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四川省科技赋能防灾减灾救灾“揭榜挂帅”
项目“二次榜单”

序号 榜单名称 牵头部门

1 复杂地形降水短临预报预警关键技术研究及应

用示范
四川气象局

2 山洪泥石流动态调查与风险防控能力提升关键

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
自然资源厅

3 山洪泥石流易灾区域监测能力提升关键技术研

究及应用示范

水利厅

应急管理厅

4 山洪泥石流精细化预警能力提升关键技术研究

及应用示范
自然资源厅

5 山洪泥石流综合指挥决策水平提升关键技术研

究及应用示范

水利厅

应急管理厅

6 灾害现场智能化识别研判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示范
应急管理厅

7 农村住房简易安全评定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

范

住房城乡建设

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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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研究及

应用示范

交通运输厅

9 公路跨河（水）桥梁水（地）下墩柱、承台、桩

基健康监测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
交通运输厅



榜单 1

复杂地形降水短临预报预警关键技术研究及
应用示范项目榜单

针对四川盆周山区、川西高原、攀西地区等复杂地形区，强

降水预报预警准确率不高，时间提前量不足等难题，紧密围绕山

洪、泥石流灾害精准精细防御需求，在《复杂地形降水短临预报

预警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综合解决方案》基础上，编制形成

项目榜单。

一、需求目标

（一）技术路线

研究多源气象观测资料的质量控制与降水反演融合技术，提

供复杂地形区降水实况产品；研究对流识别与初生因果推理方

法，研发考虑物理约束的人工智能短临外推模型，提供 0—2小

时分钟级降水预报产品；针对复杂地形特点，研发数值模式资料

同化、物理过程参数化与循环同化技术，优化区域快速更新数值

预报系统，提供 2—12小时降水格点预报产品；研究变分融合技

术等实现短临外推预报与数值模式预报的融合，集成生成式深度

学习和模式后处理技术等构建多源降水预报订正与融合算法，提

供 0—12小时无缝隙降水预报，进一步提高预报准确率和预警提



前量。

（二）考核指标

围绕复杂地形气象防灾减灾“早发现、早预警、早防范”总

体目标，集中优势资源，全力开展复杂地形降水预报技术攻关与

集成应用，一方面实现预报提前时间和准确率的提升，另一方面

实现县级应用示范。

1.提供逐 6分钟更新的 6分钟和 1小时格点降水实况产品，

空间水平分辨率 1km，小时降水量产品质量（现状值：强降水

TS评分 0.6）提升 8%以上；

2.提供覆盖四川的 0—12小时无缝隙降水预报产品，其中 0

—2 小时为逐 6 分钟更新的 6 分钟格点降水和回波外推产品，2

—6小时为逐 15分钟更新预报的 15分钟累计格点降水量预报产

品，6—12小时逐 1小时更新预报 1小时累计格点降水量预报产

品。产品空间分辨率为 1km。0—1、1—2、2—6 和 6—12小时

强降水（大于 20毫米/小时）预报 TS评分分别不低于 0.2、0.07、

0.03、0.02。0—2小时、2—6小时和 6—12小时产品衔接时次，

降水的强度和落区平滑连接，具有较好的连续性；

3.提供可业务应用的 0—12小时降水预报算法 1套，人工智

能数据集 1套；

4.发表项目相关高质量论文 5篇以上；

5.申请发明专利 2项以上、软件著作权 3项以上；



6.里程碑式考核报告 1份，项目总结报告 1份。

二、运用效果

在雅安市汉源县、甘孜州雅江县等市县开展试点应用，针对

山洪泥石流预警需求场景，发挥科技成果优势，验证气象保障服

务支撑效果。

考核指标：

1.在 2个示范县部署空间分辨率 1km的格点降水实况产品；

2.在 2个示范县部署 0—12小时、空间分辨率 1km的无缝隙

降水预报产品；

3.在 2个示范县部署基于精细化网格降水预报的强降水预警

模块，支撑县级自主预警；

4.在 2个示范县开展强降水过程气象预报业务应用，实现提

前 6小时强降水精准预报；

5.在 2个示范县开展专业培训不少于 100人次，培训基层干

部、气象信息员、应急救援人员等。

三、里程碑考核

2025年 5月底前：初步提供可在示范区汛期服务中应用的 6

分钟更新的 6 分钟和 1 小时格点降水实况产品，0—2 小时逐 6

分钟更新的 6分钟格点降水和回波外推产品，2—6小时逐 15分

钟更新预报的 15分钟累计格点降水量预报产品，6—12小时逐 1

小时更新预报的 1小时累计格点降水量预报产品，产品空间分辨



率为 1km。

2025年 12月底：提供 0—12小时无缝隙预报产品，其中示

范区 2025年汛期回报预报准确率优于业务产品；投稿论文 2篇，

申请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共 2项以上；提供里程碑式考核报告

1份。

2026 年 12月底：完成项目所有研发内容，0—1、1—2、2

—6 和 6—12 小时 20mm 以上降水预报 TS 评分分别达到 0.2、

0.07、0.03、0.02，提交项目总结报告，具备验收条件。

四、实施周期及榜单金额

项目实施周期为 24个月。财政支持资金不超过 1000万元。



榜单 2

山洪泥石流动态调查与风险防控能力提升关键
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项目榜单

针对山洪泥石流沟道调查精度不够、物源识别及动储量测算

不准、定量精准风险预测难等问题，立足山洪泥石流“精细调查、

动态监测、精准防控”等实际需求，基于科技赋能“揭榜挂帅”

