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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研究方向
拟招

人数
导师 备注

001 水利与环境学院（拟招 39 人）

（导师名单待本年度招生资格审核后更新）

081500 水利工程

01 水文学及水资源

02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03 水工结构工程

04 水利水电工程

05 生态水利学

19

（按姓氏笔画排序）

01 刘德富 李瑞萍 肖尚斌 屈艳萍 黄应平

董晓华 雷晓辉

02 石小涛 卢金友 杨文俊 胡亚安 姚仕明

戴会超

03 王从锋 卢晓春 田 斌 刘章军 刘 滨

苏 煜 钮新强 李建林 李家正 吴海林

范 勇 周宜红 孟永东 黄耀英 崔先泽

彭 辉 童富果 蔡德所

04 卢晓春 田 斌 李建林 陈 述 陈保家

范 勇 周宜红 郑霞忠 孟永东 赵春菊

晋良海

05 王从锋 王丽婧 石小涛 刘德富 汤显强

纪道斌 严登华 李卫明 李 轶 李瑞萍

杨正健 肖尚斌 陈求稳 周友兵 黄应平

谭均军

085902 水利工程

01 工程水文与水资源高效利用

02 河湖水动力与保护

03 水工程长效安全与高效运维

04 水电工程智能建造

05 河湖生态修复与生态水利

20

（按姓氏笔画排序）

01 李瑞萍 肖尚斌 徐 刚 郭家力 黄应平

董晓华

02 石小涛 杨文俊 胡亚安 谭均军

03 王从锋 卢晓春 叶 永 田 斌 刘章军

李建林 刘 滨 苏 煜 吴海林 范 勇

周宜红 孟永东 黄耀英 彭 辉 童富果

雷晓辉 蔡德所

04 田 斌 李建林 陈 述 范 勇 周宜红

郑霞忠 孟永东 赵春菊 晋良海 黄建文

05 王从锋 王丽婧 石小涛 刘德富 纪道斌

李卫明 李瑞萍 杨正健 肖尚斌 陈求稳

周友兵 夏 栋 黄应平 戴会超

002 土木与建筑学院（拟招 38 人）

（导师名单待本年度招生资格审核后更新）

081400 土木工程

01 岩土工程

02 结构工程

03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

程

18

01 王明洋 任辉启 李焯芬 丁秀丽 王乐华

王瑞红 孔纲强 邓华锋 刘 杰 江 巍

李建林 李 森 杨 超 张 洁 陈 勇

夏振尧 谈云志 黄书岭 朱杰兵

02 王明洋 任辉启 李焯芬 孔纲强 江巍

张国栋 陈灯红 骆 欢 徐 港

03 王明洋 任辉启 李焯芬 殷跃平 王世梅

李 森 杨悦舒 肖 海 宋 琨 张 洁

张国栋 陈 勇 林 旭 周明涛 夏振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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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研究方向
拟招

人数
导师 备注

04 桥梁与隧道工程

05 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

黄波林

04 王明洋 任辉启 李焯芬 王乐华 王瑞红

邓华锋 刘 杰 杨 超 张 洁 谈云志

05 廖再毅 吴旻

085901 土木工程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20

00 王明洋 任辉启 李焯芬 廖再毅 吴 旻

丁秀丽 王世梅 王乐华 王瑞红 孔纲强

邓华锋 左清军 朱杰兵 刘 杰 刘大翔

江 巍 李 森 李建林 李铭怡 杨悦舒

宋 琨 张 洁 张国栋 陈 勇 陈灯红

易 武 周明涛 赵冰琴 夏振尧 谈云志

黄书岭 黄波林 黄海峰

004 电气与新能源学院（拟招 16 人）

080800 电气工程

01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02 电力电子与电能变换

03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04 电工理论与新技术

16

01 汪芳宗 李咸善 席 磊 程 杉 杨 楠

王凌云 董元发 李振华 张 磊 李振兴

翁汉琍 陈 彬 胡 伟 周翊民 全 睿

王 灿

02 黄悦华 沈艳军 李咸善 任 东 于德翔

王 灿

03 唐 波 谭新玉 张 涛 熊 奇 普子恒

04 杨学林 黄悦华 郑 胜 倪世兵 李振华

李东升 张露露 徐 翔

006 经济与管理学院（拟招 15 人）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5

01 何伟军 王守文 史乐峰 谭本艳 袁 亮

安 敏

02 田 野 赵 旭 覃朝晖 田红宇

03 任 东 蒋廷耀

具体要求届时见本

学院网站相关信息

可招收全脱产的定

向考生，报考前需提

交定向单位提供的

脱产学习 3 年证明。

01 决策分析与管理科学

02 移民管理与区域发展

03 数据科学与智能管理

13

04 工程管理 2 04 陈 述 晋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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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招生学科简介

