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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Zhikai

陈志恺 　 水利规划水文资源专家 。 １９２６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出生于上海市 。 １９５０ 年毕业于
上海交通大学 。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
源所高级工程师 。 主要从事工程水文 、暴雨洪
水 、水资源评价 、水资源规划等方面的研究和应
用 。 参加了中国工程院主持的中国可持续发展
水资源战略研究和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 、生态
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等项目有关的

课题研究 。 多次获得国家和水利部科技进步
奖 。 ２００１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１９２６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我出生于上海市闸北
区 ，１９３２ 年上小学 ，因 “九一八” 、“一二八” 、
“八一三”等侵华战争的影响 ，老家两次受到战
火洗涤 ，不得不多次辍学 。 亲身经受了日本帝
国主义侵华的深重灾难 ，促使我具有强烈的爱
国主义思想 。 １９４５ 年上海中学毕业 ，１９４６年抗
战胜利后 ，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水利工程系 ，１９５０

年毕业 ，获工学学士学位 。
１９４９ 年 、１９５０ 年淮河连续遭受洪水灾害 ，

大规模治淮急需水利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 ，国
家要求水利专业应届毕业生提前到 ６ 月份毕
业 。 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华东水利部从事沂沭河
行水测验工作 ，历时三年 ，任技术员 、工程师 。
１９５３ 年 ６ 月 ，因大区撤销 ，调北京中央水利部
设计局从事工程设计工作 。 曾先后参加永定河
规划 、官厅 、崑都崙等水库工程水文的设计工
作 。 曾跟随苏联专家考察团 ，从黄河河口到刘
家峡 、青铜峡 、万家寨等坝址实地察勘 ，对黄土
高原地区的水土流失和黄河丰富的水力资源有

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 。 １９５４ 年底调水利科
学研究院参与水文研究所的筹备工作 ，同时从
事暴雨洪水频率计算等工程水文计算方法的研

究 ，参加了水库设计洪水标准和全国大中型水
库的设计洪水复查工作 。 １９５６ 年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 ，下放至水利部
水电六工程局锻炼 。 １９７６ 年 ５ 月 ，调回水利水
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工作 ，历任工程师 、
高级工程师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并担任所长职
务 ，直至 １９９２ 年退休 。

１９６３ 年我曾主持编制完成的枟中国水文图
集枠 ，于 １９７８ 年获全国科技大会自然科学奖 ；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０ 年配合全国农业区划的研究工作 ，
主持完成了“中国水资源初步评价”研究 ，１９８５
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１９８３ — １９８７ 年
主持“六五”国家科技攻关专题“华北地区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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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地下水资源数量 、质量及可利用量研究” ，
１９９１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和水利部科技
进步二等奖 。 １９８５ — １９９０ 年主持了“七五”国
家科技攻关项目第 ５７项”华北和胶东地区水资
源开发利用和供需平衡分析“的相关课题研究 ，
但在项目报奖时 ，由于考虑到我即将退休主动
放弃了获奖的申请 。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获得由国家
科委 、国家计委 、财政部联合颁发的突出贡献荣
誉证书 。 １９８９年随同张光斗院士撰写了枟关于
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枠的论文 ，得到江
泽民总书记和陈云同志的重要批示 ，有力推动
了我国的水资源基础产业工作的发展 。 ２００１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推进了我国暴雨洪水等工程水文基础研究

新中国成立伊始 ，我国水文工作从无到有 ，
基础相当薄弱 ，国家做出治理淮河的决定后 ，开
始了大规模的治淮工作 ，急需水利工程设计有
关的水文基础资料 。 大学毕业后我首先参加了
沂沭河大规模行水测验工作 ，以及沂河和沭河
上游山区的雨量站 、蒸发站和径流站的布设和
相关水文测验工作 。 由于我在学校学的是水利
工程专业 ，当时对水文测验工作几乎一无所知 ，
凭着满腔的工作热情和大家一同采取边学习边

