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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踊跃“揭榜”，研提问题解决方案。

一、解决方案征集方向

本次发布征集解决方案的“揭榜挂帅”项目榜单共12个问题，

涉及山洪泥石流、森林草原火灾、道路桥梁汛期安全 3个领域，

具体内容见附件 1。

二、优秀方案奖励方式

发榜方组织专家对揭榜方案与榜单问题的契合度、方案可行

性、有效性、实用性、可推广性、经济性、时效性等进行评审，

遴选出优秀揭榜方案建议名单并向全社会公示。发榜方对每个榜

单问题排名前 4 位的优秀揭榜方案牵头提供单位，给予不超过

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三、揭榜要求

（一）揭榜方要求。

1.可独立揭榜或联合揭榜。

2.牵头单位应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企业等省内外创新主体，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社会诚信，未被

列入联合惩戒名单。

3.联合揭榜的牵头单位和合作单位应签订揭榜合作协议（加

盖公章），并在协议中明确各方职责，约定知识产权分配比例，

协议作为揭榜书附件。

4.揭榜方应对揭榜书内容及附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须承诺

揭榜书内容及附件材料无知识产权争议、方案若中榜自愿授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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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方无偿使用。

5.揭榜材料受理后，原则上不能更改揭榜单位及项目负责人，

确需变更的，须经牵头单位批准后书面报发榜方同意后调整。

（二）揭榜方项目负责人要求。

1.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为该项目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主体

思路的提出者和实际主持解决方案编制的科研人员。

2.项目负责人应为牵头单位人员。

3.项目负责人无学历、职称要求。不纳入四川省科技计划项

目申报限项管理。

（三）申报限项要求。

每一个榜单问题，同一个独立法人单位牵头申报的项目数量

不得超过 2项。

四、揭榜流程

（一）填报揭榜材料。

揭榜单位结合榜单要求和自身实际，单独或联合其他单位填

报揭榜书（具体见附件 2），并准备牵头单位独立法人机构代码

证复印件、项目负责人身份证及个人征信证明复印件、揭榜合作

协议（加盖公章）等相关材料，作为揭榜书附件材料一并报送。

（二）牵头单位审核。

牵头单位对本单位申报项目的揭榜材料进行汇总、审核、加

盖单位公章。

（三）报送揭榜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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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将签字盖章齐全的揭榜书材料纸质件（揭榜书主件

及附件 2、3、4一式两份；附件 1“榜单问题解决方案”单独装订

成册一式十五份）和电子版材料（可公开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

其他材料刻录光盘），在规定的截止时间前送达指定单位。

（四）参加评审答辩。

发榜方将组织专家对揭榜方案进行初评和终评。初评时，专

家组将根据需要对部分项目开展线上质询，每个项目不超过 5分

钟；终评时，入围项目均须参加现场答辩，每个项目 PPT 汇报

不超过 10分钟。届时项目负责人或委托相关人员参加线上质询

和现场答辩，未按时参加者视为自动放弃揭榜资格。评审答辩具

体时间、地点、方式等另行通知。

五、揭榜时限

揭榜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2024年 11月 14日 18时，逾期

未送达不予受理（快递或邮寄以接收单位签收时间为准）。揭榜

材料可现场报送或邮寄、快递报送。

六、揭榜材料报送地址

（一）榜单问题 2、4

成都市青羊区百卉路 4号，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地灾防治处冉

港雄，邮箱：331465775@qq.com。

（二）榜单问题 7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36号，四川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林东，邮箱：zjtabsc@163.com。

mailto:33146577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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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榜单问题 11、12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祠大街 180号，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处

张航，邮箱：448570706@qq.com。

（四）榜单问题 3、5

成都市青羊区青华路 20号，四川省水利厅防御处袁前胜，

邮箱：1598491402@qq.com。

（五）榜单问题 6

成都市武侯区武阳大道三段 201号，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技

与信息化处凌飞，邮箱：825729075@qq.com。

（六）榜单问题 8、10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一段 15号，四川省林草局防火处贾