一次榜单最优解决方案，编制形成《山洪泥石流动态调查与风险

防控能力提升综合解决方案》，并凝练形成项目榜单。

一、需求目标

（一）技术路线

研究基于无人机和立体卫星影像的高精度、快速实景三维建

模技术，研发云端实景三维快速建模软件；建立山洪泥石流沟物

源精准识别指标及规模估算方法，构建物源启动模型及动储量多

参数耦合测算模型，实现山洪泥石流物源精准识别与储量快速估

算；建立山洪、泥石流定量风险评估与排序的指标体系和技术方

法，构建单沟泥石流基于动力学数值仿真模拟风险评价模型，实

现 20年、50年、100年一遇降雨强度下山洪泥石流动态定量风

险评估；研提山洪泥石流动态风险防控措施建议，研发山洪泥石

流“地理+地质+管理”的数据融合分析、解译、预测一体化系统



平台，实现山洪泥石流精准风险防控。

（二）考核指标

围绕“精密测绘、精细调查、精准防控”目标，集中优势资

源，全力开展山洪泥石流理论探索、模型研发、技术集成、仿真

测试、系统研制等攻关工作。

1.算法模型：山洪泥石流沟崩滑物源、坡面物源、沟道物源

等不少于 3类物源精准识别指标及规模估算方法 1个，物源启动

模型及动储量多参数耦合测算模型 1个，物源识别准确率不低于

80%；区域尺度山洪泥石流定量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和技术方法

1个，不同降雨强度下的山洪泥石流动态定量风险评估模型 1个，

实现 20年、50年、100年降雨强度下的山洪泥石流动态风险评

估与精准防控。上述模型集成接入省级监测预警平台。

2.软件平台：云端实景三维快速建模软件 1套，山洪泥石流

“地理+地质+管理”实景三维系统平台 1个，集成接入省级监测

预警平台。

（1）200km2分辨率 0.5m 的立体像对影像生产流域的实景

三维模型时间不超过 24小时，重点部位分辨率为 0.1m的 20km2

倾斜影像的实景三维模型生产时间不超过 24小时；

（2）系统平台具备“云端+单机”联动耦合的线上、线下一

体化功能，具备多源异构数据的融合展示管理、空间分析模块、

灾害解译模块、物源计算模块、山洪泥石流风险评估模块、山洪



泥石流运动分析模块。

3.山洪泥石流遥感调查及风险评价技术指南 1项。

4.受理发明专利不少于 3项。

5.申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不少于 3项。

6.里程碑式考核报告 1份，项目总结报告 1份。

二、运用效果

在雅安市汉源县、甘孜州康定市等地开展山洪泥石流调查评

价与风险防控应用示范。在示范区内选择不少于 6条典型山洪、

泥石流沟，开展山洪泥石流无人机动态监测与高精度实景三维建

模等技术集成示范。深入典型问题场景，突破山洪泥石流调查评

价难点痛点，实现精准化风险防控能力提升，动态检验调查评价

防控成效。

考核指标：

1.工作建议：开展示范区山洪泥石流沟风险评价及等级排

序，形成山洪泥石流精细风险防控措施建议 1份，针对性提出监

测部署等具体措施建议，指导地方政府汛前开展山洪泥石流防治

工作部署。

2.工作指南：建立山洪泥石流遥感调查及风险评价技术指南

1部，指导示范区技术支撑单位开展山洪泥石流现场调查评价。

3.场景应用：在雅安市和甘孜州 2个示范县域范围开展山洪

泥石流灾害调查评价与风险防控示范应用。



4.项目示范期间，在精细化调查成果、多源监测等实时数据

支持下：

（1）在示范区，山洪泥石流实景三维“地理+地质+管理”

系统，实现 200km2分辨率 0.5m的立体像对影像生产流域的实景

三维模型时间不超过 24小时，重点部位分辨率为 0.1m的 20km2

倾斜影像的实景三维模型生产时间不超过 24小时，集成接入省

级监测预警平台，具备业务化运行能力，具备“云端+单机”联

动耦合一体化功能，实现山洪泥石流数据线上+线下融合分析、

解译、预测自动化、智能化。

（2）在典型山洪泥石流示范沟，开展无人机库示范应用 1

处，实现泥石流沟域动态监测，实现基于无人机实景三维精细建

模、物源精准识别与测算及风险定量评价与精准防控。

三、里程碑考核

（一）2025年 5月底前

完成示范区多源遥感数据的采集和整理，完成汛前“空-天-

地-深”一体化精细探测技术体系构建，实现卫星影像和无人机

影像的高效三维建模功能集成；构建流域物源敏感性评价指标与

模型，并完成示范区县域物源敏感性评价；构建区域山洪泥石流

危险性评价模型，承灾体易损性，汛期前完成示范区山洪泥石流

定量风险评价与等级排序。

节点成果：初步搭建云端实景三维快速建模软件 1套；形成



示范区山洪泥石流定量风险评价与等级排序，针对性提出监测部

署等具体措施建议，指导地方政府汛前开展山洪泥石流防治工作

部署。

（二）2025年 12月底前

完成基于遥感数据的山洪泥石流物源储量估算模型；探明物

源补给模式，完成基于遥感数据的山洪泥石流物源动储量精准测

算模型；获取动力演进过程模拟所需参数，形成山洪泥石流遥感

调查及风险评价技术指南 1份。

节点成果：山洪泥石流沟崩滑物源、坡面物源、沟道物源等

不少于 3类物源精准识别指标及规模估算方法 1个；物源启动模

型及动储量多参数耦合测算模型 1个；山洪泥石流遥感调查及风

险评价技术指南 1部。

（三）2026年 12月底前

在雅安市和甘孜州开展边试点、边验证、边完善工作，继续

优化完善算法模型，加速平台建设和应用示范，完成所有考核指

标，具备验收条件。

四、实施周期及榜单金额

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两年。财政支持金额不超过1000

万元。



榜单 3

山洪泥石流易灾区域监测能力提升关键技术
研究及应用示范项目榜单

围绕山洪泥石流沟道上游降雨监测难度大、现有盲区多，“空

天地”协同监测能力不足，当前掌握的面雨量精度不够等问题，

聚焦“融合感知、全面覆盖、临灾监测”等 3方面实际需求，在

《山洪泥石流易灾区域监测能力提升综合解决方案》基础上，编

制形成项目榜单。

一、需求目标

（一）技术路线

1.研发“空天地”一体化融合监测技术

（1）研究提升遥感卫星在监测盲区监测精度：利用现有监

测站网和历史监测数据，协同测雨雷达、地面降雨监测站实时监

测和相互反演技术，提升卫星在监测盲区的监测精度。

（2）研究提升测雨雷达降雨监测精度：统筹现有和规划雷

达站网，研究示范区测雨雷达组网技术，基于现有地面监测站以

及历史监测数据，通过数据质控和机器学习，研究雷达回波降雨

反演技术，提升测雨雷达降雨监测精度。

（3）研究“空天地”融合感知体系：研究遥感卫星、测雨



雷达以及地面站的降雨“空天地”融合感知技术，形成面雨量全

覆盖一体化监测网格。

2.新型监测设备研发

（1）研发快速部署至无人区的雨量监测设备。

（2）研发精准捕捉山洪泥石流灾害“前兆信号”“演进过程”