一、水利工程

1.学科简介

水利工程学科为一级学科博士点，湖北省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特色学科群“水科

学与工程”主干学科，湖北省国内一流大学建设学科，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学科现

有专任教师 101 人，其中教授 22 人、副教授 40 人；有博导 20 人,硕导 91 人；拥有“新

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人，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1人，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 1人；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人选 3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

年专家 2 人，湖北省教学名师 2 人，省级以上专家 27 人次。拥有湖北省名师工作室 1

个。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以中青年教师为主的、充满朝气、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

研究实力的师资队伍。

2.科研条件

学科拥有专业实验室总面积 7148 平方米，建有多个省部级以上的重点研究基地，

包括：湖北长江三峡滑坡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三峡库区地质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水电工程施工与管理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三峡地区地质灾害与生态环境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水工程与可持续发展湖北省高校自

主创新重点基地等。本学科科研成果突出。近年来，承担了国家科技攻关、国家“863”、

国家重点研发计、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重点科研项目等项目

80 余项，参与了包括三峡、水布垭、龙滩、溪洛渡、向家坝、糯扎渡、锦屏、官地等

大中型水电站和“南水北调”等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咨询，取得了一大

批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科技成果。近年来共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5项、国家科技发

明二等奖 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等 20 余项。

3.研究方向

（1）水文学及水资源：针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水文循环和水资源调度的

影响问题，开展变化环境下的水文响应及对水电工程的影响、流域水污染的迁移转化和

时空分布规律、水文模型复杂度及时空分辨率对模拟精度的影响、洪水集成预报方法及

不确定性理论、水库群多目标联合优化及风险决策方法、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法等方

面的研究。特色研究领域包含：流域水文过程精细模拟、变化条件下的水文响应、水库

（群）优化调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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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研究水流运动、泥沙产生与输移、河道演变以及水流

与水工建筑物/水利机械的相互作用。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水工水力学、环境水力学、

生态水力学的理论、方法与应用；河流泥沙工程及河流管理；泥沙输移基础理论与模拟

技术；土壤侵蚀机理及模拟；水土流失控制技术；流体测量、测试技术；流域综合管理

的理论与方法等。

（3）水工结构工程：运用现代数学力学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以水工建筑物为主

要研究对象，研究其设计理论与方法、施工技术、监测技术、检测与修复加固技术等。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高坝及地基的分析理论、安全监控与现代试验技术、水工结构的现

代设计计算理论与方法、高陡边坡和地下工程、大坝安全监测与健康诊断及修复技术、

水工建筑材料耐久性分析等研究方向的研究工作。

（4）水利水电工程：研究水利水电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优化调度与安全防

护等。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水利水电系统规划与优化调度；水电站及泵站的结构、运行、

控制及诊断；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施工系统仿真及资源优化配置；现代监测

技术与方法；施工导截流及风险分析；水利水电建设经济分析与环境影响评估；水利水

电工程施工安全与运营管理等。

（5）生态水利学：围绕开放水体及重大水利工程引起的水生态环境问题，开展如

下研究：水流微动力基本理论及其环境效应；水库（群）建设对流域生源物质循环的影

响；水环境变化对水生生物的胁迫机制；变化环境下水生态系统演变过程；鱼类过坝技

术；水库（群）生态调度技术与方法；河湖水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河湖生态修复技

术与保育方法。库岸区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过程的响应和反馈机制。

二、土木工程

1.学科简介

土木工程一级学科为三峡大学首批博士点之一，是“湖北省重点学科”、“湖北省

特色优势学科”、湖北省“国内一流学科建设学科”，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本学位

点共有专任教师 85 人，其中正高职称 21 人，副高职称 37 人。其中含全职院士 1人，

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人，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 2 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1 人，湖北省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1 人，湖北省杰青 2

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3人，湖北省“教学名师”1人，其他省部级人才

13 人。

2.科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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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拥有良好的科研平台和研究基地，牵头建设有省部共建全国重点实验室（筹）。

拥有湖北长江三峡滑坡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三峡库区地质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国家电力公司岩土工程中心、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共建)、防灾

减灾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省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技术中心、水泥基生态修复技术湖北