娟，邮箱：slcjfhzxJJ@163.com。

（七）榜单问题 1、9

成都市青羊区光华村街 20号，四川省气象局科技与预报处

（东楼 615室）张琳，邮箱：315838415@qq.com。

七、信息咨询

揭榜方相关发揭榜信息咨询时间：工作日 08:30-12:00，

14:00-18:00。不接受现场咨询。

（一）榜单问题 2、4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地灾防治处冉港雄，电话：028-87036213。

（二）榜单问题 7

四川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林东，电话：

https://www.baidu.com/s?sa=re_dqa_generate&wd=%E6%88%90%E9%83%BD%E5%B8%82%E6%AD%A6%E4%BE%AF%E5%8C%BA%E6%AD%A6%E4%BE%AF%E7%A5%A0%E5%A4%A7%E8%A1%97180%E5%8F%B7&rsv_pq=bc0fe5f4002bf33f&oq=%E5%9B%9B%E5%B7%9D%E7%9C%81%E4%BA%A4%E9%80%9A%E8%BF%90%E8%BE%93%E5%8E%85%E5%9C%B0%E5%9D%80&rsv_t=9273jGt/v74ZSaE3fmucWz3etk+8IaY90ZQxjcPShEF+Z+70jubI5bcx5yqhUiwQQ5M&tn=40020637_dg&ie=utf-8
mailto:448570706@qq.com
mailto:31583841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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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四川省科技赋能防灾减灾救灾
“揭榜挂帅”项目“一次榜单”

一、山洪泥石流问题榜单

（一）复杂地形降水短临预报预警关键技术及应用

牵头部门：四川省气象局

现状及问题：四川是我国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省

内高原、盆地、山地等地质地貌复杂多样，区域内海拔落差大，

原生环境脆弱，江河数量多，流域范围广，大部分地区为地震高

烈度区和地质灾害易发区。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四川暴雨及

其诱发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发频发，对各

行各业生产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给气象

短临预报预警带来了巨大挑战。当前，针对盆周山区、川西高原、

攀西地区等复杂地形区，四川强降水预报预警准确率不高，时间

提前量不足，仍难以满足山洪、泥石流灾害精准精细防御需求。

需求：提供 0—12小时精准化、无缝隙、高分辨率的复杂地

形下短临降水预报，能够融入现有气象业务系统，高效支撑县级

自主预警。盆周山区、川西高原、攀西地区等复杂地形区 0—2

小时降水预报产品至少达到逐 6 分钟更新，2—6 小时产品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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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逐 15 分钟更新，6—12小时产品至少达到逐小时更新，空

间分辨率均≤1km，强降水预报准确率（TS 评分）较现有水平

（目前 0—1小时为 0.18、1—2小时为 0.06、2—6小时为 0.025、

6—12小时 0.016）提高 8%以上。

预期效果：复杂地形区强降水预报预警准确率、提前量达到

国内领先水平，实现提前 6小时强降水精准预报，6—12小时预

报准确率（TS评分）达到 0.02以上，有效支撑县级自主预警，

满足基层党委政府在复杂地形区精准及时、快速响应的防灾减灾

救灾需求。

〔备注：强降水 TS评分=命中数/（命中数+漏报数+空报数）。

其中，命中数是指预报与实况均发生的站点数，漏报数是指预报

不发生而实况发生的站点数，空报数是指预报发生而实况不发生

的站点数。〕

（二）山洪泥石流动态调查与风险防控能力提升

牵头部门：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现状及问题：我省三州地区及盆周山区等重点地区山洪泥石

流沟道上游多是无人区，地形高差悬殊、植被覆盖较好，现有高

精度对地观测技术运用不足，仅靠传统地面调查、人工巡排查仅

能查明沟道下游受威胁对象状况，流域沟道调查精度不够，动态

调查机制未建立，松散物源精准识别及动储量精准测算难。现有

山洪泥石流沟单沟控灾地质条件、成灾规律及演化趋势系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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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定量精准风险预测模型尚未建立，无法精准研判山洪泥石

