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实施方案 

 

  为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中科技相关任务分工，发挥科技创新对黄河保护治理的支撑与引领作用，制定本

方案。 

  一、工作思路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历次全会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准确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针对黄河水少沙多、生态

环境脆弱和悬河发育等自然特点，以及流域现状、社会背景和科学挑战，以“水”

为主线，以“流域”为着眼点，重点针对水资源短缺矛盾和生态环境脆弱等突出

问题，紧紧抓住水沙关系“牛鼻子”，通过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突破、沿黄地区

科技创新走廊构建，推动由黄河源头至入海口的全域科学治理，支撑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的实施。 

  （二）基本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以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大保护和大治理为重点，

准确诊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找准科技创新着力点，

破解技术瓶颈。 

  坚持系统思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与修复，统筹考虑水资源、

水环境、水生态、水灾害和水文化的有机联系和约束条件，提出兼顾水安全、生

态环境和高质量发展的技术方案。 



  坚持重点突破。针对重点区域、重点河段和重点行业，开展技术集成创新与

示范应用，为解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提供技术方案

与案例。 

  坚持协同联动。加强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协调，推动科技创新与政策管理

创新联动、国家和地方科技部署联动、沿黄地区跨区域合作联动、公共财政投入

和企业投入联动。 

  （三）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在流域气候—生态—水—沙耦合演变规律、生态流量控制标准、

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与修复机制等方面取得理论突破，在上游水源涵养、

流域深度节水、水土保持与水沙调控、水旱灾害监测预警与防控、水—土—气

污染防治、危废处置与废弃物循环利用、生态系统修复与功能提升、产业结构转

型与升级等方面取得技术突破，支撑水安全、生态安全、环境改善和高质量发展

上新台阶。 

  到 2030 年，在生态系统演变机制和水—土—能协调配置方面取得新突破。

在流域生态安全格局、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水网和水沙配置方案、河道与

滩区综合提升措施、污染管控和绿色开发技术、生态产业发展模式等方面取得重

大成果，水资源均衡配置、水沙调控和污染管控能力进一步提高，形成一批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生态产业示范区，进一步提高水沙、生态和环境要素智能监测和预

警预报水平。 

  到 2035 年，在流域系统治理、智慧黄河场景构建和水工程联合调度等技术

方面取得整体跨越，支撑全面实现流域生态环境和水沙过程要素的智慧化监测和

管理。通过黄河历史文化与现代科技创新相互促进，支撑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全面



改善，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全国领先，社会经济绿

色低碳发展迈上新台阶。 

  二、实施水安全保障关键技术攻坚行动 

  针对黄河水源涵养功能不足、水资源短缺、水沙关系不协调、下游河势游荡

和“二级悬河”严峻等问题，研究径流、洪水和泥沙变化趋势，明晰用水底线；

攻克深度节水、水沙精准预报与调控、防洪减灾等瓶颈技术。 

  研究径流、洪水和泥沙变化趋势。研究青藏高原和秦岭等水源涵养区、黄土

高原产洪产沙区的气候演变趋势和极端丰枯事件发生概率，揭示流域产水、产洪

和产沙环境演变规律，研究黄河源多年冻土水源涵养区水文—生态的时空变化，

预测黄河径流、洪水和泥沙变化趋势和冲积性河段演变趋势。 

  研究构建水资源刚性约束指标体系。研究黄河重要河段水文—生态耦合机制，

提出干支流控制断面生态流量、区域取水总量和流域平原区地下水水位控制标准；

研究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对调水区和受水区的生态影响以及工程建设关键技术，提

出调水河段必须确保的生态流量以及不同情景下的调水量阈值。 

  研究水土资源承载力评价与协同保障方法机制。研究流域不同时空尺度水土

要素耦合机制，建立水土资源承载能力动态辨识方法和提升机制；创新黄河流域

河湖生态流量核算技术方法，研发应用河湖生态流量水位动态监管与预警技术；

评估能源—粮食产业布局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生态系统格局的适配性，提出水土

资源空间优化格局与方案。 

  提升洪水泥沙预报与水沙调控技术水平。研发融合人工智能和水文机制的新

一代水沙预报模型。兼顾防洪防凌减淤、供水发电和生态环境需求，创新水库群

多维协同控制原理及调度技术。优化水沙调控体系和布局，明晰骨干工程功能定



位与适宜规模。开发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系统，提高洪水资源化和蓄丰补枯能力。 

  攻克引黄灌区节水—控盐—减污—提质技术。研究引黄灌区生态系统的适

宜结构、灌溉规模和节水技术，提出兼顾节水、控盐、减污、增产和生态功能稳

定的灌区节水模式。 

  提高下游河道与滩区防洪技术水平。研究河道水力条件、河床抗冲性和工程

约束与河势的响应机制，研发下游河势预测智能模型及河防工程预警关键技术。

兼顾堤防安全、河势控制和生态健康，研究堤防抗冲决和河槽过流能力提升技术，

研发控导工程新结构和新材料，以及堤坝应急抢险和河势稳定控制新技术。 

  三、实施生态保护关键技术攻坚行动 

  针对黄河流域生态脆弱区分布广、类型多、易退化、恢复难和慢的问题，聚

焦上游青藏高原、中游黄土高原、下游河道与三角洲，开展区域生态修复和生态

功能提升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青藏高原及西北荒漠区生态功能提升技术。以三江源、若尔盖湿地和甘

