%，支持复合检测模式，

检测过程全要素数据电子化率大于等于 99%，支持数据采集实时计算、深度挖掘与智能分析决策等；

2.全过程数据融合：构建工程全生命周期质量知识图谱，质量隐患动态溯源与预测（预报误差不超过

3%）；3.智能决策分析，内置 AI驱动质量评估模型，预警准确率大于等于 90%

13
水库大坝安全智能诊

断技术

为支撑构建多要素、多维度和多层级大坝安全智能诊断体系，实现大坝运行安全性态全面监控和诊

断预警，亟需水库大坝安全智能诊断技术。主要技术指标：1.采用北斗多源深度融合智能安全监测技

术，构建高精度高性能北斗统一解算平台；2.构建数据-物理双驱动大坝安全性态仿真模型；3.监测、

巡检、结构等多源信息融合大坝安全自诊断评判体系，构建大坝安全在线实时诊断和综合评价平台；

4.提供工程主体识别、坝高、库区滑坡、溢洪道等数十种模型算法及三维分析等

14

中小流域水库群现代

化运管矩阵建设全链

条技术

为支撑流域内水库洪水调控、水库安全保障与应急响应处置，亟需中小流域水库群现代化运管矩阵

建设全链条技术。主要技术指标：1.中小流域水库群安全风险分钟级滚动预报预警；2.正向/逆向水库

调度预演方案实时计算和三维场景方案加载；3.水库大坝安全性态仿真评估与预测，监测指标异常及

大坝风险部位和概率智能诊断识别；4.“天空地水工”感知数据融合与动态更新，预报-预警-预演-预案

流程自动联动触发

15
水闸运行状态智能感

知与监控预警系统

为实时获取水闸工程安全运行关键信息，实现提前预警和精准诊断，亟需水闸运行状态智能感知与

监控预警系统。主要技术指标：1.水闸全场景无人巡检，实时监测应力、应变、位移、姿态等关键参

数；2.集成技术系统，实现水闸多维度协同监测及全天候动态感知，提升水闸基础感知能力；3.建立

水闸工程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体系；4.构建自主可控的 B/S架构系统，兼容多种数据存储库，支持

微服务架构设计，满足高精度与高运算效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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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小型水库大坝安全监

测现地智能终端

为加强水库大坝现代化矩阵管理，亟需小型水库大坝安全监测现地智能终端。主要技术指标：1.可接

入包括气象、水文、水位、渗流、变形、视频等小型水库的全要素安全监测传感器；2.内置边缘计算

和 AI模型，可实现现地安全评价并可自主智能分级报送原始数据或结果；3.多通讯模式，全时数据

传输保证率不低于 95%；4.风光电互补供电，低功耗，市电缺失下工作时长不少于 7天；5.恶劣条件

下稳定运行保证率不低于 95%

17
病险水库渗漏病害探

测溯源技术

为进一步加强水库安全运行，亟需病险水库渗漏病害探测溯源技术。主要技术指标：1.具备渗水溯源

分析能力，环境要素协同下天然氢氧、氡同位素综合溯源识别精度不低于 80%，渗水贡献定量划分；

2.具备渗漏入口探测能力，水下部分的坝坡覆盖率不低于 80%，人工建立电场的发射源电压不低于

50伏；3.现场作业实现自动化控制和数据采集

18

情景-目标交互的水网

区水工程调度智能决

策技术

为支撑水利工程科学利用、精准实施水资源调度、保障流域区域水安全，亟需能够支持实时变化情

景的水工程智能调度决策技术，主要技术指标包括：1.满足水网区防洪、供水、水环境等多目标统筹

协调调度需要；2.实时情景下，30天情景时长的调度模拟及决策时间不超过 5分钟；3.模型预报精度

满足《水文情报预报规范（GB/T 22482-2008）》要求，河网水位模拟精度误差不超过 5厘米

19
深水闸门前多类型淤

堵物清理技术

为快速清理导致深孔闸门卡阻的块石、淤泥、树枝杂物等多类型淤堵物，亟需深水闸门前多类型淤

堵物清理技术。主要技术指标：1.具备破碎、抓取、绞吸 3种作业功能，作业模式切换快、工作效率

高；2.作业能力强，块石和杂物抓取重量不小于 200千克，淤泥绞吸流量大于 100立方米/时，装备

最大作业水深 100米；3.技术集成度高、功能可拓展，适用深水淤堵物清理、障碍物破除、输水建筑

物清淤、应急抢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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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堤坝白蚁智能查杀装

