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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要回顾了龙河干流梯级开发方案和第一期工程的选择, 并从开发方案演变过程中提出应予思考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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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龙河上最大的一座水电站——石板水电站已于

1997 年建成发电。其装机容量 11. 5 万 kW , 具有季

调节能力, 是重庆电网内目前最大的水电站。

这座水电站的建成, 给重庆电网增加了可贵的

调峰容量, 也为涪陵地区带来了可观的效益。然而,

它曲折的开发、建设过程, 留给我们许多值得思考、

总结的问题。我们应当从中汲取经验, 以改进工作。

2　回顾历史

据有关资料表明, 龙河开发方案的研究, 始于

50 年代。70 年代, 水电部曾批准龙河作为中小河流

开发试点。为此, 成都院大批技术人员进入现场。经

过研究, 最后将龙河的原十五级开发方案改为“两库

八级”方案, 推荐并经上级批准芭蕉滩、石板水作为

第一期工程, 并开始施工准备。但好景不长, 开发龙

河的建设势头受“文革”的严重干扰, 工程被迫下马。

进入 80 年代后期, 涪陵地区行政区划进行调整, 黔

江与涪陵地区分开, 淹没损失较大的芭蕉滩水库划

入黔江地区, 受益的下游电站保留在涪陵地区。由于

这些客观因素, 原定的“两库八级”方案已难以实现。

如何根据实际修改开发方案才最合理? 涪陵地区水

电建设者们深入实地调查研究, 大胆探索, 提出了芭

蕉滩水库用其上游藤子沟水库及其下游跳蹬河水库

取代, 仍保留石板水引水发电方案, 并推荐跳蹬河与

石板水先期开发。简称“两库三级”方案。这一方案

比原方案少淹耕地 400 hm 2, 移民数量大为减少, 工

程规模较能适应两地区分别开发等突出优点。这一

方案在 1989 年 9 月经主管部门审查后, 要求在现有

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对跳蹬河水库和石板水电站

开发方案的研究。这次方案的调整研究, 使龙河的开

发突破了原有模式, 走出了一条新路。

1989 年 11 月, 成都院与涪陵地区水电局、涪陵

地区设计院共同组织有关人员对龙河干流进行现场

查勘, 通过讨论研究, 形成了跳蹬河、石板水合为一

级的混合式开发方案, 并将厂址下移到南江渡。该方

案利用了龙河自然落差最集中的河段, 并且大坝壅

水高 80 多m , 获得总水头 230 m , 调节库容 7 700 万

m 3, 装机容量 10～ 12 万 kW , 在重庆电网中是一座

具有较大调节能力的水电站, 1990 年获上级批准可

研报告。至此, 从 70 年代到 90 年代的近 20 年时间

里, 河流开发研究的曲折道路终于走出反复。之后,

又经历近 5 年的艰苦奋斗, 龙河上最大的水电站终

于建成发电。从此, 龙河水电开发揭开了新的一页。

3　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从龙河梯级开发方案的演变看, 笔者认为, 70

年代所拟定的“两库八级”方案中以芭蕉滩水库为主

的选择, 可能存在着几个突出的问题:

(1)淹没损失过大。芭蕉滩水库按 1972 年耕地

调查和 1987 年人口调查资料, 淹没耕地 569. 5

hm 2, 全是良田好土, 迁移约 8 000 多人。要解决这么

大的水库淹没问题, 对于国家重点扶贫的石柱县来

说难度太大。芭蕉滩水电站的装机容量 2. 0 万 kW ,

保证出力 0. 6 万 kW , 年发电量 0. 73 亿 kW·h。据

此估算, 每万 kW 装机淹没耕地 284. 7 hm 2, 迁移人

口 4 000 余人。即使把同为第一期工程的石板水电

站的发电效益 (装机 10 万 kW , 保证出力 3. 0 万

kW , 年发电量 3. 5 亿 kW·h)一并计入。每万 kW 装

机淹没耕地也达 47. 3 hm 2, 迁移人口 670 人, 远离

我国人多地少, 特别像石柱县的实际, 超出当地的可

能承受能力。因此, 这些估算指标充分说明芭蕉滩水

库淹没过大, 得不偿失。

(2) 原规划方案中第一期工程的经济合理性值

得怀疑。原“两库八级”方案推荐芭蕉滩水库与石板

水电站同时作为第一期工程。其原因是芭蕉滩水库

有 2. 7 亿 m 3 调节库容, 可以调蓄水量供下游电站

使用。但本电站水头低, 毛水头仅 66 m , 装机容量

2. 0 万 kW , 石板水电站利用水头 156 m , 在引入芭

蕉滩水库调节水量后装机容量可达 10 万 kW ,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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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力 3. 0 万 kW , 年发电量 3. 5 亿 kW·h。这一规划

方案使得两电站有紧密的依存关系, 必须同时修建,

才能获得预定的动能效益。考虑到芭蕉滩水库过大

的淹没损失, 这两座水电站同为第一期工程的实施,

总投资多, 单位经济指标亦差, 难以实现。

另芭蕉滩水库距石板水电站约 40 km , 上游水

库供水到下游电站需一定时间, 电站投入运行后不

可避免要担负变动的负荷, 由于水流到达的滞后影

响, 在调度运行上, 很难达到与负荷变化协调同步。

(3) 龙河水库的选择应予充分研究龙河梯级开

发研究演变过程中还可看出, 在拟定梯级开发方案

时, 不能因循守旧, 墨守成规, 但对前人所提方案, 应

作全面了解, 并经详细分析比较, 再确定其取舍。如

藤子沟水库在 50 年代最初规划梯级中就作为龙头

水库梯级, 但在其后至 1989 年 8 月前之间的所拟梯

级开发方案均无此梯级, 直到 1989 年 8 月, 在“龙河

水电开发第一期工程调整意见”中, 才又重提该龙头

水库梯级。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上述问题, 在经历许多有志

于龙河水电建设者多次研究, 最后实施的以藤子沟

水库取代芭蕉滩水库, 石板水改为混合式开发方案

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原规划方案中存在的问题, 为

龙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开拓了新局面。

前述的龙河规划过程, 我们认为 70 年代初期所

拟规划、设计方案, 除受“文革”的干扰外, 重要的还

是受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所制约, 原规划方案难以

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现改革开放已经历了 20 年的

巨大变更, 计划经济已逐渐为市场经济所取代, 加之

石板水电站业已并网运行。在这种情况下, 怎样使龙

河进行梯级滚动开发, 尽可能获得最大的、合理的水

资源利用与最佳经济效益, 仍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

题, 要求我们不断学习、研究与大胆探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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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实施统一科学调度, 最大限度发挥设计效益时, 偿
付额度可达:

{ [ (增值电量×电价×调价系数) + (增电量×
电价) ]- 税费}×0. 7×延伸系数
式中　延伸系数= 藤子沟库容ö(石板水库容+ 藤子
沟库容)。

电站建成后的统调互利, 自然成为开发过程中
在技术上、经济上的互需互补, 形成加快藤子沟开发
的强劲合力。

当前, 石柱县政府已成立了以县长为首的藤子
沟工程协调领导小组, 石柱县电力公司、涪陵水资源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已签订组建龙腾有限责任公司联
合开发藤子沟工程协议, 并征得重庆电力公司的同

意, 支持并愿意参与。龙腾公司已成立筹备组, 并已
组织办公室负责公司筹备和上述有关重要课题的专
门研究。预计在 1999 年上半年完成藤子沟“可研”优
化报告和龙腾公司的规范组建两项工作。待“可研”
成果出台后, 充分运用 1997 年三峡淹没技改评估的
有关文件, 进行列项和资金筹措等前期工作。工程列
入建设计划后, 建议龙腾公司董事会, 指派精干得力
的人员组建藤子沟水利枢纽建设工程局, 以三项控
制为目标, 三项改革为动力, 全面科学组织指挥, 完
成工程建设任务, 造福于石柱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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