的监测专用设备。

（二）考核指标

1.卫星监测网格空间分辨率不低于 2km，更新频率不低于

15min，历史 1h雨量级综合 TS评分≥0.4，未来 1h雨量级综合

TS评分≥0.15。

2.测雨雷达监测网格空间分辨率不低于 0.5km，更新频率不

低于 5min，历史 1h 雨量级综合 TS 评分≥0.6，未来 1h 雨量级

综合 TS评分≥0.5。

3.融合感知网格空间分辨率不低于 1km，更新频率不低于

5min，历史 1h 雨量级综合 TS 评分≥0.6，未来 1h 雨量级综合

TS评分≥0.5；实现定量降水估计产品小时面雨量均方根误差较

水利部技术要求降低 5%以上。

4.研发设备相关指标

（1）无人区降雨地面监测设备：支持无人机快速在高海拔

（≥3000m）、远距离（≥2km）无人区部署、收回功能，支持自

动调平功能，有雨时数据传输频率不低于 5min，设备无故障连



续运行时间≥90d，具有北斗卫星定位和通信功能。

（2）临灾监测设备：至少具备震动、光学及山洪泥石流发

生（演进）关键特征物理量的监测识别能力，灾害识别可靠性不

低于 90%，能联动下游电子预警设备及时发出预警；断电、断网

情况下关键监测数据能连续稳定回传，具有北斗卫星定位和通信

功能。

5.形成技术成果：

（1）形成基于遥感卫星、测雨雷达、地面监测站融合反演

降雨算法一套。

（2）提供示范区域满足精度和频率要求的卫星、雷达和融

合感知的监测网格。

（3）在示范区安装布设无人区降雨地面监测设备和临灾监

测设备至少各 20套。

6.形成知识产权成果：

（1）编制技术规范不少于 2项。

（2）发表中文核心及以上论文不少于 5篇。

（3）申请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不少于 3项。

二、运用效果

选取雅安市汉源县、石棉县，甘孜州泸定县开展技术研究示

范，收集示范区域内现有和规划监测站点及山洪泥石流相关资

料，按技术目标要求构建“空天地”全覆盖融合监测感知体系，



为四川省山洪泥石流易灾区域的监测能力提升提供示范先行。

考核指标：

（1）应用示范。在 2026年 3月底将融合感知网格推广应用

到雅安全部 8县和甘孜康定、泸定、九龙、丹巴、雅江 5县。

（2）技术指南。提供一套降雨反演技术指南；提供一套基

于遥感卫星、测雨雷达、地面监测站和临灾监测设备的综合布设

技术指南。

（3）专业培训。培训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20人。

（4）测试检测。基于一个完整汛期的连续数据，提供第三

方权威检测机构关于遥感卫星、测雨雷达、融合监测格点数据包

含但不限于上述提出的功能性指标的测试报告；提供第三方权威

检测机构关于无人区降雨地面监测设备、临灾监测设备包含但不

限于上述提出的功能性指标的测试报告。

项目应用示范期间，实现：

（1）融合感知网格。在示范区形成面雨量 1km×1km全覆

盖融合感知网格，提升山洪泥石流易灾区域监测能力，用于支撑

以小流域（沟道）为单元的山洪泥石流灾害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

（2）一体化监测体系。在示范区分别布设无人区降雨监测

设备和集成化多要素监测站点，用于完善“空天地”一体化监测

体系和“灾害征兆”“演进过程”监测。



三、里程碑考核

2026年 3月底前开展中期考核，2026年 12月底前开展项目

验收。

（一）2025年 6月底

收集整理示范区遥感卫星、测雨雷达、地面监测站的历史数

据及实时数据，完成无人区降雨地面监测设备和临灾监测设备的

研发中试、安装部署及运行调试，实现面雨量监测全覆盖。

（二）2026年 3月底

开展降雨反演算法和机器学习技术研究，进行模型参数率

定、算法优化调整，2026年 2月底前提交中期自评报告，3月底

前完成中期考核。

（三）2026年 12月底

完成榜单要求的所有指标评定，持续进行模型参数率定、算

法优化调整，2026年 12月前完成所有考核任务，提交项目结题

报告。

四、实施周期及榜单金额

项目实施周期为 22个月。财政支持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



榜单 4

山洪泥石流精细化预警能力提升关键技术
研究及应用示范项目榜单

针对山洪泥石流灾害预警存在的精细化程度不够、精准度不

高、喊醒叫应不到位等难题，立足山洪泥石流“精准监测、精准

预警、精准管控”等实际需求，基于科技赋能“揭榜挂帅”一次

榜单最优解决方案，编制形成《山洪泥石流精细化预警能力提升

综合解决方案》，并凝练形成项目榜单。

一、需求目标

（一）技术路线

揭示复杂山区山洪、泥石流成灾机理和演进特征，建立山洪

泥石流从降雨-入渗-汇流到山洪泥石流演进全过程物理模型和

高效算法，构建以小流域为单元、基于物理过程模拟为主的精细

化预警模型；开展山区高时空分辨率降雨数据的融合、分析与订

正，实现多源降水数据和山洪泥石流物理模型的高效融合；研发

以小流域为单元的山洪泥石流精细化预报预警系统，集成接入省

级监测预警平台，实现实时与未来 3小时滚动预警；研发“三断”

