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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生态环境效益评估与库区地质灾害综合防治示范研讨会 

在京召开

  文章来源：科技促进发展局 发布时间：2013-08-12 【字号： 小  中  大 】 

  8月8日，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组织专家在北京召开了三峡工程生态环境效益评估与库区地质灾害综合防治示

范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科院科发局副局长冯仁国主持，科发局局长严庆、国务院三峡办水库司司长周维出席会

议，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水利部中科院水工程生态所、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所、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所、重庆

绿色智能技术院、生态环境中心、水生生物所、武汉岩土力学所等10多个相关单位专家，以及科发局综合处、科技

合作处、资源环境处等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相关科学家关于三峡工程综合监测评估、库区水土流失与面源污染控制试验示范、长江上游重大梯

级水电开发区滑坡泥石流灾害及防治对策建议、绿色三峡等报告，并就三峡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研

讨。专家认为，中科院相关研究所从三峡工程建设前一直到工程蓄水后，在工程论证、生态环境监测评估、环境污

染与水土流失防治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积累了雄厚的研究基础。三峡目前主要面临水生生态系统

的重构、水环境污染，以及水土流失、地质灾害等问题，下一步将重点围绕这些问题，在三峡工程生态环境遥感动

态监测、过程机理与评价模型、智能化野外研究平台的建设、地质灾害预测预警和评估、水电工程安全评价等方面

开展工作，并通过与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合作，将取得的技术成果加以推广应用。  

  专家建议，要注重已有研究成果的推广，充分利用已开发的适用技术，与其他部门相结合，由点到面，向类似

地区推广；三峡污染治理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库区，需关注上游，探索建立水动态污染模型，产出综合咨询报告，为

水库及湖泊等水体保护提供对策。专家提出要建立完整的监测系统，针对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地质灾害、工程安

全运行等加强综合监测，将在线监测与实时监测结合起来，并长期坚持，特别要通过监测及时掌握供水水源地情

况，增强灾变事件发生的应急能力。对于生态环境治理技术研究，要分为研发、示范、推广三个层次开展，逐步推

进。  

  专家提出，未来三峡生态环境要站在全流域的角度考虑环境问题，开展上下游综合治理研究；加强梯级电站运

行后对水文、水生态、水环境的影响研究，对调度提出对策建议，同时结合水库调度方式，研究蓄水期和弃水期对

水生态、水环境的影响；要重视吸附态污染物在沉积物中的迁移转化研究。另外，专家建议可循序渐进地开展三峡

对洞庭湖、鄱阳湖等下游湖泊影响的研究。 

    严庆总结指出，三峡工程生态环境效益评估与库区地质灾害综合防治是国家非常关注的重点工作，通过研讨，

科技需求和科技问题更加明晰，这为下一步的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三峡科研工作既要考虑国家层面的资源环境

保护，又要考虑地方发展的科技需求，今后将重点探讨如何针对重大问题开展集成研究，解决瓶颈问题，努力促成

有影响力的重大成果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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