流成灾风险，科学划定危险区，难以科学支撑精细化监测预警及

高效抢险救援需求。

需求：

1.构建山洪泥石流实景三维高精度、快速建模技术；

2.建立山洪泥石流高位隐蔽崩滑物源动态识别及松散物源

规模测算评估方法；

3.研发山洪、泥石流定量、动态风险评价模型；

4.研提山洪泥石流风险防控对策措施。

预期效果：运用新技术、新方法，构建“空—天—地—深”

一体化精细探测技术体系，打造山洪泥石流“地理+地质”实景

三维数字底板，实现单沟（流域）实景三维模型生产时间不超过

24小时，全流域影像分辨率优于 0.5m，重点部位影像分辨率优

于 0.1m。形成山洪泥石流沟（流域）坡面、沟道等不少于 2类

物源的精准识别指标及规模估算方法体系，物源识别准确率不低

于 80%。形成山洪、泥石流动态定量风险评估模型，实现 20年、

50年、100年一遇降雨强度下的山洪、泥石流动态风险评估与精

准防控。

（三）山洪泥石流易灾区域监测能力提升

牵头部门：四川省水利厅、四川省应急管理厅

现状及问题：川西高原、攀西地区及盆周山区等地山高坡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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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壑纵横，山区小流域地势高差悬殊，降雨在垂直方向差异较大，

立体气候明显。降雨是山洪泥石流灾害主要诱因，但受客观条件

限制，山洪泥石流沟道上游降雨监测难度大、现有盲区多，主要

表现为上游无人区降雨信息难以获取，“空天地”协同监测能力

不足，当前掌握的面雨量精度不够，尚不能为受威胁区域主动防

灾避险提供足够的决策支撑。目前的灾害防范措施中，对水位流

量突变或超标、物源启动等山洪泥石流灾害的“前兆信号”和“演

进过程”监测不到位，捕捉灾害征兆的现代化手段不够、集成度

不够。

需求：

1.提出山洪泥石流易灾区域面雨量监测的解决方案，主要为

山洪泥石流易灾区域构建有效、稳定、经济的面雨量监测体系的

思路、方法和技术路线（主要目标：实现山洪泥石流易灾区域面

雨量全覆盖）；

2.提出测雨雷达降水反演及验证的关键方法和主要技术路

线（主要目标：0—3小时监测预警精度≥50%）；

3.提出研发适用于山洪泥石流易灾区域、尤其是无人区降水

观测设备的技术路线（主要目标：设备具备易架设维护、可靠性

高等特性，满足气象观测技术要求）；

4.提出研发捕捉山洪泥石流灾害“前兆信号”“演进过程”

设备的技术路线（主要目标：设备具备集成化、高可靠性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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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效果：山洪泥石流易灾区域雨量监测全覆盖；山洪泥石

流易灾区域面雨量格点化、数值化、精准化；通过专用设备的研

发，加强山洪泥石流易灾区域、尤其是无人区降地面降水观测能

力；通过专用设备的研发，捕捉山洪泥石流灾害“前兆信号”和

“演进过程”，提升重点区域临灾监测预警能力。

（四）山洪泥石流精细化预警能力提升

牵头部门：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现状及问题：目前，国内山洪泥石流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还停

留在区域性、趋势性、警示性阶段，由于单条山洪泥石流沟所处

的地质地貌、物源构成及分布、汇水条件、威胁对象和灾害成因

机理与演化过程的差异，当前的区域预警模型难以比较准确研判

山洪泥石流沟发灾时空和成灾风险，导致每年汛期基层群众反复

避险转移，“空跑”频率高，对群众的正常生活干扰大、基层安

置管控压力也大。

需求：

1.揭示基于流域单元的山洪、泥石流成灾机理；

2.研发精准气象预警和灾害动力过程模拟的山洪泥石流单

沟预警模型，精准评估山洪泥石流沟风险预警等级、影响（淹没）

范围及可能受灾对象，模型集成化可接入省级监测预警平台；

3.研发高效预警“喊醒叫应”系统，系统的呼叫和应答有记

录，能监测终端在线状态，呼叫主机和应答终端可自组网，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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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须接收无线应急广播信息，能接收调频调幅广播，可随身携