置

为提升堤坝白蚁监测与防治智能化水平，亟需堤坝白蚁智能查杀装置。主要技术指标：1.集成引诱、

识别、预警及灭杀功能；2.白蚁发现效率和准确率高；3.可设置阈值，触发自动喷药灭杀功能；4.支
持 4G/5G通信及低功耗设计，结合太阳能供电，确保设备免维护运行；5.内置北斗/GPS定位模块，

支持设备快速运维；6.系统平台支持电脑端与手机端，实现数据实时查看与远程管理

21
无人机智慧巡河成套

技术

为构建河湖库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亟需无人机智慧巡河成套技术。主要技术指标：1.支持无人机巡

检路线自动规划、多设备自适应调度；2.支持巡检数据实时回传，实时画面传输延迟小于 3秒；3.支
持可见光相机、红外相机等多源数据自动处理，包括二维影像快拼、DOM生产等，满足全天时观测

需求；4.支持构筑物、采砂场及采砂活动、碍洪障碍物、水面漂浮物等智能识别，识别准确率达 80%
以上；5.支持巡检报告自动生成

22
自动化多要素监测无

人船及污染溯源技术

为保障国家淡水资源水质安全、生态安全，亟需智能化、自动化多要素监测无人船及污染溯源技术。

主要技术指标：1.具备小型化、便携化、快速化特征，实现对多个水质、水生态参数的快速测定和记

录；2.建立对应的可视化和数据管理系统，实现对监测数据的统一管理和可视化展示，对于敏感数据

应具备自动报警功能；3.具备多个水质风险参数的快速测定能力，具备准确刻画污染物传输路径的能

力

23

水库库区大面积漂浮

物分布智能监控与识

别技术

为实现水库库区大面积漂浮物的实时、高效、精准监测，亟需基于高分辨率摄像头组网的智能监控

与识别技术。主要技术指标：1.摄像头分辨率需达到 4K（3840×2160像素）及以上，确保单帧图像

可清晰识别最小 0.5平方米的漂浮物目标；2.检测算法在复杂光照及雨雾天气下仍能保持 85%以上的

面积检测准确率，动态误差率控制在±3%以内；3.具备多摄像头协同组网能力，单点摄像头覆盖半径

不低于 1.5公里，组网后实现库区全域无盲区监测；4.硬件设备需满足 IP67级防水防尘标准，适应库

区高温高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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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河湖营养物质阻控技