条件下的“喊醒叫应”系统，并与“户户响、人人响”等地方平

台实现有效衔接，实现预警信息精准发布与响应全过程高效联



动。

（二）考核指标

围绕“精准监测、精准预警、精准管控”目标，集中优势资

源，全力开展山洪泥石流理论探索、模型研发、技术集成、系统

研制、测试验证等攻关工作。

1.算法模型：降雨-入渗-汇流到山洪泥石流形成演进全过程

物理模型 1个；以山洪泥石流单沟小流域为单元，基于物理过程

模拟为主的山洪泥石流精细化预警模型 1个，集成接入省级监测

预警平台。

2.仪器设备：在示范区选择不少于 6条典型山洪泥石流示范

沟布设雨量监测仪器设备和“喊醒叫应”系统基站、主机和终端。

3.软件系统：考虑物理过程的山洪泥石流实时精细化动态预

报预警系统 1个，集成接入省级监测预警平台，具备业务化运行

能力；“喊醒叫应”系统 1个，可在高噪音环境下叫醒住户。

（1）预报预警系统在示范区内实现山洪泥石流灾害报准率

提升至 75%以上，降低空报率 15%以上，实现预警精准度的有

效提升，减少基层群众不必要的避险转移，减轻对正常生活的干

扰。小流域动力学模型空间分辨率达到 5米以内，短临预警产品

在 15分钟内生成，显著提升灾害的精细预警水平和提前预警时

间。

（2）“喊醒叫应”系统能够在示范区 70分贝高噪音环境下



有效叫醒住户，1分钟内唤醒半径 3公里范围内的所有终端，实

现对目标群众的精准通知和快速响应。包括基站、呼叫主机和终

端，其中呼叫主机和终端可自组网，系统对呼叫和应答有记录，

系统能监测终端的在线状态，终端可接收调频和调幅广播信号，

并可接收无线应急广播信号，可接收前端发出的应急信息。研发

系统交互接口，实现山洪泥石流预警信息与“喊醒叫应”和“户

户响、人人响”等地方平台有效衔接与互通。

4.山洪泥石流精细化预警技术指南 1项。

5.受理发明专利不少于 3项。

6.申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不少于 3项。

7.里程碑式考核报告 1份，项目总结报告 1份。

二、运用效果

在雅安市汉源县、甘孜州康定市等地开展山洪泥石流预警应

用示范。在示范区内选择典型山洪、泥石流沟，开展山洪泥石流

监测预警与喊醒叫应等技术集成示范。通过省、市、县、乡、村、

组、点联动和跨部门合作，触达山洪泥石流预警不同环节，深入

典型问题场景，突破山洪泥石流预警难点痛点，实现精细化预警

能力提升，完善山洪泥石流预警与管理机制，动态检验预警成效。

考核指标：

1.工作机制：建立 1套基于精细化预警成果的山洪泥石流汛

期工作机制，形成省、市、县、乡、村、组、点，气象、自然、



水利、应急等部门的沟通联动机制。

2.预警平台：建设包含山洪泥石流预警、历史灾害回溯、情

景分析、辅助决策等功能的预警平台 1个，提交用户使用手册、

详细设计书各 1份。

3.培训教育：在示范地培训防灾责任体系相关人员、专业技

术人员等大于等于 100人次。

4.场景应用：在雅安市和甘孜州 2个示范县域范围开展山洪

泥石流灾害预警示范应用。

5.项目示范期间，在精细化调查成果、高时空分辨率降雨、

测雨雷达、多源监测等实时数据支持下：

（1）山洪泥石流精细化预警系统平台逐小时不间断更新示

范区山洪泥石流灾情预警信息，具备Web端在线查看和服务功

能，具备手机端查看功能。可在线查看 2025—2026年系统运行

期间全部山洪泥石流沟预警原始数据。

（2）在典型山洪泥石流示范沟，仪器设备在线率保持在 95%

以上，可实时查看小流域孕灾成灾高精度基础数据、监测数据、

视频和实时预警信息。安装“喊醒叫应”基站、主机和终端 3套，

能够在 70分贝高噪音环境下有效叫醒住户，1分钟内唤醒半径 3

公里范围内的所有终端，实现对目标群众的精准通知和快速响

应。



三、里程碑考核

（一）2025年 5月底前

在 2 个县级范围的示范区内完成精细化预警模型和系统初

步研发，并在省级平台完成集成测试，在示范区内具备预警试运

行能力；在示范区内开展 4场以上历史强降雨下山洪泥石流灾害

分析，验证预警模型和系统的可靠性；确定不少于 6条典型山洪

泥石流示范沟，收集精细化孕灾成灾数据，在典型山洪泥石流沟

具备精细化预警能力。

节点成果：基于物理过程模拟为主的山洪泥石流精细化预警

模型 1个；初步搭建山洪泥石流实时精细化动态预报预警系统 1

个；示范区典型山洪泥石流沟雨量监测仪器设备布设 6套。

（二）2025年 12月底前

完成预警系统在示范区和典型示范沟试运行情况评估与分

析，形成试运行报告 1份，初步达到预定的各项指标；完成“喊

醒叫应”系统 1个，实现山洪泥石流灾害的喊醒叫应功能。优化

系统和模型，实现与风险调查成果、气象降雨等产品的有效衔接，

开展 2025年灾情再分析；在典型山洪泥石流完成基站、主机和

终端部署，具备“喊醒叫应”功能，实现与已有的“户户响人人

响”等地方平台有效衔接。

节点成果：示范区内提供山洪泥石流业务化预警服务；“喊

醒叫应”系统 1个；示范区典型山洪泥石流沟基站、主机和终端



部署 6套。

（三）2026年 12月底前

在雅安市和甘孜州开展边试点、边验证、边完善工作，继续

优化完善算法模型，加速平台建设和应用示范，完成所有考核指

标，具备验收条件。

四、实施周期及榜单金额

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两年。财政支持金额不超过1000

万元。



榜单 5

山洪泥石流综合指挥决策水平提升关键技术
研究及应用示范项目榜单

围绕我省山洪泥石流灾害多源异构数据治理不充分、多种模

型融合不够、决策智能化水平不足等问题，聚焦山洪泥石流灾害

“事前预警-事中调度-事后复盘”全过程管控的需求，在《山洪

泥石流综合指挥决策水平提升综合解决方案》基础上，编制形成

项目榜单。

一、需求目标

（一）技术路线

1.山洪泥石流灾害多源异构数据融合和挖掘应用研究

（1）明确数据需求和数据源，整合汇聚示范区域洪涝、地

质灾害的基础数据、监测数据、业务数据、地理空间数据等，并

进行清洗、治理，构建山洪泥石流数据资源目录。

（2）研究基于知识图谱、数据存储技术等的山洪泥石流灾

害多源异构数据治理及融合方法，提出数据自适应分类和处理技

术。

2.研发高效的模型库及方法库

（1）集成防灾减灾现有及其他榜单的模型、数据成果。



（2）研究基于人工智能方法提高洪水预报、水库调度、山

洪灾害预报、灾害风险研判等模型的计算精度和泛化能力，提出

山洪泥石流灾害数据的反馈吸收机制和方法。

3.山洪泥石流灾害智慧决策研究

（1）构建包括山洪泥石流防控业务规则、调度预案、历史

场景、专家知识等的知识库，实现知识的提取和应用。

（2）研究基于知识库和多模态大模型的自适应、自学习、

自进化的山洪泥石流智能决策技术，实现决策方案自动生成与持

续优化。

4.研发山洪泥石流综合指挥决策大平台

（1）开发山洪泥石流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模块，山洪泥石流