带。

预期效果：揭示山洪、泥石流成灾机理，实现山洪泥石流以

小流域为单元、基于物理过程模拟为主的精准预警，实现实时与

未来 3 小时滚动预警，预警报准率高于 75%，空报率降低 15%

以上，动力学模型空间分辨率≤5 米，短临气象数据接收后预警

产品生成时间小于 15分钟。研发“三断”条件下的“喊醒叫应”

系统，实现预警信息精准发布到点到户到人，系统可在 1分钟内

唤醒半径 3公里范围内的所有终端，终端可在 70分贝高噪音环

境下有效叫醒住户，终端可跟踪反馈人员避险转移安置情况，实

现预警响应全过程闭环管理。

（五）山洪泥石流综合指挥决策水平提升

牵头部门：四川省水利厅、四川省应急管理厅

现状及问题：现有平台针对山洪泥石流多源异构数据融合应

用不够，山洪泥石流灾害风险综合分析研判能力不强，决策指挥

辅助智能化能力有待进一步强化。预警发布渠道不多、效率不高，

快速靶向预警发布能力不足，一体监测、综合研判、融合预警的

综合监测预警体系尚未形成，无法满足精准预警和综合防灾减灾

需求。

需求：

1.提出一体监测、综合研判、融合预警的山洪泥石流灾害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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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监测预警平台的解决方案（主要目标：利用智能算法和深度学

习，提升监测预警平台的山洪泥石流灾害风险智能研判与决策指

挥能力）；

2.提出对山洪泥石流灾害防御相关的海量多源异构数据挖

掘、融合、自适应分析能力的思路、方法和技术路线（主要目标：

在数据采集、存储、清洗和分析的基础上，实现监测预警平台大

数据的自训练、自优化）；

3.提出预警信息全网覆盖、靶向发布、快速直达的解决方案，

主要为预警发布和触达反馈全链条闭环的思路、方法和技术路线。

（主要目标：实现预警区域公众 30分钟内全覆盖接收预警信息，

预警信息发布速率不低于 1万条/秒）。

预期效果：运用前沿技术，构建先进、实用、经济的综合平

台，强化山洪泥石流灾害多源异构数据挖掘、融合、分析以及部

门协同水平，提升山洪泥石流灾害智慧预警水平和决策指挥能力；

通过高风险灾害区域、涉灾人群预警发布自动判识和强制提醒技

术，实现预警信息面向涉灾区域的全网快速覆盖、精准靶向推送、

强制触达提醒。

（六）灾害现场智能化识别研判技术

牵头部门：四川省应急管理厅

现状及问题：四川省是全国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

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突发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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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指挥机构及领导需要快速了解灾险情、掌握风险水平、熟