术

为有效解决河湖面源、点源及内源污染问题，亟需岸净协同、分散点源拦截及底质阻控技术，提升

河湖自净能力。主要技术指标：1.面源污染协同控制，总氮/磷去除率 30%至 70%；2.点源拦截装置，

污染物去除效率提升 40%；3.底质原位阻隔技术，透明度提高 80%；4.形成“源头阻控-过程拦截-生态

修复”全链条技术体系，面源污染负荷削减 50%，底质污染物释放减少 60%

25
河流多水源贯通补水

调度决策支持系统

为实现多水源补水河流地表水、地下水、水环境、水生态的实时监控和分析评价，支撑补水调度精

准模拟、科学决策，亟需补水调度决策支持系统。主要技术指标：1.基于轻量化多端数据共享技术等，

实现河流全线水文测报数据的移动上报-分级审核-多源汇集-集中展示的数据闭环；2.建立河流数据汇

集分析子系统，实现河流多水源补水数据的及时高效汇集；3.构建地表水-地下水联合分析子系统，

实现河流全线地表水-地下水联合分析

26
高效低耗藻水絮凝沉

降应急分离装备

为应对水体富营养化导致的蓝藻水华突发事件，完善河湖健康保障体系，亟需高效低耗藻水絮凝沉

降应急分离装备。主要技术指标：1.适应能力强，应可移动、可现场部署，可适应城市湖泊、公园河

道复杂水体工况；2.处理能力高，单台日处理能力不少于 50立方米，满足中小型水体应急需求，沉

降效率大于等于 90%，确保水质达标；3.运行成本低，能耗不超过 0.8千瓦时/立方米，运行成本不超

过 20元/米

27
有机污染物全在线水

质自动监测系统

为实现有机污染物在线自动监测，保障水质安全，亟需有机污染物全在线水质自动监测系统。主要

技术指标：1.无需人工值守，实现 24小时连续全在线自动监测河流水质中有机物等，检测限最低 1
纳克/升，监测频率 1至 3小时/次，前处理自动化率 100%；2.系统支持自动校准、清洗及故障自检，

数据实时传输，可实现智能化处理检测数据并远程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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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河湖库复合生态修复

技术

为有效应对多种人类活动造成的河湖复杂污染状况，亟需开发系统、高效的河湖库复合生态修复技

术及设备。该技术主要指标包括：1.系统性强，能全面去除河湖库中氮磷、重金属、抗生素等污染物，

系统提升生态健康；2.适用度广，能根据污染状况选取适宜的修复模块进行复合，针对性地修复不同

类型河湖生态；3.治理高效，能高效提升河湖库水域功能等级，降低污染物的生态风险。

29
滨海淤积型河道治理

技术

为有效应对滨海河流泥沙淤积造成的河道行洪能力降低、威胁城市防洪安全等问题，完善滨海河流

洪涝灾害防御体系，亟需滨海淤积型河道治理技术。主要技术指标：1.建立清淤水平指标，根据河流

特征，制定兼顾行洪能力与清淤成本的清淤启动水平指标；2.制定河道滩槽分区治理的减淤策略，减

小清淤后的回淤速度，河道回淤速率减少不低于 30%；3.减少河口泥沙溯源淤积，通过河口红树林固

滩束沙生态减淤技术可减少 10%以上河口泥沙溯源淤积量

30
河湖底泥智能探测技

术

为构建“精准探测-高效脱水-安全利用”的河湖底泥清淤疏浚体系，亟需河湖底泥智能探测技术。主要

技术指标：1.基于声光电与 CPTU多源底泥数据分析技术与大数据系统的无人化、智能化河湖底泥探

测技术；2.底泥淤积几何形态特征与物理力学指标探（测）准确率不低于 80%；3.探测效率高，不小

于 10千平方米/天；3.作业无人化、探测分析智能化

31

地下水水质洗井采集

与监测自动化智能化

技术

为保障地下水水样采集与水质监测规范高效，亟需地下水水样采集与水质自动化智能化监测技术。

主要技术指标：1.具备自动化控制系统，对地下水水样采集深度、抽水水量、水质稳定情况进行自动

监控；2.实现工作日志、监测数据自动保存，配合相关平台上传系统，具有在线实时监控工作流程和

事后流程追溯功能；3.具有地下水采样所需多种传感器的通讯协议，兼容市售常规或定制采水泵、各

类传感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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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黑土地农田侵蚀沟发

育风险预警技术

为破解传统监测时效性弱、预测精度低的技术瓶颈，亟需黑土地农田侵蚀沟发育风险预警技术。主

要技术指标：1.采用混淆矩阵、ROC曲线等方法评估模型预测精度，要求在验证数据集上，侵蚀沟

发育风险等级预测的总体准确率超过 80%，Kappa 系数超过 0.8，确保高风险区域识别错误率不超过

10%；2.基于气象、地形、土地利用等实时监测数据，在数据更新后及时完成侵蚀沟发育风险动态评

估与预警发布，支持月、季、年多尺度风险预测；3.输出风险等级图比例尺精度不低于 1:10000，支

持与国土空间规划、水土保持监测系统的数据无缝对接

33 风力侵蚀测量技术

为完善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体系，亟须高精度的风力侵蚀测量技术。主要技术指标：1.有明确的监测区