灾害预演、预案生成、信息发布、调度跟踪的调度指挥模块，以

及灾害处置、回溯的灾后管理模块等。

（2）研究山洪泥石流预警信息快速靶向发布、触达反馈、

叫应跟踪技术，并实现平台集成。

（3）构建山洪泥石流灾害防控一张图，实现信息多维、多

场景展示。

（4）构建配套的 App，支持国产化平台，可在 App上实现

对监测预警信息的查询检索，山洪泥石流灾害的信息上报及反馈

评价等功能。

（二）考核指标



围绕实现“数模驱动、精准预警、智能决策、迭代优化”山

洪泥石流综合指挥决策大平台的目标，集中优势资源，全力开展

数据融合与挖掘应用、模型库和方法库构建、智慧决策、软件平

台开发等限时攻关工作。

1.实现符合模型需求的数据提取、转换和加工智能化。

（1）定义数据标准，数据标准化率达到 100%，特征标签覆

盖率达到 100%。

（2）新数据吸收率 100%，特征标签准确率不低于 95%。

2.通过构建模型库和方法库，提高预警预报精准度、延长预

见期。

模型需支持数据驱动的动态自优化能力，在新数据上的测试

准确率（ACC）优于 70%、泛化误差低于 25%。

3.提升山洪泥石流智慧决策水平

构建防灾减灾知识库，知识图谱规模不小于 10万组，实现

信息反馈的知识同步更新，准确率不低于 75%，召回率不低于

65%。

4.构建“省级研判到重点县、市级研判到重点乡镇、县级研

判到重点山洪沟”“一级部署、多级多部门应用”山洪泥石流综

合监测预警指挥决策大平台。

（1）建立平台自评价指标体系，围绕模型精度、知识生成

及平台交互等方面提出自评价特征指标，明确特征指标的定义及



说明，建立综合指标计算方法，实现平台自评价的趋势统计分析

功能。

（2）预警信息 30分钟内触达所有预警对象，预警信息发布

速率达 1万条/每秒。

5.形成技术成果：

（1）提出多源数据融合、数据挖掘、质量控制的智能算法

和技术方案，提供山洪泥石流数据资源成果。

（2）构建山洪泥石流预警预报模型库、方法库，形成山洪

泥石流灾害数据的反馈吸收机制和基于人工智能的自训练自学

习算法。

（3）构建防灾减灾知识库，形成山洪泥石流智慧化分级决

策技术方案。

（4）山洪泥石流综合指挥决策大平台，包括平台源代码、

详细设计方案、用户手册等文档。

6.形成知识产权成果：

（1）发表相关中文核心及以上论文不少于 5篇。

（2）申请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不少于 3项。

（3）申请软件著作权不少于 1项。

二、运用效果

选取省、市、县、乡镇多级用户开展示范应用，补充收集示

范区域内山洪泥石流相关资料，按技术目标要求构建山洪泥石流



综合监测预警指挥决策大平台，确保项目成果在四川省有需求的

区域可迭代复制应用，提升山洪泥石流灾害防御指挥决策水平。

考核指标：

1.应用示范。至少包括省级、2 个市级（雅安、甘孜）、13

个县级（雅安全部 8县、甘孜康定、泸定、九龙、丹巴、雅江 5

县）相关部门及 50个乡镇的相关人员。

2.专业培训。在示范地培训以用户对象为主的人员不小于

200人次。

3.测试检测：

（1）平台汛期 7×24h 连续稳定运行，支持 10000+用户并

发访问，平均响应时间不超过 2s，平台用户满意度不低于 90%。

（2）经过一个汛期连续性验证，江河洪水预警预报整体精

度提升至 85%；测雨雷达覆盖区域山洪灾害预警命中率高于

80%。

（3）基于用户请求，实时交互输出方案信息；平台推荐方

案采用五星评价方式，中期考核用户评价三星及以上占比不低于

50%，验收考核用户评价三星及以上占比不低于 80%。

（4）提供具有测评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包括但不限于

上述指标的测评报告。

4.场景应用：

项目应用示范期间，实现：



（1）风险研判：对灾害风险进行研判，生成包括江河洪水、

山洪泥石流灾害，突出重点流域、重点城市的风险研判报告。

（2）趋势预测：根据降雨预报，对未来 3天及一周的洪涝

灾害趋势进行研判，生成包括江河洪水、山洪泥石流灾害，突出

重点流域、重点城市的趋势预测报告。

（3）预警预报：根据降雨预报，以受威胁对象或流域为单

元，提前 3天对江河洪水进行预报、提前 1天对中小河流洪水进

行预报、提前 1小时对山洪泥石流灾害进行预警。

（4）调度指挥：根据用户需求，定制化生成指挥决策调度

方案。省级市级至少包括洪水（含山洪泥石流灾害）预警预报、

水库调度方案、响应启动建议等方案；县级乡镇至少包括洪水（含

山洪泥石流灾害）预警预报、响应启动建议、转移撤离方案等。

（5）灾害处置：根据用户需求，定制化生成灾害处置方案。

至少包括应急力量物资调动、抢险救援和灾害复盘等方案。

三、里程碑考核

2026年 3月底前开展中期考核，2026年 12月底前开展验收

考核。

（一）2025年 6月底

完成理论研究及技术预研，形成数据融合和挖掘、模型库和

知识库构建、智慧化决策等技术方案，搭建平台框架。

（二）2026年 3月底



完成数据归集治理、数据资源目录构建和平台研发，完成项

目数据资源成果、模型库及知识库等技术成果。2026 年 2 月底

前提交中期自评报告，3月底前完成中期考核。

（三）2026年 12月底

选取典型区域进行示范应用，示范期不少于 1个完整汛期，

2026年 12月前完成所有考核任务，提交项目总结报告。

四、实施周期及榜单金额

项目实施周期为 22个月。财政支持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



榜单 6

灾害现场智能化识别研判关键技术研究及
应用示范项目榜单

针对多源数据采集融合难、灾情要素自动识别难、智能分析

辅助决策难等问题，紧贴“态势把握、指挥决策、抢险救援”等

3方面实际需求，在《灾害现场智能化识别研判技术综合解决方

案》基础上，编制形成本项目榜单。

一、需求目标

（一）技术路线

研究灾害现场多源异构数据快速获取、高效处理和规范汇交

技术，探索提高森林草原火灾发现和山洪泥石流灾后数据采集时

间的多种前沿技术，实现对灾害现场更精准、更全面、更及时的

观测。

突破多源异构影像辐射、几何、时相和视角差异，融合深度

学习和先进计算等技术，提升数据匹配融合速度。

建立四川省山洪泥石流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的小样本训练

数据集，集成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等关键技术，实

现灾害现场关键要素的快速和精准识别。

建设包含数据库、智能分析、辅助决策等功能的工作平台，



研发灾损快速评估、灾害趋势研判、辅助指挥调度等方向更加高

效的人工智能分析大模型，提供科学、专业、适用的建议，辅助

灾害现场指挥决策。

（二）考核指标

围绕“多样化采集、批量化处理、自动化提取、智能化服务”