省工程研究中心、湖北省建筑质量检测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共建）、三峡地区地质

灾害与生态环境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共建)等省部级科研平台，与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

地质调查中心共建中南地质科技创新中心。

近年来，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包括

重点项目、联合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级项目 150 余项，湖北省科技支撑计划、湖北省

自然科学基金、国土资源部、教育部重大科技项目及各种省（部）级基金项目等纵向项

目 300 余项，企事业单位委托科研项目 2000 余项，年均纵横向科研经费 6000 余万元，

科研成果转化产生经济效益 2亿多元。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30 余项，其中，

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省部级一等奖 15 项；发表高水

平学术论文 2200 余篇，其中三大检索收录 120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50 余部，主编/

参编规范 20 余部；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40 余项，转让（化）160 余项。

3、研究方向

近年来，本学科围绕长江大保护、《“十四五”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军民融

合发展、“双碳”等国家战略和《湖北省“十四五”规划》，深度服务水利水电行业、

地质灾害防治行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经过 30 多年建设与发展，形成了稳定并具有

特色的研究方向（领域）。

（1）岩土工程 主要研究领域：卸荷岩体力学基本理论及其应用、深地工程理论及

应用、海洋岩土力学及工程、特殊土土力学理论及应用等。特色及优势：提出并形成了

卸荷岩体力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开辟了岩体力学研究的新领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卸

荷岩体力学理论及方法体系；建立了改进的非饱和本构模型，建立了考虑温度、应力影

响的土水特征曲线函数及渗透性函数，提出了非饱和流变模型、THM 耦合力学模型及降

雨条件下坡面径流与坡体入渗耦合模型等。在三峡、南水北调、白鹤滩水电站等“国之

重器”中的得到成功应用。获批国家级项目 35 项（含国家基金重点项目 2 项，军民

融合重点项目 2 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参与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 项，

省部级科技进步特等奖 3 项、一等奖 8 项、二等奖 11 项。

（2）结构工程 主要研究领域：混凝土材料动静力学性能、工程结构地震响应数值

分析方法、工程结构抗震性能、工程结构耐久性等。 特色及优势：提出了土-结构相互

作用动态断裂高阶算法，解决工程结构耦合动力断裂问题；开展了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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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三向预应力渡槽结构关键技术研究，提出了大型复杂薄壁混凝土结构在极端环境条

件下的温控防裂技术；揭示了复杂条件下钢筋混凝土材料、结构耐久性及劣化机制，解

决了钢筋混凝土加速锈蚀的相似性问题，提高了工程结构锈蚀评测的可靠性；攻克磷石

膏废渣综合利用系列技术难题，助力宜昌市磷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编制系列农村危房改

造技术标准和手册，服务荆楚脱贫攻坚。获批国家级项目 12 项，获得省部级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6 项。

（3）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主要研究领域：岸坡地质灾害灾变机制及防控技术、

滑坡涌浪动力致灾机理与风险评价、地质灾害监测与预警预报、边坡防护与生态恢复理

论及应用等。 特色及优势：提出了岸坡地灾综合分类体系和滑坡群分析评价方法，确

立了复杂赋存环境下典型滑坡失稳破坏判据；研发边坡生境构筑技术体系，形成工程与

生态协同绿色治理手段相结合的边坡工程-生态防护一体化技术。长期承担三峡库区 50

余处灾害体监测预警和应急监测，完成了三峡库区、清江流域 200 余处重大危险性滑

坡的加固技术研究与工程治理，6 项技术入选《水利先进实用技术重点推广目录》，中

央电视台等媒体多次专题报道。主参编地质灾害防治标准 6 部；主编生态修复国家能

源行业标准 2 部，并入选国家行业标准外文版翻译出版计划。获批国家级项目 27 项，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5 项、二等奖 12 项。

（4）桥梁与隧道工程 主要研究领域：桥梁振动理论及应用、桥梁结构安全评定与

健康监测、隧道工程稳定性分析与控制等。 特色及优势：针对桥梁荷载识别、车-桥耦

合振动问题，提出了移动重车作用下桥梁性能劣化及其损伤精细识别方法；针对高地应

力软岩隧洞，提出了以自膨胀高强预压锚固技术为初衬、流质充填衬砌卸压支护技术为

二衬的成套地下洞室支护理论与技术；创立了导向式磁汇聚锚固、防渗堵漏技术，形成

一套完整的适用于高地应力软岩洞室的流质充填衬砌卸压支护和磁汇聚防渗堵漏技术

体系，解决了初衬锚杆抗拔力不足、二衬侵限变形破坏，以及浆液在小开度裂隙中不易

扩散和仰孔注浆密实度保障性差等问题。获批国家级项目 8 项（含高铁联合基金重点

项目 1 项），获得省部级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6 项。

（5）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 主要研究领域：以建筑等围合为主要服务对象，在尽可