工作的方式开展工作 。 在当时工作条件较差的
情况下经过三年时间完成了沂沭河流域水文测

验站网的布设 、汛期的蹲点观测和汛后的资料
整编分析等工作 ，最后完成了第一本研究报告
枟沂沭河行水测验报告枠 ，为沂沭河治理提供了
第一手资料 。

建国初期 ，我国水利工程设计洪水规范采
用的是苏联国家标准（ ΓOCT － ３９９９ － ４８） ，而
这种标准是否适用于我国雨洪特性尚存有疑

问 。 因此水利部要求尽快开展我国暴雨洪水
频率计算方法的研究 ，重点对苏联设计洪水
计算国家标准的适用性进行检验 ，并确定适
用于我国洪水频率分析的线型和有关参数的

计算方法 。 这项工作具体由水文局谢家泽局

长 、水利部林平一技术委员指导 ，水文所负责
组织 、培训和协调 ，全国各流域机构委派技术
骨干携带各大江河的流量资料 ，参加我国洪
水频率分析的学习和研究 。 通过数理统计理
论 、各种频率曲线线型和适线方法的学习和
研究 ，并应用全国各大江河流量资料和各大
城市长系列雨量资料的实际检验 ，完成了暴
雨洪水计算方法的研究 ，提出了适用于我国
国情的暴雨洪水频率计算方法 ，并统一了我
国洪水频率分析的线型问题 ，并由我执笔编
写完成了研究报告 ，为我国水利工程设计洪
水计算规范的编制奠定了基础 。 该项研究所
提出的皮尔逊 Ⅲ 型频率线型及相应的适线方
法 ，一直沿用至今 。

１９５４ 年 ，水利部开始筹备成立水利科学研
究院 ，我参与了水文研究所的筹备和组建 。
１９５６ 年水文研究所正式成立以后 ，重点围绕
“设计洪水” 、“设计暴雨”和“产汇流计算方法”
等方面开展课题研究 。 其中对于无资料地区由
暴雨推算设计洪水 ，关键是如何确定设计暴雨
及其相应的有关参数 。 我担任暴雨研究组组
长 。 参与了我国暴雨规律和点暴雨 、面暴雨计
算方法的研究 ，并组织各省水文人员编制了点
暴雨的参数等值线图 。 １９５８ 年主持编制并出
版了枟中国暴雨参数图集枠 。

１９５８ 年 ，全国掀起了群众兴修水利工程的
高潮 ，许多中小型水利工程由于缺乏资料 ，没有
统一的设计计算方法 ，部分水库在运行初期由
于工程采用的设计洪水成果偏小 ，出现了遇到
特大暴雨溃坝失事的严重后果 ，引起了水利部
领导的高度重视 。 １９６０ 年以后 ，水利部要求水
科院和设计局组织各省进行水库防洪安全检查

和设计洪水复核工作 ，我先后参加了广东 、浙
江 、河北等多个省（区）水库工程洪水设计的复
查 ，通过枟北京市水文计算手册枠试点 ，协助各省
编制了为中小水库设计洪水复查应用的枟水文
计算手册枠及其相应的水文参数图表 。 在此基
础上编制了全国枟水文图集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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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３ 年 ，海河出现了 ２４ 小时最大雨量
９５０ mm的“６３畅 ８”特大暴雨 ，冲垮了东川口等 ４
座中型水库 ，社会经济损失惨重 ；１９７５ 年 ，淮河
上游出现了 ２４ 小时最大雨量 １ ０６０ mm 的
“７５畅 ８”特大暴雨 ，冲垮了板桥和石漫滩两座大
型水库 ，京广铁路也被冲断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 。 灾后根据水利部的安排 ，我赴现
场核实这二次特大暴雨的观测记录 ，进行了特
大暴雨成因和特性的分析和调查垮坝的经过情

况 ，并编写了专题调查分析研究报告 ，为我国特
大暴雨洪水的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
随后参加了枟设计洪水标准枠 、枟设计洪水计算规
范枠的修订和枟全国可能最大点暴雨等值线图枠 、
枟暴雨洪水查算图表枠等图集的编制工作 ，为进
一步复查中小型水库的设计洪水工作提供了设