目标，集中优势资源，全力开展现象规律、理论研究、技术集成、

仿真测试等攻关工作。

1.数据体系：构建 1套统一协调的突发灾害数据体系，编写

1项数据归集标准，细化数据分类分级，规范现有应急管理综合

数据，实现卫星遥感、无人机、现场照片、视频监控等多源异构

数据融合。

2.工作机制：建立 1套突发灾害时，市县乡村 4级、抢险救

援队伍、技术支撑单位等灾害现场数据汇交机制。

3.工作平台：建设包含数据库、智能分析、辅助决策等功能

工作平台 1个，提交用户使用手册、详细设计书各 1份。

4.算法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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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指挥调度等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各 1套，

在基础数据和算力支持下，实现：

（1）遥感数据接收后有效筛选、预加载、波段组合等预处

理效率不低于 5景/小时；现场照片、视频监控等其他数据处理、

融合时间不超过 2小时；



（2）15cm地面分辨率 10平方公里无人机快拼数字正射影

像处理时间不超过 3小时；

（3）要素识别对比提取包含但不限于火线/点、烟点/线、高

温异常、过火区域、灾害范围、崩塌、滑坡、泥石流、壅塞体、

防洪工程、房屋、道路、桥梁等 13类；

（4）点要素识别对比时间不超过 30分钟；线要素识别对比

时间不超过 1小时；面要素识别对比时间不超过 2小时；以上均

不包括原始数据采集和预处理时间；

（5）提供动态评估简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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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建立山洪泥石流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数据集一套，包含不

少于 30场历史山洪泥石流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事件。

6.申报编写相关标准、规范、指南等总计不少于 2项。

7.发表中文核心及以上相关论文不少于 5篇。

8.项目实施期间，授权相关发明专利不少于 1项。

9.里程碑式考核报告 1份，项目总结报告 1份。

二、运用效果

在雅安市汉源县和甘孜州雅江县开展试点示范，深入典型问

题场景，耦合业务需求和科技成果，完善灾时数据汇交机制，探

索多种模式、路径提高灾害发现和灾后数据获取时间，建立与之

相适应的工作机制，实现灾后 3—5小时获取第一次数据并不断



提高时效性，动态验证科技成果。

考核指标：

1.数据底座：在 2 个示范县建立不少于 50 条山洪泥石流沟

和 100km2森林草原的基础数据库，覆盖重点和高风险区域。

2.项目培训：在 2个示范县开展专业培训不少于 100人次，

培训基层干部、一线责任人、抢险救援人员等。

3.场景应用：在 2个示范县开展不少于 4次山洪泥石流灾害

和 2次森林草原火灾场景试点应用，在卫星遥感、无人机、现场

照片、视频监控等实时数据支持下，实现：

（1）山洪泥石流等灾害发生后，30分钟内提供灾害体精准

坐标位置及周边地理环境情况，2小时内提供受损房屋、中断道

路等灾情位置、数量和危险性分析报告，5小时内提供灾害体估

算方量、淤埋深度和重点搜救区域；

（2）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后，30分钟内提供火灾位置和水源

分布，2小时内提供火线长度、过火面积和受威胁区域等要素，

5小时内提供地形地势、土地覆盖、周边对象、火灾趋势等报告，

并根据数据更新情况动态分析，为隔离带开设、火灾扑救、重要

设施防护等提供决策建议。

三、里程碑考核

（一）2025年 5月底前

2025年汛期前，重点围绕山洪泥石流灾害开展工作。深入 2



个示范县开展应用需求调研，细化需求和示范应用目标；开展技

术调研，选定数据体系和智能算法模型技术路线；初步建立卫星

遥感、无人机、现场照片、视频监控等数据体系，建立数据汇交

机制；建立不少于 10场历史山洪泥石流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数

据集；在 2个示范县建立不少于 10条山洪泥石流沟和 20km2森

林草原基础数据底座；在山洪泥石流灾害场景初步具备数据汇聚

和匹配融合能力。

（二）2025年 12月底前

2026 年森林草原防火期前，围绕森林草原火灾和山洪泥石

流灾害开展工作，具备中期考核条件。完成工作平台详细设计，

搭建运行环境，开展系统软件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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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各 1套并初具功能；通过小工具、小插件等方式，提升影像