边界，能监测不同风向导致的土壤侵蚀量，克服间接监测法受水力风力侵蚀同时存在影响；2.通过监

测数据并计算出监测区的土壤风蚀量；3.设施设备和计算要求便捷，操作简单

34
水资源调度通用模型

软件

为支撑水网系统的调度方案的制定、实时调度方案演算，亟需构建水资源调度通用模型软件。主要

技术指标：1.建立水资源调度模型计算核心引擎，支持不同语言的二次开发接口和二次开发模型的接

入功能；2.建立耦合方式多样、耦合效率高的多模型耦合计算框架，提升水资源调度模拟效率；3.建
立适配数据库、文件、接口等多种实时数据源以及不同类型标准数据格式的实时数据接入工具，支

持多线程、高并发水资源调度模型计算

35 水文监测大模型技术

为支撑水文在线监测精度提升，亟需水文监测大模型技术。主要技术指标：1.收集不同条件下流量监

测数据，构建流量监测知识库，满足各种作业需求；2.构建实测数据自动率定及更新模型，提升在线

流量监测能力，降低人工比测与率定的工作量，满足实时报汛需求；3.复杂水流站点在线流量计算精

度提升 15%

36
小流域土壤侵蚀输沙

模型

为支撑极端降雨事件灾后评估及预警，亟需小流域土壤侵蚀输沙模型。主要技术指标：1.实现极端降

雨事件的流域洪峰流量、侵蚀输沙及其危害的精准定量评价或预警；2.高效开展小流域水土保持工程

措施的规划与设计以及极端降雨事件的后效应评价；3.支撑水土保持措施规划及效益评价需求，为水

土保持措施的合理配置和精准化决策提供理论和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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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平原河网水动力多尺

度分级智能模型

为实现流域-区域-城市多尺度水安全协同调控，亟需平原河网水动力多尺度分级智能模型。主要技术

指标：1.模型分析最小单元到达圩区尺度，实现城市-区域-流域等不同尺度的计算需求；2.基于模型

库，构建一维河网模型时间不超过 10分钟，河网模拟 1天的洪水过程模拟时间不超过 5分钟；3.模
拟精度：选取的 26个率定验证站点中，NSE系数大于 0.7，占比超过 88%

38
水利无人机监测调度

智能化管理技术

为支撑“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空基”监测能力建设，亟需无人机监测调度智能化管理技

术。主要技术指标：1.支撑全行业无人机多时空分辨力、多模态监测数据归集、建模、管理、分析和

服务；2.支持“部-流域-省”跨级应用以及“水利网-互联网”跨网互联运行；3.支持多台无人机远程运行、

超 100台无人机规划调度、超 1000台无人机统一管理，支撑洪涝灾害、水资源管理与调度、河湖管

理等业务跨系统无缝应用

39
数字孪生水利工程智

慧化技术

为支撑重点工程数字孪生建设，亟需数字孪生水利工程智慧化技术。主要技术指标：1.构建厂网河湖

调度晴雨天多场景优化技术，提升数据与模型融合水平；2.建立“数据-模型-决策”闭环技术，实现大

坝、水质、库区安全实时仿真，提升监测精准性与风险预判能力；3.建立多地貌径流预测技术，提升

防洪与河湖监管效率

40
水利算力资源多云管

理技术

为支撑多级单位算力统筹保障，亟需水利算力资源多云管理技术。主要技术指标：1.构建多云管理技

术，推进多级算力统筹共享，优化算力资源配置，提升算力服务能力；2.异构算力资源统一纳管技术，

实现算力资源整合共享和灵活管理，提升业务部署效率和算力资源复用率；3.建立虚拟数据中心

（VDC）和租户模式，实现算力资源分权管理与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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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无人遥感实时视频智

能监控技术

为支撑重大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智慧监管，亟需无人遥感实时视频智能监控技术。主要技术指标：

1.无人机远程视频回传距离可达 10千米，无人船远程视频回传最远距离可达 35千米，水下机器人远

程视频回传最远距离可达 11千米，无人遥感实时回传视频延迟在 0.2秒以内；2.针对特定目标物的

检测速度达 25帧/秒以上，准确率达 90%以上；3.实时检测目标地理坐标定位精度在±10米以内，告

警响应延迟时间小于 0.1秒

42
再生水安全利用监控

技术

针对再生水利用中水质标准不完善、监测覆盖不足及突发污染应对能力薄弱等问题，亟需推广再生

水安全利用监控技术。主要技术指标：1.有效监测和控制关键指标（如痕量有机物、病原微生物、营

养盐等），保障水质稳定；2.采用低成本、低能耗技术（如光电催化、生物膜）提升处理效率；3.通
过物联网实时监测水质，结合大数据 AI预测趋势并预警异常，构建“监测-控制-管理”体系，确保再