南湿地为重点，研究水源涵养能力提升、鼠害防治、高寒草地改良提质、乡土植

物驯化选育及扩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功能提升技术。研究荒漠区气候—生

态—水资源变化规律和耦合作用机制，提出水资源刚性约束下生态保护的适宜目

标及指标。 

  攻克黄土高原低效人工林恢复技术。揭示人工林群落结构与生态系统功能耦

合关系及自我更新条件，研发低效人工林植被结构改造和功能定向调控技术，创

新低效人工林生态系统质量与水土保持、碳汇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功能整体提升

技术。 

  构建中游多沙粗沙区水土保持协同治理技术模式。研究风水复合侵蚀产沙过



程与多措施协同阻控机制，研发灌草—结皮—土壤系统功能修复、梯田—淤地

坝级联的水沙调控技术，构建流域生态系统风水复合侵蚀协同治理模式。 

  研究下游生态廊道与三角洲湿地的生态功能提升技术。提出兼顾防洪和生态

的下游河槽管控技术、坝垛结构与材料；研究河道工程运行与滩区群众安居、边

滩湿地发育的响应关系和协同管控技术。研究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演变和生物多

样性维持机制，提出减缓生境破碎化的黄河入海流路与行河方案、促进河—洲

—滩有机联系的水网布局与调度方案。 

  攻克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加强种质资源、耕地保护和利用等基础性研究，

转变育种观念，由治理盐碱地适应作物向选育耐盐碱植物适应盐碱地转变。攻克

分子育种、耕地质量保育等关键核心技术，创制抗旱、耐盐碱突破性新品种，挖

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四、实施环境污染防治关键技术攻坚行动 

  针对流域水环境承载力低、能源工业集聚、环境污染积重较深的问题，开展

水体和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危废处置、大气污染防治等技术攻关。 

  构建污水资源化利用技术体系。针对煤化工等典型行业和园区，以及城镇水

污染，研发集成全过程污水收集、处理、资源回收和水再生利用技术系统。研究

建立农村污水与农业面源的监测、负荷核算和污染治理技术体系及最佳管理模式，

研发农村污水集成分散式污水处理与资源利用模式。 

  研发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控技术。研发地表水—地下水污染毒性与风险诊断、

监测、溯源及监控预警等关键技术，集成土壤与地下水污染“析因—阻断—修

复—监管”成套技术，开展历史遗留矿山、能源化工基地等重点区域污染监测评

估、治理与修复技术装备研发与工程示范，形成产业化修复模式并推广应用。 



  研发危废品风险防控与回收利用技术。研究构建区域危险废物风险预警与管

理决策支撑技术体系，研发废酸、废盐、废催化剂、医疗废物等危险废物的污染

防治和处置技术，开展工程示范及区域协同处置示范，制定配套政策和标准规范。 

  研发大气复合污染协同防治与精准治理技术。突破多尺度大气复合污染成因

识别和精细化来源解析等关键技术，建立区域精准防治技术体系；研发污染源实

时监测、污染物与温室气体高效协同治理技术和装备；建立“观测—预警—调

控—评估”空气质量智慧决策支持系统。 

  五、实施高质量发展与文化传承创新行动 

  围绕流域智慧管理水平不高、各有关地方高质量发展不充分，产业倚能倚重、

低质低效，文化遗产保护和精神内涵挖掘不足等问题，开展智慧流域、农业、能

源、文化等关键技术和产业模式研究。 

  构建流域智慧管理技术体系。运用物联网、遥感和无人机等技术，提升水文

气象和自然灾害的动态监测能力；研究自然—社会数据融合同化技术、数字孪生

技术，拓展 5G 应用场景。构建水沙、生态和环境管控的模型体系和决策平台。 

  开发水库河道清淤与淤泥利用技术。研发水库泥浆造排技术与装备、堆沙场

高效排水技术、淤泥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形成技术—装备—工艺—

标准—应用全链条、智能监测—智慧控制—自动运行的水库泥沙解决方案。 

  研究旱作农业和生态牧业技术模式。研究高寒草原和温带草原生态产业布局。

开展旱作农业和戈壁农业研究，研发旱作农业量产提升技术和绿色农产品提质增

效技术，提出区域生态保护与牧业协调发展新模式。 

  研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研究推广矿区植被修复技术，推动煤炭产业绿

色、智能发展。研究产业节能降耗和提质技术，支持能源、矿产、化工产业向精



深加工和高端化发展。 

  研发支撑双碳目标的多能互补技术。研究风光水出力联合预报和调度技术，

研发风光水能装机匹配技术、全生命周期的流域风光水储容量设计方法，实现多

能互补系统出力的精确匹配。 

  研究黄河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加强黄河流域农耕文化遗产、水文化遗产和交

通遗迹遗存等不同类型文化遗产保护关键技术研发，创新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

的方式和途径；加强黄河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弘扬。 

  六、实施综合治理工程示范行动 

  围绕全流域水源涵养、深度节水、生态保护与功能提升、产业发展、污染治

理和智慧黄河构建，创建一批技术示范区，推动科研成果应用与辐射推广。 

  开展区域“数字节水”技术综合示范。构建基于“自然—社会”水循环及其

伴生过程模拟的节水数字化模型，集成兼顾节水、控盐、减污、提质的灌区节水

技术和措施，创新近零排放的工业废水和城乡生活污水处理技术应用与集成，开