悉发展趋势，针对性地开展力量调动、物资投送、人员搜救、道

路通信电力保障、治安管控等各项抢险救援工作部署。但是，受

气象水文、地形地貌、灾情险情等条件限制，卫星遥感、无人机、

地面监控等单一数据局限性大、时效性低，受地形地貌和天气影

响，部分数据获取难度大，针对性不强；现有信息获取渠道分散，

多源数据融合处理效率低、整合度弱；数据智能化识别和解析水

平低，风险持续跟踪监测分析难度大，研判产品针对性不强，成

果产出时间长，辅助决策措施匹配度弱、效率低、可靠性差；对

态势把握、指挥决策、抢险救援等工作支撑不足。

需求：

1.提升灾害现场多源数据自动获取、处理及融合能力，包括

但不限于历史影像、动态监测预警信息、灾后现场信息资源等卫

星遥感、无人机、地面监控等数据的快速高效地获取、回传、融

合。基本实现遥感数据接收后预处理效率不低于 4景/小时，15cm

地面分辨率 10平方公里无人机数据采集、处理效率不超过 4小

时，其他数据处理、融合时间不超过 2小时；

2.提升灾害现场关键要素信息智能识别、风险动态变化比对

分析能力。要素识别对比包括但不限于火线/点、烟点/线、高温

异常、过火区域、灾害范围、滑坡、壅塞体、防洪工程、房屋、

道路等，点要素识别对比时间不超过 30分钟、线要素不超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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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面要素小于等于 2小时（均不包括原始数据采集和预处理

时间）；

3.实现灾害初期、中期、后期各阶段应急决策产品的智能产

出，根据灾情发展和动态数据的更新完善，提供有针对性的动态

评估简报、专题图件、统计分析报表等辅助决策支撑产品。单个

产品产出时间不超过 10分钟。

预期效果：形成包含遥感、无人机、防灾减灾救灾信息等基

础数据库，融合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监控、手机拍摄等多源

数据，形成影像预处理、要素自动识别、灾损风险评估、灾害趋

势研判、辅助指挥调度等智能算法模型，开发包含数据库、智能

分析、辅助决策等功能的工作平台。

（七）农村住房简易安全评定技术研究

牵头部门：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现状及问题：四川省农村住房量大面广、结构类型多样、区

域特点突出，且多数为自主建设，导致部分房屋结构安全“先天

不足”。近年来，全国多起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也再次为自建房

安全问题敲响了警钟。同时，四川省属于灾害易发多发地区，灾

害频次高、种类多，这也为四川省农村住房安全带来了严峻的挑

战。因此，无论是平时还是灾后，农村住房的安全评定工作显得

尤为重要。然而，与现实情况不相称的是，当地震、地质灾害、

洪涝灾害等发生后，大量农村住房的安全状况往往无法在较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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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获知，不能为抢险救灾部门提供第一手数据支撑，不能为住

房安全与应急处置提供有力技术支持，导致抢险救灾效率不高、

灾后安置成本激增。究其原因，是灾后专业队伍进驻灾区的保障

压力较大；房屋应急评估或安全鉴定专业性强，技术力量有限，

加之无经费支撑，使得大量农村住房得不到及时、专业的评定；

同时，多数农村住房非正规建设，结构混杂，建筑材料多样，质

量不可控，现有标准尚不适用于农村住房的安全评定。面对上述

矛盾，亟需开展我省灾后农村住房简易、快速安全评定技术研究，

以期及时识别、应对、防范化解农村住房安全风险，降低救灾成

本。

需求：

1.研究四川省不同结构类型农村住房典型质量缺陷形成机

理、识别方法和处置建议；

2.研究不同灾害以及多灾害耦合下农村住房的灾损机理与

破坏特征，依托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系统和自建房安全专项整

治信息归集平台，健全完善四川省农村住房基础信息，建立安全

风险诊断数据库；

3.研究四川省农村住房安全状况简易评定模型与方法，提出

实施路径，评定准确率达到 95%以上。

预期效果：利用农村住房简易安全评定技术，覆盖全省农村

房屋类型，达到安全评定“操作便捷、评定智能、决策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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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灾害发生后，受灾农户、乡村建设工匠及镇村工作人员

