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和四川省有关部门组团考察大渡河流域

　　为了进一步了解大渡河水电开发条件和开发价值, 探讨

大渡河流域梯级滚动开发的机制和程序, 探讨加快瀑布沟水

电站建设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由四川省电力局和四川省水力

发电工程学会倡议, 四川省人民政府于1998年5月11日至5月

16日组织了大渡河干流水电考察。国家电力公司、国家开发

银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国家电网

公司、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四川

省计委、四川省建委、四川投资集团公司、华能四川分公司、

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阿坝州、甘孜

州、雅安专区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参加了考察。新华通讯社、

四川电视台也派记者随团参加了此次考察。

四川省领导对这次活动十分重视。考察前, 邹广严副省

长听取了考察准备工作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 省府秘书长柳

斌杰同志对考察作了批示。四川省电力工业局和四川省水力

发电工程学会对此次考察活动作了周密准备和精心安排, 成

都勘测设计研究院为考察团编制提供了详细的考察材料。

考察团团长由四川省计委副主任廖杰担任, 国家电力公

司水电与新能源发展局局长张学知、四川省电力局副局长马

怀新任副团长。考察团一行76人。

考察团于5月11日从成都出发, 经马尔康到达大渡河上

游, 自上而下, 沿河相继考察了大渡河干流上规划的独松、马

奈、季家河坝、猴子岩、长河坝、大岗山、龙头石、瀑布沟、深溪

沟、枕头坝等10个重点梯级电站坝址。考察团沿途与四川省

阿坝藏族自治州领导、甘孜藏族自治州领导、雅安地区领导

以及汉源县领导进行了座谈讨论。5月16日, 考察团举行总结

大会, 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翁蔚祥, 省政协和省人大领导同

志应邀出席了会议。

大渡河水能资源非常丰富, 开发条件较好, 交通方便, 距

负荷中心较近, 区位优势突出, 沿河地方各级政府和群众积

极要求并支持大渡河水电开发。大渡河龚嘴、铜街子两梯级

电站已建成发电, 是四川电网的骨干电源。瀑布沟电站已完

成初步设计并通过了审查, 龙头石、独松、长河坝等梯级电站

也已有一定的前期工作基础。实现梯级滚动开发, 在铜街子

电站之后优先并尽快开发瀑布沟等梯级电站, 是实现资源优

化配置、调整电力结构的重要战略举措, 对改善长江上游生

态环境, 促进四川省大渡河流域经济、促进流域内少数民族

地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考察途中, 大渡河流域地方政府和各族人民以隆重的礼

节欢迎考察团, 诚挚地表达了开发大渡河水电资源的强烈的

愿望和积极性。考察团对此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长期以

来, 成都院为开发大渡河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 取得了

丰硕成果, 考察团给予高度评价。

通过考察, 对开发大渡河的必要性和时机取得了共识。

1、大渡河水力资源丰富, 是四川省水力资源的“富矿”。

大渡河规划审查意见“同意报告推荐的以独松、大岗山、瀑布

沟、龚嘴等主要梯级为格局的干流梯级开发方案”的结论是

正确的。考察团建议以规划审查意见为基础, 尽快决策并组

织实施。

2、流域内各地、州、市根据本地的资源条件, 提出了以开

发水力资源, 发展高耗能产业带动经济发展的思路。大渡河

是三江 (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 中距负荷中心最近、区位

优势明显、开发条件优越的水电“富矿”河流, 沿河各族人民

提出:“拿出支援红军长征的精神支持大渡河流域水电开

发”, 诚挚地表达了开发大渡河水电资源的强烈愿望和积极

性。

3、大渡河流域的阿坝、甘孜藏族自治州是我国重要的藏

族聚居地, 目前经济尚较落后。甘孜州藏区又称康巴藏区, 达

赖分裂集团的骨干分子大多出自该地区,“稳藏必先安康”。

政治稳定的基础是发展经济, 开发大渡河水电资源可以促进

藏区经济快速发展, 尽快脱贫致富。

4、目前, 四川电网中90% 以上的水电是径流式电站, 调

节能力差, 枯期缺电的矛盾十分突出, 迫切需要调节性能好

的水电站。大渡河规划的独松、瀑布沟两级控制性水库, 蓄水

蓄能作用大, 可提高全河各梯级保证出力约319万 kW , 年发

电量增加85. 5亿 kWõh。而大渡河的淹没指标无论是总量和

单位淹没指标, 均低于或相当于国内同类水库的平均值, 而

且安置环境容量较大, 便于妥善解决。

5、大渡河流域、梯级、滚动开发的关键是尽快决策和解

决投资体制问题。

通过考察研究, 考察团认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

完善,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循环。

四川省电力工业在党中央、国务院关怀下得到迅速发展, 严

重缺电的局面得到暂时缓和。但由于电网中水电站大多为径

流式电站, 导致丰枯出力相差悬珠, 丰水期弃水, 枯水期出力

不足, 电网调峰能力差, 致使高峰负荷时段不得不频繁拉闸