展区域“数字节水”综合示范，推动节水的科学化与精准化。 

  开展流域生态保护技术工程示范。提升黄河上游水土流失与水源涵养的治理

能力、下游河道的生态功能，打造集防洪护岸、滩区居民生活生产和生物栖息功

能为一体的生态走廊示范段。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的理念，打造宜居

富裕的草原生态产业模式和示范区。建成水库淤泥环保治理和利用示范基地。 

  开展产业技术创新示范。推动建设杨凌、黄河三角洲、巴彦淖尔和晋中等国

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带动农村创新创业。复制推广国家高新区、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经验政策，支撑沿黄河地区新旧

动能转换。 



  开展污染治理技术创新示范。选取重点煤化工基地、特大型工业园区、稀土

尾矿库等，推进废水超低排放和资源循环利用新技术，开展废水低成本资源化技

术创新示范区建设，促进煤化工等产业高效绿色可持续发展。 

  开展智慧黄河技术工程示范。研发大数据驱动的洪水泥沙智能预测预报技术

和黄河模拟器，针对流域生态环境管控、大洪水防御和灾害应急等多线程需求，

开展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智慧黄河工程建设示范。 

  七、实施创新能力提升行动 

  建设流域创新平台和数据共享中心。布局建设一批全国重点实验室、技术创

新中心、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国家超算中心、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等科技创

新平台。加强资源配置与开放合作，促进基础数据和研究成果等交流共享。 

  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突

破关键技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创新

水平；以构建企业主体、市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目标，支

持沿黄地区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 

  培育提升沿黄科技服务能力。支持沿黄地区加快大学科技园、生产力促进中

心、众创空间、星创天地、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创新联盟等建设，支持科技特派

员和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完善激励配套政策，建设功能完备、结构清晰的市场

化技术服务体系。 

  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完善国家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台，持

续扩充污染防治和绿色低碳先进适用技术数据库，组织先进技术网络直播培训，

开展线上问诊和线下技术服务。适时建设“绿色技术银行”，面向市场提供“科

技成果转化+金融资本”的综合服务，建设区域绿色技术交易市场。鼓励中央和



地方财政、社会资本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完善科技投融资体系。鼓励沿

黄地区建设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八、加强组织保障 

  建立流域科技创新协调机制。加强国家层面协调指导，建设黄河流域省部协

同创新中心、科技创新联盟等多层次科技创新协调机制，协调跨部门、跨地区科

研资料和成果共享，共同部署和布局科技创新的重大专项任务，统筹协同开展基

础性和公益性研究。 

  加强科技投入。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设立“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水资源与

水环境综合治理”“北方干旱半干旱与南方红黄壤等中低产田能力提升科技创新”

“典型脆弱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等重点专项，加强科技创新供给，推动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部省联动项目改革，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和重大瓶颈，形成系统的解决

方案。 

  健全区域间科技合作机制。实施《百城千县万名专家生态环境科技帮扶行动

计划》，为地方送技术、送政策、送方案。健全技术转移转化体系，支持内蒙古、

晋、豫、鲁深度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充分发挥科技援青、科技支宁、科技兴蒙

东西部合作机制，推进宁夏、青海等省份与东部地区深度合作，深化科技创新合

作。 

  通过持续开展水沙协同调控配置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进一步创新水体、

土壤、大气污染防治和危废处置技术，突破流域生态环境和水沙智慧监测与管理

技术，推广流域深度节水、生态系统保护、产业绿色发展、污染综合防治、智慧

黄河等技术示范，形成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态产业示范区，支撑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