等非专业人员能够快速初判房屋安全状况，便于快速统计房屋受

灾情况，为抢险救援、应急安置提供决策参考；平时，也能让农

户了解自身房屋安全状况，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并上报处置，防范

化解我省农村住房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森林草原火灾问题榜单

（八）穿越林区的 35千伏及以下配电线路森林火灾风险精

准识别研究

牵头部门：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

现状及问题：35 千伏及以下的配电线路具有线路长、覆盖

广和所处环境复杂多样的显著特点，这些线路是引发森林草原火

灾的重要风险源之一。数据显示近年来有多起森林草原火灾因配

电线路引发，主要是由大风断线、运输车辆飞落物挂线、小动物

活动短路、绝缘老化及线路过载、施工机械及障碍物碰线等意外

事件导致配电线故障起火，引燃树冠、林下可燃物或林缘草丛造

成森林草原火灾，并极易发展成为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当前

科学技术及生产条件下，难以有效识别和预报以上风险引发的森

林草原火灾，亟需开展跨专业、跨学科的专项研究，以期解决该

问题。

需求：

1.穿越林区的 35 千伏及以下配电线路森林火灾主要致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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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可燃物、火险气象等）风险隐患精准识别及动态监测；

2.穿越林区的 35 千伏及以下配电线路线下运行通道易燃植

被自然垂弧高度安全范围内的生长状况精准识别及动态监测；

3.融合多维、多源数据及主要致灾因子，构建技术体系及方

法、研发监测预警设施设备，提前 24小时发布不同等级森林火

险预警信息，实现穿越林区的 35千伏及以下配电线路森林火险

智能精准识别和预报预警。

预期效果：提升 35千伏及以下配电线路森林火灾风险隐患

精准识别和预报预警能力，为 35千伏及以下配电线路森林火灾

风险精准识别及综合防范提供切实有效的科技支撑。主要致灾因

子状况及风险隐患识别精度不低于 80%；易燃植被类型识别精度

不低于 90%、易燃植被生长安全高度识别精度优于 1 米；35千

伏及以下配电线路森林火险智能识别综合精度不低于 90%，不同

等级火险预报预警时间提前 24小时。

（九）森林草原防灭火高影响天气监测预报预警技术及应用

牵头部门：四川省气象局

现状及问题：我省山地林区火灾频发，大风、雷击火是引起

森林草原火灾、影响扑灭火工作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森林火灾

高风险区域气象观测站稀疏，监测设备建设难度大，风、雷电等

气象要素观测严重不足，火场现场缺乏高精度三维风场的实时监

测数据；另一方面，受限于复杂地形与观测资料，大风、雷电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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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预警时间提前量和空间分辨率不足，准确率不高。针对森林草

原防灭火工作，四川缺乏雷电、大风等高影响天气精细化监测预

报技术及产品，难以满足“雷击火”、大风天气引起火灾研判预

防和扑灭火作业需求。

需求：

1.研发森林火灾高发区及火灾现场任意点三维风场、雷电等

要素的精细化预报技术。预报产品 24小时时效内时间分辨率至

少达 1小时，水平分辨率加密站或格点分辨率 1km。三维风的垂

直分辨率 0—300米高度达到 50米。针对森林火灾高发区，平均

风风速预报准确率达 75%以上（目前模式 10m风速约为 65%），

瞬时风风速准确率达 55%以上（目前模式 10m风速约为 45%），

风向准确率达 50%以上；针对火场现场任意点，平均风风速准确

率达 80%以上，瞬时风风速准确率达 60%以上。雷电正样本准

确率达 60%以上；

2.研发便携式小型化森林火场应急气象观测设备，实时获取、

回传、融合森林火场气象数据，形成基于火场地形的高时空分辨

率三维风场（包含平均风和阵风）、雷电等气象要素实时数据和

立体分析模型；

3.实现气象业务应用，并能够快速自动生成图片和文字等分

析研判成果。

预期效果：通过雷电、大风监测预报技术科学指导雷击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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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重点区域开展雷击后早期巡护排查、隐患消除，大风影响区基

于风力风向变化实施精准防控措施，有效降低森林草原火灾风险。

同时针对火灾区域小气候风力风速突变、多变特点，开展精细化

监测预报，有效支撑科学、安全、高效救援的实施。

（十）林下堆积物综合利用

牵头部门：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

现状及问题：林下堆积物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维持森林生态功能有重要作用，但林下堆积物过载是引发森林

