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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科学前沿学术丛书：三峡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关键技术研究》系统地介绍了水库汛限水位
动态控制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进展。
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和三峡水库的应用示范，对设计洪水分析计算和汛限水库动态控制的关键技术开
展了研究。
主要内容包括：长江上中游流域暴雨洪水特征；干支流洪水遭遇分析；三峡水库设计洪水复核；汛期
分期及分期设计洪水；汛期水位分期控制方案；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的可行性、控制域和实时控制运用
等。
书中介绍的方法客观全面，便于实际操作应用，既可确保防洪调度的安全，又有利于提高水库的综合
利用效益。
 　　《水科学前沿学术丛书：三峡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关键技术研究》适合于水利、电力、交通、
地理、气象、环保、国土资源等领域内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也可作为高等院
校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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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生练，男，汉族，1957年7月出生，福建省龙岩市人。
1982年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留校任教。
1986年和1990年在爱尔兰国立大学获理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90年10月回国。
1991—1993年在武汉水利电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1991年晋升为副教授和研究生指导教师，1993年晋升为教授，1995年增选为博士生指导教师，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现任武汉大学水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九届、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郭生练教授主持完成了20多项国家级科研任务，指导培养了70多名研究生，发表了学术论文300余篇
，其中，SCI检索论文40篇，EI检索论文62篇。
合作编著《水库调度综合自动化系统》、《分布式流域水文模型》、《设计洪水研究进展与评价》、
《流域产汇流理论和方法》、《汉江水文水资源分析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等六部科技专著。
十多项成果分别获得国家、能源部、水利部、湖北省、湖南省和吉林省科技进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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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水库蓄水研究进展  第二节  三峡水库不同蓄水方案讨论  第三节  不考虑防洪要求的三峡水库提前
蓄水优化方案  第四节  考虑防洪及综合利用要求的三峡水库提前蓄水方案第十二章  三峡水库汛期泄洪
设施优化调度  第一节  泄水设施运用调度要求  第二节  考虑泄洪设施运用要求的洪水优化调度  第三节 
基于光滑支持向量机的泄水设施优化调度规则研究  第四节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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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冯尚友在对宜昌站退水规律的分析上，对正常运行期的三峡水库的蓄水策略进行了分析：建议
当10月上旬来水流量超过22000m3/s的下限控制流量时，可以推迟蓄水，推迟日期两旬为佳；超过10月
中旬末或以后蓄水，将对水库蓄满率要冒一定风险。
这样做的依据是认为推迟蓄水时间可以增长排沙期，减少库区泥沙的淤积量　　李义天、彭杨等通过
泥沙计算表明：①汛末蓄水的时间改变，只会改变水库淤积平衡及变动回水区碍航出现的时间，而不
会改变变动回水区碍航淤积的程度和淤积总量；②推迟蓄水不仅会影响三峡水库的蓄满率和下游荆江
河段的航运问题，对下游通航极为不利，而且，推迟蓄水对发电效益的影响很大，从经济上考虑是不
划算的；③在三峡水库原设计调度方案的基础上，适当提前汛末蓄水时间不会影响防洪，对下游通航
也是有利的，重庆河段泥沙淤积对通航的影响可通过疏浚、整治工程等措施加以补偿，其所需花费仅
占因提前蓄水所增加发电效益的很小部分，提前蓄水的效益十分可观　　此外，彭杨等卅研究了不同
蓄水方案下三峡水库的防洪风险、发电以及上下游航运效益的变化情况，进行了三峡水库旬末蓄水时
间与目标决策的研究，计算结果表明：①只要水库旬末提前蓄水的时间恰当，不会给水库防洪带来风
险；②从水库全局利益考虑，三峡水库旬末提前蓄水比推迟蓄水好；③水库旬末提前30天分阶段蓄水
，能充分发挥水库的综合效益，是一种最佳蓄水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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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峡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关键技术研究》的第一章论述了国内外有关汛限水位静态控制和动态控
制的方法和研究进展；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为三峡水库流域暴雨洪水概况和长江干支流洪水遭遇规律
研究；第四章至第六章分别为三峡水库设计洪水复核、三峡水库汛期分期及分期设计洪水、三峡水库
汛期水位分期控制方案；第七章至第九章分别为三峡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的可行性、三峡水库汛限
水位动态控制域、三峡水库汛限水位实时动态控制；第十章至第十二章分别为三峡水库防洪优化调度
图、三峡水库汛末蓄水时机选择与方案、三峡水库汛期泄洪闸门优化调度。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我国进一步开展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全书由郭生练负责统稿，李响、刘心愿、戴明龙参与了部分章节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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