预处理和要素自动识别的速度，在森林草原火灾场景具备自动识

别对比和辅助决策能力；在 2个示范县开展不少于 4次山洪泥石

流灾害场景试点应用，达到运用效果场景应用考核指标要求；编

写 1份里程碑式考核报告。

（三）2026年 4月底前

在雅安市汉源县和甘孜州雅江县等区域边试点、边验证、边

完善；继续优化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完善平台功能，持续开展专

业培训；在 2个示范县开展不少于 2次森林草原火灾场景试点应



用，达到运用效果场景应用考核指标要求；完成所有考核指标，

具备验收条件。

四、实施周期及榜单金额

项目实施周期为 14个月。财政支持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

项目实施分为 3 个阶段，2025 年 5 月底前，重点围绕山洪

泥石流灾害开展调研工作，初步具备数据汇聚和匹配融合能力。

2025年 12月底前，搭建工作平台，基本完成基础数据底座建立

和算法模型研发并初具功能，满足中期考核条件。2026 年 4 月

底前，完成所有考核指标，具备验收条件。



榜单 7

农村住房简易安全评定关键技术研究及
应用示范项目榜单

面向我省农村住房量大面广、结构类型多样、区域特点突出、

自然灾害频次高、种类多等特点，针对我省农村住房日常安全管

理数字化程度低、与农村住房需求相比专业评估力量有限、灾后

应急抢险任务紧迫等现状，紧贴“操作便捷、评定快速、决策科

学”等实际需求，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一次榜单”的基础上，

编制了《农村住房简易安全评定技术研究综合解决方案》，并凝

练形成本项目榜单。

一、需求目标

（一）技术路线

依托现有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系统和自建房安全专项整

治信息归集平台所提供的四川省农村住房基础信息，共享地震、

地质灾害、气象等相关信息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及融合方法，搭

建四川省农村住房安全风险诊断数据库，为农村住房日常安全管

理和灾后应急评估及救援提供基础数据底座；集成多源数据融合

和模型驱动技术，研究单栋农村住房安全状态评定方法、区域农

村住房安全风险筛查方法，实现农村住房日常状况下安全状况评



定以及灾害作用下即时安全风险评估；建设包含农村住房日常安

全评定、灾后即时风险评估和处置决策建议的数智化平台，开展

典型区县示范应用，识别、应对、防范化解农村住房安全风险，

降低救灾成本，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考核指标

围绕农村住房安全状况快速评定“操作便捷、评定快速、决

策科学”的目标，集中优势资源，全力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关键

技术攻关、软件平台开发、推广应用等工作。

1. 构建四川省农村住房安全风险诊断数据库。规范化融合

多源数据达到 100%，安全风险诊断标准数据集特征标签覆盖率

达到 100%，至少涵盖结构类型、地质类型、典型质量缺陷 3个

维度信息。

2. 形成农村住房安全状态快速评定方法。以专家评定结果

为参照，自主快速评定准确率达到 95%以上。

3. 开发农村住房安全状态快速评定数智化平台，实现农村

住房日常安全评定和灾后即时风险评估。支持平台端风险预测、

安全评定及处置建议形成功能，在获得灾害基本信息后 3 小时

内，提供受灾区域农村住房破坏状况研判报告，为重点区域救援

提供决策建议；支持手机端文本、语音和图片信息上传及评估信

息反馈功能，单栋农村住房自主评定响应时间不超过 1分钟；支

持 10000用户并发访问。



4. 申报相关标准 2部。

5. 形成里程碑式考核报告 3份，项目总结报告 1份。

二、运用效果

在雅安市汉源县、甘孜州康定市、宜宾市兴文县、德阳市什

邡市、凉山州西昌市开展试点示范，项目示范期间，实现农村住

房日常安全评定和灾后即时风险评估，具体包括以下考核指标：

1. 开发农村住房安全状态快速评定数智化平台，具备农村

住房日常安全评定和灾后即时风险评估功能，及时识别并指导地

方应对、防范化解农村住房安全风险。同时，形成与平台配套的

1部技术手册、1部指南及 1部解说视频，便于基层干部或农村

居民等非专业人员操作和使用。

2. 日常状态下，根据基层干部或农村居民输入的房屋及周

边地质状况相关信息，在不超过 1分钟的时间内快速判定房屋主

体结构安全状况，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乡镇（街道）人民政府

和农村居民提供预警信息，预警反馈时间不超过 1分钟。

3. 在地震及次生灾害等发生后，或其他极端天气条件下，

获取相关部门发布的灾害或气象信息后 3小时内，即时自动评估

农村住房灾后风险，提供区域农村住房受损信息，为抢险救灾提

供决策参考；根据基层干部或受灾群众输入的受灾房屋相关信

息，在不超过 1分钟的时间内快速评定房屋安全状况，指导受灾

群众安全居住或避险安置。



4. 根据农村住房日常安全评定和灾后风险评估结果，提出

农村住房处置建议，支撑农村危房改造或农村住房灾后重建决

策。

5. 通过技术推广和培训，培训市（州）、县（市、区）、乡

镇（街道）各级技术骨干人员不少于 10000人次，提高基层人员

防灾救灾意识和技术能力水平。

三、里程碑考核

（一）第一阶段（6个月）

深入示范地开展应用需求调研，初步形成农村住房安全状态

快速评定方法，包含单栋农村住房安全状态评定方法和区域农村

住房安全风险筛查方法；构建四川省农村住房安全风险诊断数据

库及安全风险诊断标准数据集；编写里程碑式考核报告 1份。

（二）第二阶段（6个月）

开发农村住房安全状态快速评定数智化平台，实现农村住房

日常安全评定和灾后即时风险评估，包含平台端风险预测、安全

评定及处置建议形成功能,手机端文本、语音和图片信息上传及

评估信息反馈等功能；申报相关标准 2部；编写里程碑式考核报

告 1份。

（三）第三阶段（6个月）

在雅安市汉源县、甘孜州康定市、宜宾市兴文县、德阳市什

邡市、凉山州西昌市开展平台试运行，结合专家现场评定结果验



证系统平台快速评估准确性，查找系统开发缺陷不足；同步开展

农村住房安全评定人员培训；编写里程碑式考核报告 1份。

（四）第四阶段（3个月）

根据前期验证结果对系统平台进一步补充完善，对项目开展

总结评估，完成考核指标内容，达到验收条件，具备农村住房安

全评定技术全省推广与应用的能力；形成项目总结报告 1份；

四、实施周期及榜单金额

项目实施周期为 21个月；财政支持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



榜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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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研究

及应用示范项目榜单

针对普通公路危险路段重要结构物（桥梁、隧道口、边坡等）

在夜间发生垮塌、沉陷等突发异常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问

题，急需研发普通公路夜间风险识别辅助设备，帮助机动车驾乘

人员及时发现公路突发事件，并紧急采取避险措施。根据实际需

求，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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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解决方案》基础上，编制形成项