能减少全寿命期的能源消耗、资源消耗、二氧化碳及其他污染排放的基础上，为人类生

产和生活的需要而营造各类适宜的人工环境，以提升人类生产和生活品质的设计、施工、

运维和设备研制等有关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工艺。其内容包括民用与工业建筑、运载

工具及人工气候室中的热湿环境、清洁度及空气质量的控制，环境信息采集与智能维护，

为实现此环境控制的供热通风和空调设备系统，与之相应的冷热源及能源转换设备系

统，以及燃气、蒸汽与冷热水输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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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气工程

1.学科简介

电气工程学科始建于 1978 年，源于原电力部部属高校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设置的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为国家 211 工程立项建设学科（1996 年-2000 年）。本学科

于 1996 年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2002 年获电气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硕士授予权，2010

年获得电气工程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2018 年获得电气工程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本

学科是湖北省 “楚天学者”设岗学科；2006 年，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二级学科被评为

湖北省重点学科； 2010 年，电气工程一级学科被评为湖北省重点学科（培育）；2012

年该一级学科被评为湖北省特色学科；2015 年获批湖北省优势特色学科群“电力与新

能源学科群”；2016 年第四轮全国学科评估进入 B 级；2018 年入选湖北省“国内一流

学科建设学科”。

2.科研条件

学科拥有电气工程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输电线路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新型石墨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新能源微电网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梯级水电站运行与控制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省微电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北省输

电线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智慧能源技术湖北省工程研究中心、储能新材料湖北省工程

实验室、三峡大学电气设备检测试验中心（省级）、湖北省研究生工作站等省部级及以

上教学科研平台 16 个，具备了良好的人才培养所需的教学科研条件。本学科的科研成

果突出，近五年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 计划项目、湖北省重大技术创新项目 50

余项；在 IEEE Trans.、中国科学、中国电机工程学报等权威刊物发表论文 1000 余篇，

其中 ESI 论文 30 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00 余项；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22 项，其中湖

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1项，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在水电站仿真、电力系统并行计算、

新能源微电网、输变电装备安全运行与评估等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多项科研成果被用于服务地方经济建设。

3.研究方向

（1）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该方向主要围绕电能的产生、存储、变换、输送、分

配、控制的理论，电力系统规划设计、特性分析、运行管理、控制保护等理论和技术展

开研究，为用户提供安全，优质、经济、环保的电能。主要研究电力系统发展规划，电

力系统分析与仿真，电力系统运行计划、调度与控制，电力系统保护，新型输配电与分

布式发电，电力市场及其运营，微电网运行优化与控制，电力系统节能与储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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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力电子与电能变换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该方向主要围绕电力电子（功率半导体）器件，变流器拓扑

及其控制，电力电子应用基础理论等展开研究，结合现代控制理论、信息与通信技术、

智能技术等，实现对电磁装置的高效率变换与利用、高性能的电气传动和运动控制及可

再生能源的高效转换，以达到合理、高校地使用各种形式的电能，为人类提供高质量电、

磁能量的目的。主要研究电力电子电路拓扑，电力电子系统建模及其控制，新型电力电

子器件，电力电子电路、装置、系统的仿真与设计，电力传动及其运动控制技术，电力

电子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等。

（3）高电压与绝缘技术：该方向主要围绕高电压与绝缘的理论、测试和试验，电

力设备绝缘设计，电力系统过电压及其防护，高电压与绝缘技术在电力工业和其他领域

新兴科学技术中的应用等展开研究。主要研究电介质放电与等离子体技术，绝缘击穿理

论，脉冲功率技术，绝缘监测与诊断技术，新型电力设备绝缘结构及新型材料，过电压

及其防护技术，输变电系统电磁环境特征及其改善措施，绝缘材料及电力设备绝缘的测

试理论及方法。

（4）电工理论新技术：该方向主要围绕电网络、电磁场、电磁测量和基于新原理、

新材料等电工新技术的理论、方法其应用展开研究，并与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智能

化技术等技术交叉融合，形成新兴研究领域。主要研究电磁场理论及其应用，现代电磁

测量与传感技术，电磁环境与电磁兼容，新型电磁能技术，新型发电与电能存储技术，

先进电工材料及其应用，能源电工新技术等。

四、管理科学与工程

1.学科简介

三峡大学是水利部与湖北省共建的“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科源于 1978 年开设的水电施工管理专业，1996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18 年获批一