计依据 。

开拓了我国水资源评价工作

根据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５ 年国家重点科技项目
１０８ 项中的第一项“全国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
农业区划”工作的需要 ，国家计委 、国家科委 、中
国科学院共同下达了“中国水资源评价”工作 ，
要求水利部在较短时间内摸清全国水资源的数

量 、质量及其分布状况和供需发展趋势 ，提出水
资源评价报告 ，以满足农业区划工作的急需 。
在此之前 ，我国水资源评价工作基本上处于空
白 ，不但对水资源家底及其开发利用状况不清
楚 ，甚至对水资源的定义 、评价方法及其研究内
容都还有不同的认识 。 原计划用三到五年的时
间完成我国水资源的第一次评价工作 。 但考虑
到思想和认识上的不一致 ，经水利部领导研究
决定 ，评价工作分两步走 ，首先要求水科院参
考国外相关经验 ，采取先试点后推开的方式 ，
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提出我国水资源初步评价

成果及其相应的评价方法 ，为正式评价打下
了基础 。

水资源初步评价工作由新成立的水资源研

究所承担 ，当时主要面临两方面困难 ，一是对于

评价方法和评价研究内容不甚了解 ，二是由于
资料缺乏 ，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知之甚少 。
对第一方面困难 ，通过对美国第二次评价报告
和苏联全球水量平衡研究报告的剖析 ，提出了
根据水循环原理 、水均衡方法 ，综合对降水量 、
陆面蒸发量 、地表水地下水资源进行统一评价 ，
并对平原地区地下水资源评价 ，第一次采用了
降水 、地表水 、地下水三水转化流域水均衡计算
和地下水开采 ，夺取潜水蒸发量 ，增加可利用水
资源量的估算方法 ；对第二方面困难 ，主要依靠
调查 、收集统计资料 、估算 、协调分析平衡 、汇总
后提出相关成果 。 实践上 ，通过海河和淮河片
试点后提出了统一的评价的内容 、评价方法及
其相应的工作大纲 、技术细则 。 在此基础上 ，动
员各省区和流域片全面开展了各个层面的水资

源评价工作 。 在水利部的领导下 ，加上各方的
通力协作和共同努力 ，克服了种种困难 ，终于在
规定时间内提出了全国地表水 、地下水 、水资
源总量及其时空分布规律的基础性成果 ，并
第一次对全国各分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现

状 、水质污染状况 、供需发展趋势做出了全面
评价 ，编制完成了枟中国水资源初步评价报
告枠以及相关图表 。 该项成果填补了我国水
资源基础调查评价工作的空白 ，为全国农业
区划和水资源的科学开发 、利用 、规划 、管理
和保护提供了必要的依据 。 本次工作提出的
主要评价结果在后来相关工作中得到了验证

和检验 ，该项研究所形成的多项评价技术和
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 １９８５ 年 ，成果获得了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对华北地区水资源研究做出了贡献

华北是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最早暴露的地

区 。 但在 ２０ 世纪 ８０年代初期对华北缺水严重
形势的认识 ，不同部门之间存在很大分歧 ，从而
影响国家采取必要措施缓解华北水危机的决

策 。 １９８３ 年国家将“华北地区和山西能源基地
水资源研究”列为“六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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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项 ，我参加了其中“华北地区地表水 、地下水
资源数量 、质量及可利用量的研究”课题研究 。
通过降水 — 地表水 — 土壤水 — 地下水的水循环
和水均衡分析 ，以及水均衡观测试验研究 ，基本
摸清了在不同地下水位埋深条件下区域“四水”
转化关系 ，提出了华北地区地表水资源量 、地下
水资源量 、水资源总量及水资源可利用量等评
价成果 。这一成果不仅及时澄清了当时对华北
地区水资源形势的一些认识 ，为华北地区提供
了统一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评价成果 ，同时还为
后来的南水北调工程论证等工作的奠定了基