火灾的重大风险。在我省森林火灾易发高发区，林下堆积物载量

大且持续增多，森林火险等级持续攀升，对森林防灭火工作提出

了严峻挑战。急需精准评估林下堆积物火灾风险，研发经济、高

效、环保的可持续综合管理技术及装备，降低由林下堆积物过载

引发的森林火灾风险。

需求：

1.林下堆积物火灾风险多维因子耦合模型研发、动态评估及

分级管控；

2.林下堆积物高效集运、再生利用、低碳增值等综合管理技

术及装备；

3.林下堆积物就地生态处置、高效转化等综合调控技术及装

备。

预期效果：实现识别和预测林下堆积物载量并进行风险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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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林下堆积物管控及资源化、高效化综合利用技术体系，配套

研发高质、集成处置装备，创制增值产品，实现对林下堆积物的

科学管控与高效利用。

三、道路桥梁汛期安全问题榜单

（十一）普通公路危险路段重要结构物（桥梁、隧道口、边

坡等）夜间风险识别辅助设备研发

牵头部门：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现状及问题：普通公路危险路段重要结构物（桥梁、隧道口

等）及高危边坡在夜间发生垮塌、沉陷等突发异常事件后，由于

视距受限，机动车驾乘人员可能难以及时发现，并采取紧急避险

措施，进而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尚缺乏成熟有效的普通公路突

发事件夜间风险识别辅助手段，亟待研发相关设备，帮助机动车

驾乘人员提升普通公路夜间突发事件的风险识别能力。

需求：

1.能在户外极端环境（包括但不限于：高海拔、温度波动幅

度大、日照强度低、强降雨、暴雪、雷击等）下正常稳定运行；

2.无需电源，或设备有独立于现有电网之外的供电系统；

3.至少满足每日晚上 6时至次日早晨 8时能连续正常稳定工

作；

4.低成本、高可靠、免维护、长寿命；

5.满足识别夜间风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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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效果：通过对普通公路危险路段重要结构物（桥梁、隧

道口等）及高危边坡安装夜间风险识别辅助设备，帮助机动车驾

乘人员提升夜间突发异常事件风险识别能力、及时采取紧急避险

措施，最大限度避免或减轻人员伤亡。

（十二）公路跨河（水）桥梁水（地）下墩柱、承台、桩基

健康监测系统研究

牵头部门：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现状及问题：公路跨河（水）桥梁墩柱、桩基、基础（含承

台）水下部分的结构健康状况对路网安全运行至关重要。目前尚

无成熟可靠的技术手段，对水下结构物的病害或冲刷等隐患实施

动态监测预警或精准检测，主要依靠蛙人、水下机器人等手段进

行定期特殊检查，但蛙人检查风险大、成本高、可靠度低，仅可

作为特殊检查手段；水下机器人在复杂水文条件下的工作可靠性

和精准度仍有待提升。亟需研发相关监测或检测设备，指导公路

管养机构精准及时处治桥梁结构病害或风险隐患。

需求：

1.监测设备

（1）能在水流湍急、漂浮物干扰、沙石含量较高等恶劣水

域或复杂水文条件下全天候正常稳定运行；

（2）成本低、易操作、高可靠、性能稳定、长寿命；

（3）监测到异常，自动向公路管养机构的后台信息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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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数据准确、误报率低；

