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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如何解决好水多、水少、水脏的问题，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
支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建成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研究在一定区域内的水库群联合控制运用
，充分发挥水利工程在防洪和兴利方面的作用，对保证水利工程的防洪安全、地区防洪安全以及水资
源的高效利用有着极其重要意义。
滦河是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较丰沛的河流之一，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46.94亿ms，但河川径流年际、年
内分配不均，具有连丰连枯的水文特性。
自1999年以来，滦河流域连续多年持续干旱少雨，潘家口水库平均年来水量仅为7.43亿m。
，为多年平均年来水量的30％。
由于潘家口水库来水锐减，造成天津、唐山和秦皇岛市供水不足，先后四次实施引黄济津应急调水，
五次动用潘家口水库死库容应急供水的窘迫局面。
如何更好地发挥本地区水利工程的作用，更好地利用当地水资源以缓减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是一个有现
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课题。
在这种背景下，由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引滦工程管理局建议，由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牵头，中国水利
水电科学研究院和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等多家单位协助，开展了滦河流域水库群联合调度及三维仿真
研究。
针对滦河流域的水文特征和地区的供需水特点，充分利用现有水利工程，实施潘家口、大黑汀、桃林
口、陡河、于桥和邱庄等水库联合调度。
在系统分析不同子区发生洪水的时空特性基础上，发挥本流域水库群的联合防洪功能，较好地实现了
发生大洪水时减小洪水灾害损失，发生中、小洪水时，充分利用洪水资源，缓解了该地区的防洪压力
和水资源供需矛盾。
三维仿真技术提高了该成果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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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系统总结近年来项目研究成果和水利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资助项目（200801015）相关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全书共分7章，围绕如何更好地发挥滦河流域水利工程的作用，较深入地研究了现代智能算法在需水
预测、径流预报、洪水预报、新安江模型及马斯京根模型参数率定、水库群优化调度等方面的应用；
利用三维虚拟仿真技术在三维空间展现调度结果，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滦河流域水库调度决策支持系统
，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
    本书可供水文及水资源、水利工程、管理科学等专业的研究生、科研人员、大中专院校师生及关心
水利行业发展的读者参考使用，也可为水库管理部门进行水库的调度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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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目前，国内许多流域规划及水资源研究项目中，已应用了模拟技术，并且开发出了相应的软件
。
从国内现行的一些模拟软件看，多数是针对具体流域或地区的特定情况研制的，仅适用于自身的模拟
需要。
如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开发的黄河流域水资源经济模型，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华北
水资源规划模拟模型，水利部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与清华大学联合开发研究的松辽流域水资源系统规
划模拟模型等。
赵建世、王忠静等（2004）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建立了流域级的水资源系统整体模型，该模型可用
于分析研究流域的水资源管理。
模拟模型通过计算机，复现系统的实质作用和过程，它可以用数学关系式描述系统参数和变量之间的
数学关系，详细地描述系统的物理特征和经济特征，并能在模型中溶人决策者的经验和判断，通过计
算机模拟计算提出各种规划方案比较时所必要的评价指标，以帮助决策者对各方案的利弊得失进行权
衡比较，同时还能对决策中临时提出的规划方案及时提供模拟成果。
一旦提供必要的系统输入，程序就可生成系统对这些输入的响应，从而揭示系统的运行规律。
模拟模型不像数学解析法可直接求得最优解，每次运行只可得到一个响应，需要用其他数学优选法来
确定最优解。
实际存在的水资源系统是极为复杂的，要想让模型正确的识别系统，首先要对实际的系统进行概化，
把水资源系统中的不同成分，如水源点、河道汇流点、蓄水设施、提水引水设施等，以及用水工程中
的农业灌区、工业用水及城市用水等，称为节点，均可用特定的符号表示，节点之间的水力联系，如
天然河道和人工河渠等，可用线段表示。
这样就可以把水资源系统表示成由符号和线段组成的图形，这样的图形称为节点图。
将实际水资源系统概化为节点图是进行系统模拟的必要前提。
对水资源系统进行模拟，还需要把系统中各用水和供水工程的工程特征、运行准则等用逻辑语言和数
学公式表示出来，用数据描述水流在系统中的流动情况。
模拟时段的长短视问题的要求而定，一般与模拟精度有关。
在给定系统的初始状态后，就可依时间先后顺序逐年逐时段进行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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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河流域水库群联合调度及三维仿真》：滦河流域水库群联合调度及三维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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