级学科博士点，2019 年获批博士后流动站。学科连续四次被评为“湖北省重点学科”，

2022 年获批省“十四五”特色优势学科群主干学科，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提质进位。

现已形成决策分析与管理科学、移民管理与区域发展、工程管理、数据科学与智能管理

四个方向，并在水资源优化调度、工程施工安全、移民与社会管理、大数据与商务智能

上形成独特优势。

学科拥有教育部高校教指委委员 1人，省政府咨询委员 1人，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

工程人选 6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省杰青等专家 8人，聘有楚天学者特聘教授 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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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湖北名师工作室、省级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等团队 8个，培养了 “国家民委

优秀中青年专家” “省青年拔尖人才”“省优秀青年社科人才”等省部级专家 10 人。

已形成全过程人才培养与质量保障体系，研究生指标按项目成果分配，推行交叉学科“双

导师”制。2019 年以来共招收中外博士生 81 人，硕士生 151 人，有 40%来自 “双一流”

高校，30 余人毕业后到北京大学，普度大学等知名高校深造。

2.科研条件

学科拥有多个省部级以上的重点研究基地，包括：水库移民研究中心、三峡文化与

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流域综合治理与与水经济研究中心等 3个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水电工程施工与管理、水电工程智能视觉监测等 2个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与三峡集团共建了 2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参建 1个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与

教育部共建全国首个“水利电力行业中外人文交流研究院”，与三峡集团共建 2个国家

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本学科科研成果突出，2019 年以来，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级项目 25 项，教育部“新文科”项目、国家一流课程等

3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 10 项，

发表三类高质量论文 280 余篇，横纵向科研经费近 5000 万元。

3.研究方向

（1）决策分析与管理科学

该方向以决策分析与战略为重点，主要运用数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研究复杂决策系

统的建模、预测、控制、规划、决策，模拟仿真，包括模型建立、各类优化算法和计算

机实现。研究内容主要是水资源分配战略决策、库区发展战略、服务科学和知识管理等，

包括：①水资源管理：水资源冲突、水资源配置、水资源市场等；②服务科学与运营管

理：以相互联结的人和各种服务资源组成的服务系统为研究对象，揭示和开发应用人际

交互、网络技术、组织和信息在各种不同条件下创造价值的规律；③知识管理与技术创

新：知识资产的管理与规划、知识创造与传播，技术采纳与扩散等。

（2）移民管理与区域发展

该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非自愿移民及其系统重建与

发展的理论、方法与政策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移民系统重建与发展过程的规

划、补偿及安置理论与政策、社会影响评估、社会治理机制、社会资本重构、移民安置

区的文化产业重构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移民安置国际比较研究，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等。

（3）数据科学与智能管理

该方向研究组织内外部多源异构大数据的收集、融合、处理、分析与可视化技术，

从数据中挖掘潜藏知识，并运用于提升组织管理决策水平、助力组织数字化转型、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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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产价值、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主要研究内容包括：①数据科学：包括大数据分析

与处理、数据融合、数据挖掘、信息抽取、知识发现、数据可视化等技术研究；②智能

管理：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在提升组织管理决策水平方面的研究；③大数据技术

与人工智能技术在组织数字化转型、创造数据资产价值等方面的研究。

（4）工程管理

该方向以水利电力工程为特色研究对象，围绕工程全生命周期安全与造价管理活

动，以复杂科学、系统科学、技术创新等理论为指导，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和新兴技术，

协调工程规划、建设、运行及处理工程全生命期过程中人与人、人与工程、工程与自然

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有效提升工程管理效率和效益的学科。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①水利电力工程智能建造管理：利用先进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算法、大数据分析、机器

人等手段，实时监测水利电力工程状态、预测潜在风险，提供基于数据驱动的水利电力

工程决策，实现水利电力工程的智能化设计、施工、监控与管理。②水利电力工程安全

管理：综合运用事故致因理论、认知神经学、心理学、行为决策、组织行为学等，揭示

水利电力工程安全事故发展的演变机理，刻画安全系统可靠性，探究事故应对机制，着

重研究应急疏散行为规律与应急资源调度理论，为应急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