（4）对桩基、基础（含承台）周边的局部冲刷深度进行持

续跟踪监测，精度优于 0.1米，采样频率不低于 1次/小时，量程

不低于 5米；

（5）防低温、防撞击、防冲刷、防磨蚀、耐水压。

2.检测设备

（1）能在水流湍急、漂浮物干扰、沙石含量较高等恶劣水

域或复杂水文条件下全天候正常稳定运行；

（2）成本低、易操作、高可靠、性能稳定、长寿命；

（3）能精准辨识水下墩柱、桩基、基础（含承台）及其结

合部位的开裂、磨损、颈缩、露筋等病害并进行高清图像采集，

自动提取病害位置、形态、尺寸等特征数据，检测技术参数不低

于《在用公路桥梁现场检测技术规程》（JTG/T5214）的相关要求；

（4）能精准检测桩基冲刷深度和基底掏空范围，冲刷深度

检测精度优于 0.1米，掏空范围检测精度不低于 0.1米×0.1米。

预期效果：通过研发公路跨河（水）桥梁墩柱、桩基、基础

（含承台）水下部分健康监测或检测设备，动态监测或定期检测

墩柱、桩基、基础（含承台）水下部分是否发生冲刷、淘空等隐

患，是否存在结构开裂、缩颈、露筋等病害，为公路管养机构精

准及时处治桥梁病害和风险隐患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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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省科技赋能防灾减灾救灾

“揭榜挂帅”项目“一次榜单”

揭榜书

揭榜项目名称：

组 别：

问 题 类 型：

牵头揭榜单位：

揭榜方挂帅人：

二〇二四 年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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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报 说 明

1.揭榜方应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等创

新主体，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社会诚信，未被列入联合惩戒名单。各

级政府行政机构不得作为揭榜牵头或合作单位。

2.揭榜方挂帅人填写揭榜书，应实事求是，表述明确。外来语要同

时用原文和中文表达，第一次出现的缩略词，须注明全称。

3.所有书面材料采用 A3纸骑马装订，一式十五份。使用普通纸质

材料作封面，不采用胶圈、文件夹等带有突出棱边的装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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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信 息
揭榜方

牵头单位

单位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地 址 邮 编

单位性质 负 责 人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成立时间

（限企业填写）

注册资本

（限企业填写）

银行账号 开 户 行

揭榜方挂帅人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学 历

（学 位）

职 务

职 称
手 机

主要联合揭榜方

单位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性质 参与人员 出生年月 职 称

单位（团队）原有研究基础

主要同类业绩、案例等（30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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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单问题解决方案

此处不填写具体内容，请在附件 1中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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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榜方项目负责人承诺

本人保证揭榜书内容及附件材料的真实性，同时无知识产权争议。

若方案中榜，本人承诺将中榜方案授权发榜方无偿使用。若填报失实、

附件失真和违反规定，本人将承担全部责任。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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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榜牵头单位审批意见

示例：我单位未被列入联合惩戒名单，同意参加揭榜。

牵头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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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榜单问题解决方案

2.牵头单位独立法人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3.项目负责人身份证及个人征信证明复印件

4.揭榜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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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榜单问题解决方案

一、方案概述（500 字左右）

二、方案总体目标（1000 字左右）

（一）方案拟主要解决的灾害种类及具体问题短板。

（二）方案拟主要响应的需求目标。

（三）实施方案的预期成效、成果形式及应用场景。

三、方案研究研发（集成应用）内容、技术路线、实

施周期、预期成效及资金估算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发展趋势。（500字左右）

国内外针对相应灾害种类及其具体问题短板的解决方案、应用案例，

所涉及的相关技术研究进展和未来技术创新方向等。

（二）主要研究研发（集成应用）内容。（2000字左右）

针对解决灾害种类及其具体问题短板拟开展的主要研究研发（集成

应用）内容与问题榜单契合度、精准性，以及拟达到目标。

（三）技术路线。（2000字左右）

针对主要研究研发（集成应用）内容拟采取的技术路线，主要技术

指标，配套需求（若有），以及相关可行性、有效性、实用性、创新性、

先进性、系统性、合理性分析等。

（四）实施周期及预期成效。（10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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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实施周期、预期社会经济效益、成果形式、应用场景，以及

相关时效性、可推广性、适应性分析等。

（五）资金估算。（300字左右）

为落实上述主要研究研发（集成应用）内容和技术路线的资金需求

匡算，以及相关经济性分析等。

备注：如果榜单问题涉及多个课题或方向、领域的，提出的解决方

案有多条技术路线的，榜单问题解决方案相关内容可突破上述字数限制

规定。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4年 10月 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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