目榜单。

一、需求目标

（一）技术路线

围绕驾乘人员夜间及时识别危险并紧急避险的需求，研发包

括但不限于照明、示警等，适用于普通公路危险路段重要结构物

（桥梁、隧道口、边坡等）夜间风险识别的设备。研发低成本、

低功耗、长寿命的照明设施、危险示警设备等；对因日间储能不

足无法满足夜间（每日 18时至次日 8时）持续照明的情况，可

采用灾害自动触发应急照明与危险示警设备。



（二）考核指标

1.照明设施

研发一套普通公路夜间照明设施。总体要求及性能指标如

下：

（1）自供电或独立于现有电网之外的供电系统；

（2）照明质量满足国家标准《公路照明技术条件》（GB/T

24969-2010）公路照明等级一级指标要求；

（3）单套（杆）照明设施价格宜控制在 0.25万元以内；

（4）使用寿命不低于 3年（灯具除外）。

2.危险示警设备

（1）危险发生后设备响应时间≤1秒；

（2）设备至少满足爆闪、声音、文字等三种提醒功能；

（3）爆闪灯以红蓝发光体组成，发光体尺寸不低于 15厘米

×30厘米；

（4）示警音量不低于 120分贝；

（5）工作温度-20℃~60℃；

（6）电器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5；

（7）使用寿命不低于 3年；

（8）单套危险示警设备综合成本宜控制在 2万元以内。

二、运用效果

在雅安市汉源县和甘孜州雅江县的普通公路开展试点示范，



通过现场验收、第三方测评、专家鉴证等方式验证使用效果。

1.培训技术人员不少于 20人次。

2.在不少于 200处的高风险路段开展应用，其中桥梁不少于

50处、隧道不少于 20处。

3.形成 1套普通公路应用评估、设备安装、危险示警的技术

指南，技术成熟度达到 8级以上，产品经验证满足使用要求。

4.里程碑式考核报告 1份，项目总结报告 1份。

三、里程碑考核

（一）2025年 6月 30日前

完成系统化解决方案与基础技术研发，完成 200处试点路段

的设备安装、测试。

（二）2025年 12月 31日前

完成设备运行成效的评估，开展优化工作，持续提升设备的

可靠性与环境适应性。

（三）2026年 6月 30日前

完成 200处试点工点设备优化工作。

（四）2026年 12月 31日前

完成所有考核任务，提交试点总结报告，具备验收条件。

四、实施周期及榜单金额

1.项目实施周期为 22个月。财政支持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

2.对专家评审结果得分相近、技术路线可行、研发价值较高



的未中榜单位，交通运输厅可根据需要协助提供应用场景，供其

研发验证使用。

3.本项目榜单参与单位总数原则上不超过 5家。



榜单 9

公路跨河（水）桥梁水（地）下墩柱、承台、
桩基健康监测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

项目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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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需求，在《公路跨河（水）桥梁水（地）

下墩柱、承台、桩基健康监测系统研究综合解决方案》基础上，

编制形成项目榜单。

一、需求目标

（一）技术路线

针对目前季节性河流涉水桥梁和深水库区桥梁水下结构物

的冲刷动态监测预警和病害精准检测实施风险大、成本高、可靠

度低等难题，研发实时监测预警和结构病害检测设备，满足“提

早发现、提前预警、预防处治”等目标要求。可采用但不限于重

力驱动式探测、声呐探测、透水雷达扫测、墩梁变位及结构动力

特征监测等多种技术手段以及精准可靠的报警阈值体系和预警

机制研发，实现水流湍急、沙石含量高等恶劣条件下的桥梁基础



局部冲刷实时监测预警；可采用但不限于无人船或无人机搭载多

波束声呐或透水雷达，实现对浅水激流工况下的季节性河流涉水

桥梁河床断面和基础冲刷的定期扫测；可采用但不限于水下机器

人或无人船搭载高精度声呐设备或光学摄像设备，实现深水高压

工况下的水下结构病害检测，为公路管养机构精准及时处治桥梁

结构病害或风险隐患提供可靠依据。

（二）考核指标

1. 桥梁基础冲刷监测设备及预警系统

研发一套桥梁基础局部冲刷实时监测设备及预警系统。总体

要求及性能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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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运行；

（2）性能可靠、长寿命、整幅单跨监测综合成本（含 3年

技术服务）宜控制在 3万元以内；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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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耐撞击、耐磨蚀；

（5）虚警误报率低于 10%；

（6）监测数据能接入管养单位信息化管理平台。

2. 水下结构病害检测设备

研发一套适用于深水高压工况下的水下结构病害检测设备。



总体要求及性能指标如下：

（1）能在深水高压、能见度低等恶劣水域条件下稳定运行；

（2）易操作、高可靠、性能稳定、长寿命、单套设备宜控

制在 200万元以内；

（3）能辨识水下墩柱、桩基、基础（含承台）及其结合部

位的破损（露筋）、颈缩等病害并进行图像采集，提取病害位置、

形态、尺寸等特征数据。病害辨识精度优于 0.1米×0.1米；

（4）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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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空范围检测精度优于 0.1米×0.1米。

3. 河床断面和基础冲刷扫测设备

研发一套适用于浅水激流工况下的季节性河流涉水桥梁基

础冲刷断面扫测设备。总体要求及性能指标如下：

（1）能在能见度低、漂浮物干扰等恶劣水域条件下可靠工

作；

（2）效率高、易操作、高可靠、性能稳定、单套设备宜控

制在 200万元以内；

（3）能扫测河床断面下切和基底掏空范围，冲刷深度扫测

精度优于 0.1米，掏空范围扫测精度优于 0.1米×0.1米。

二、运用效果

在雅西高速、雅康高速等高速公路及雅安市、甘孜州普通公

路涉水桥梁开展试点示范，通过现场验收、第三方测评、专家鉴



证等方式验证使用效果。

1.培训技术人员不少于 20人次。

2.在不少于 25座涉水桥梁开展应用。

3.建成涉水桥梁基础冲刷监测预警系统，研发河床断面及基

础掏空扫测设备、水下结构病害检测设备各 1套，技术成熟度达

到 8级以上，产品经验证满足使用要求。

4.申报相关专利、工作指南等不少于 2项。

5.里程碑式考核报告 1份，项目总结报告 1份。

三、里程碑考核

（一）2025年 6月 30日前

通过已有技术升级改造和短期研发成果集成应用，在 5~10

座试点桥梁开展桥梁基础局部冲刷监测预警系统试点应用。

检测设备关键功能开展实验室验证。

（二）2025年 12月 31日前

对桥梁基础局部冲刷监测预警系统试点应用效果进行评价，

满足虚警误报率低于 20%。

检测设备技术初步定型，完成演示样机的设计。

（三）2026年 6月 30日前

完成检测设备工程样机，在 10座以上桥梁开展基础冲刷断

面扫测系统试点应用，在 10座以上桥梁开展水下结构病害检测

系统试点应用。



（四）2026年 12月 31日前

桥梁基础局部冲刷监测预警系统虚警误报率低于 10%。

完成所有考核任务，提交试点总结报告，具备验收条件。

四、实施周期及榜单金额

1.项目实施周期为 22个月。财政支持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

2.对专家评审结果得分相近、技术路线可行、研发价值较高

的未中榜单位，交通运输厅可根据需要协助提供应用场景，供研

发验证使用。

3.本项目榜单参与单位总数原则上不超过 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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