限电。电网迫切要求调整电源结构、呼唤有调节能力的水电

站。目前四川电源已有后劲不足的现象, 如果不着眼未来而

放慢发展速度, 2005年后四川省将又一次面临缺电的局面。

瀑布沟水电站是大渡河中段的控制性工程, 除自身发电效

益、调峰效益巨大外, 还具有增加下游龚嘴、铜街子等梯级电

站效益、减缓龚嘴电站水库泥沙淤积、保证成昆铁路安全运

行, 改善下游河段枯期航运条件和提高汛期防洪标准等作

用, 是四川省水电建设不可多得的一个宝库。加快瀑布沟水

电站的开发, 促进大渡河流域梯级滚动开发是调整四川电源

结构、促进四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项紧迫而重要的

任务, 亟需尽快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为此, 考察团提出

以下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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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盘活存量资产, 优化资本运营, 建立大渡河水电滚动

开发机制。

建议组建以龚嘴、铜街子水电站为基础的大渡河水电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按现代企业制度运作。其资本金可通过盘

活龚嘴、铜街子存量资产和中央、外资或地方优势企业参股

等方式筹措。龚嘴电站装机70万 kW 是由国家拨款建成的,

目前已无债务负担; 铜街子电站装机60万 kW , 总投资约34

亿元。建议按国家有关政策将这两个电站通过资产评估, 由

省电力公司以产权作股投入大渡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为公司滚动发展一大资本来源。也可通过出售两电站部分

产权获得货币资本。

2、统一认识, 加快开发瀑布沟水电站。

抓住当前有利时机, 加快瀑布沟水电站立项工作, 争取

在2001～ 2003年间开工建设。

3、在开展瀑布沟电站开发的同时, 抓紧开展独松、大岗

山、长河坝等梯级的勘测设计工作, 为大渡河梯级滚动开发

做好准备, 并开展丹巴—泸定、瀑布沟—龚嘴河段规划的补

充工作, 以便适时安排建设。

建议在开发瀑布沟水电站的同时, 开展上述3个电站的

预可研、可研阶段的勘测设计工作, 为大渡河梯级滚动开发

做好准备, 以便适时安排建设。

考察团认为, 水电开发是四川资源优化发展战略的重

点。滚动开发大渡河梯级水电站, 尽快开发瀑布沟水电站, 是

四川省电力工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也是四川省国民经济持续

发展的需要。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 在

四川省委、省政府领导下, 大渡河流域梯级滚动开发的目标

一定能逐步实现。

四川省电力工业局　樊天龙　张玉惠

国家电力公司成勘院　周明德

(上接第77页)

4　结　　语

二滩水电站地下厂房顶拱采用的这种自承重式
吊顶结构形式, 与原设计采用预制肋拱加平顶天棚
的吊顶结构相比, 整个吊顶结构具有重量轻、新颖以
及外观具有很强的建筑吸引力等特点。据承包商提
供的费用分析表明, 修改后的方案与原方案相比, 费

用有一定程度的节省 (主要是省去了平顶天棚装饰
部分的费用)。该方案的批准采用, 不仅保证了工程
质量和进度要求, 而且还使业主获得了一个先进、安
全的厂房吊顶结构, 值得国内同类工程参考。

本文承蒙二滩水电工程公司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黄新

生的指导,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简介

鲁智敏　男　二滩工程公司　工程师

(收稿日期: 199720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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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流量: 1. 091 0 m 3ös
气蚀系数: 0. 133 0

效率: 0. 925 0

限制工况参数:
单位流量: 1. 232 0 m 3ös
气蚀系数: 0. 152 0

效率: 0. 902 0

以上结果完全由软件计算并输出。

5　结　　语

软件现已在水电十局设计院的铜钟水电站设计

项目中使用。从软件计算结果看, 软件完全能够满足
实际使用要求, 并达到了软件设计的预定目标: 加快
了水轮机选型计算的速度, 提高了计算的精度。

当然, 软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软件还不能
处理气蚀曲线, 不能精确计算气蚀系数, 不能绘制等
吸出高度曲线。软件在综合特性曲线的编辑界面上
还不够简单、直观, 也未能提供一个简单的输入方
法。笔者正在研究和修改这些不足之处, 在软件的以
后版本中会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

作者简介

彭贵川　男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勘测设计院　工程师

(收稿日期: 199820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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