生水在农业、工业及城市景观等场景中的安全高效利用

43
供水管网数字孪生系

统

为提升供水管网运行管理的智能化水平，亟需供水管网数字孪生系统。主要技术指标：1.构建感知体

系，提高智能传感器（如压力、流量、水质传感器）部署比例，提升实时监测覆盖率和数据更新频

率；2.搭建物联网平台，结合自动化调节技术，实现水压调控和供水智能调度；3.建立 3D管网模型

和数字孪生技术，实现管道漏损和爆管位置判断等功能

44
饮用水复合生物消毒

技术

为有效应对化学消毒造成的微生物耐药性和消毒副产物问题，亟需更为安全的饮用水复合生物消毒

技术。主要技术指标：1.效率高，能在纳克浓度广谱高效地消杀细菌、真菌等微生物；2.时效长，能

够保持杀菌效果 72小时以上；3.安全性强，消毒无有害副产物和环境残留，没有滋生耐药细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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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基于物联网的低能耗

农业节水智能调控技

术

为解决农业节水灌溉能耗高、技术集成度低等问题，亟需基于物联网的低能耗农业节水智能调控技

术。主要技术指标：1.采用低水头、微型抽水蓄能装备，以及大功率低成本太阳能光伏系统；2.采用

与清洁能源综合配套的节水灌溉技术模式；3.基于物联网实时监测和智能调控水、肥、盐和能等要素，

提高水、肥、能利用效率和土壤盐分调控能力

46
水肥智能感知与协同

调控技术

为解决农业灌溉施肥管理粗放、资源利用效率低等问题，亟需农业种植水肥智能感知与协同调控技

术。主要技术指标：1.融合气象、土壤、作物长势等多源数据，构建作物水分与养分智能感知模型，

预测精度不低于 85%；2.基于 AI算法输出水肥调控建议，建议采纳率或满意度达 85%以上；3.具备

无人干预的自动控制功能，响应时间小于 60秒；4.系统支持远程控制与策略调整，界面可视化、操

作便捷，适用于多层级水肥管理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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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业务管理系统操作说明

一、系统登录/注册

登录中国水利科技推广网（http://www.cwsts.com），

点击水利部科技推广中心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入口，输入用户

名和密码，完成系统登录。

首次申报单位需点击“申报单位注册”，选择开通“推

广清单申报”，并按提示要求填写基本信息，上传单位盖章

的注册信息表、诚信承诺书、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

和联系人身份证。

二、填报方式

申报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主账号统一填报或子账

号各自填报的方式，提交成果信息。申报单位系统登录用户

名即为本单位主账号，申报单位所属单位（部门）的子账号

由申报单位登录系统并按照以下方式创建：

1.选择“用户管理”模块，点击“新增子账户”；

2.完善子账户基本信息，填写子账户密码、所属部门、

联系人和手机号等，点击“保存”，完成子账号建立。

三、成果信息填报

申报单位登录主账号或子账号按照以下方式进行成果

信息填报：

1.登录系统，进入“推广清单”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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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百项推广清单”模块，点击“成果申报”；

3.填写成果基本信息，选择所属领域、对应需求、成果

类型及技术来源等；

4.上传附件材料，包括盖章版成果推荐表；应用单位出

具的应用意见等成果应用证明；专利证书或其他知识产权证

明文件；获奖证明及其他必要的技术资料等；

5.填写信息的过程中可以随时点击“暂存”按钮，保存

信息。

四、成果提交

1.采用主账号统一填报的，由申报单位通过线下方式对

所属单位（部门）的科技成果进行审核并填报，完成填报后

点击“提交”按钮，将申报成果信息提交审核；

2.采用子账号各自填报的，由申报单位指导所属单位

（部门）完成成果信息填报，并登录主账号对子账号填报成

果信息进行确认，确认通过后，点击“提交”按钮，将申报

成果信息提交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