础 。 此外 ，“七五”在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第 ５７ 项
“华北和胶东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供需平衡
分析”的课题研究中 ，开展了华北地区各业节
水 、地表地下水联合运用 、非传统水源开发利
用 、各规划水平年的供需平衡分析等 ，初步形成
了华北水资源综合规划与管理的系统科技

支撑 。
１９９２ 年我刚退休 ，就被推荐接管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UNDP）“华北水资源管理研究”技术
援助项目 。 当时这一项目已经开始实施了一段
时间 ，但由于在技术上遇到了困难而搁浅 。 我
接手以后 ，一方面深入了解 UNDP 的项目实施
意图 ，重新组织研究队伍 ，同时结合华北地区实
际 ，在参考 UNDP 目标要求的基础上 ，在较短
时间内对原技术方案进行了改进 ，提出了一套
新的技术方案 ，并与外方专家充分交换意见 ，外
方专家采纳了中方的改进方案 。在中外专家共
同合作下 ，按期开发完成了“华北宏观经济多目
标水资源规划模型”及相应的研究报告（英文） ，
向 UNDP 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UNDP 对此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而外方专家也对此项目的
合作表示满意 。 在项目完成时 ，由于过度疲劳
病倒在办公室 。

１９９４ 年在 UNDP 和 UNEP 资助下 ，该项
研究成果推广应用于“北疆水资源综合规划”研
究项目 ，取得成功 ，获得水利部科技进步二
等奖 。

倡导水资源研究与宏观经济及生态环境相结合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 ，随着我国经济的
高速发展 ，水资源的社会经济属性越来越明显 ，
对水资源研究已经不能单纯地“就水论水” ，而
应当与区域宏观经济系统紧密结合起来 ，深入
研究水资源系统与区域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作

用与反馈关系 ，为区域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
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决策提供科技支撑 。 １９９４
年 ，作为国家“八五”攻关项目“黄河治理与水资
源开发利用”的顾问 ，指导了该项目在“华北宏
观经济多目标水资源规划模型”的基础上 ，进一
步研究基于宏观经济的水资源合理配置理论和

方法 ，并构建相应的模型系统 。 该课题研究成
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水利部科技进步

一等奖 ，为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和规划管理提
供了科学决策手段 。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 ，我国一些地区的水资源
过度开发利用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引起了

人们的关注 。 在参加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
项目“西北地区水资源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保
护研究”和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西北水资
源合理配置”研究中 ，我与课题组的同志先后多
次实地考察黑河 、石羊河和疏勒河 、叶尔羌河和
阿克苏河等 ，对于西北内陆河水资源开发利用
和生态环境退化过程和内在机理有了较为深入

的认识 。 针对西北内陆河流域河流水循环的特
点 ，我建议分河流采用流域水均衡分析方法 ，研
究内陆河流域人工生态和天然生态系统的生态

耗水量及其动态变化的规律 ，在此基础上 ，进一
步研究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承载力和生态环

境保护问题 。 通过以上研究 ，对于我国西北地
区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和

措施提出些有益的建议 。 ２００４ 年参加了中国
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东北地区水土资源配置 、
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参加了向海湿
地 、呼玛河和黑龙江实地考察 ，并主持了第一课
题“东北地区水资源供需分析与合理配置”研
·６９３·



土木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 陈志恺

究 ，进一步探寻半干旱半湿润地区水资源合理
开发 、科学配置 、高效利用和综合保护的有效
途径 。

此外 ，在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 ，先后两次参
与了三峡工程选坝和重新论证工作 。 ８０ 至 ９０
年代 ，参与了黄河干流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
枢纽的论证工作 ，多次参与南水北调工程论证
工作 ，并针对黄河断流和华北持续干旱问题撰

写了多篇有一定影响的文章 ，为我国重大水利
工程的论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

回顾从事水利科研工作五十多年的实践 ，
深深地体会到水文水资源科研工作必须紧密结

合国家生产建设的急需 ，通过多学科 、多行业部
门的协作攻关 ，才能为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做
出贡献 。 我将尽己所能与大家一起为建设资源
节约和生态环境友好型社会继续努力工作 。

·７９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