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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研究

浅说龙头石水电站的建设周期

许 连 辉
（国电四川色曲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　要：水电站建设周期，是设计、施工和建设管理水平的综合体现，是业主、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各方和政府部门在项目

开发建设各个阶段都普遍关注的问题，建设周期的长短，既关系到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也是各参建方实力和信誉的

外部体现。

关键词：龙头石水电站；建设周期；措施；问题与建议

中图分类号：ＴＶ７４；［Ｆ２８７．２］ 文献标识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２１８４（２０１５）增１０１１２０４

１　水电工程全过程建设周期划分
水电工程项目的全过程建设周期，包括前期

工作阶段、施工准备阶段、建设实施阶段、竣工验

收阶段。

项目前期工作主要是指项目决策阶段的工

作，分为预可行性研究阶段和可行性研究阶段，在

已有流域规划的基础上，首先由发改部门颁发一

个“路条”，然后开发企业凭着“路条”办理环境保

护、土地使用、移民安置、资源利用、安全生产、社

会稳定等几十个行政审批手续，接着再向发改部

门提交《项目核准申请报告》，最终以项目获得核

准为前期工作完成的标志。这个阶段整个项目都

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所需时间较长。

施工准备阶段主要指主体工程开工前，必须

完成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工程招标、技术施工设

计、生产生活临时设施、导流工程、征地及移民、供

水、供电、交通等。

建设实施阶段主要指主体工程建设施工，一

般以实现截流一期围堰闭气或关键线路上的建筑

物开始施工为开工标志，直到全部机组投产发电

并完成所有尾工。

竣工验收阶段主要指项目建成后完成竣工验

收和实现达标投产。

２　龙头石水电站概述
龙头石水电站位于大渡河中游石棉县境内，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５０７

坝址位于安顺场上游约１０ｋｍ处，上游与大岗山
水电站衔接，下游与老鹰岩水电站衔接，为大渡河

干流调整规划２２级开发方案的第１５级电站。电
站控制集水面积为６３０４０ｋｍ２，多年平均 流 量
１０２０ｍ３／ｓ。水库正常水位９５５．００ｍ，大坝壅水
高度５０ｍ，水库总库容为１．３４７亿 ｍ３，正常蓄水
位以下库容约１．１９９亿 ｍ３，调节库容０．１６７亿
ｍ３，具有日调节能力。电站开发任务为发电，装
机容量７００ＭＷ，安装４台机组，单机容量为１７５
ＭＷ，保证出力１３６．１ＭＷ，年利用小时数４４５９ｈ，
年发电量３１．２１亿ｋＷｈ。

工程属二等大（２）型，电站枢纽由沥青混凝土
心墙堆石坝、左岸引水发电系统和左岸三条泄洪洞

等建筑物组成，由民营企业开发建设，为四川省重

点工程项目。２００５年１月准备工程开工，２００６年１
月截流，２００８年９月首台机组发电，２００９年７月机
组全部投产发电，２０１０年１月竣工。
３　龙头石水电站全过程建设周期

龙头石电站于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４日取得开发权
和四川省发改委“路条”，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０日注册
成立项目开发公司，２００４年７月委托设计单位正
式开展前期工作，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８日获得国家发
改委核准。

施工准备工程于 ２００５年 １月 １８日开工，
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４日实现截流，２００６年６月６日双
洞过流度汛，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１日下闸蓄水，２００８年

第３４卷增刊１
２０１５年７月

四　川　水　力　发　电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ｗｅｒ

Ｖｏｌ．３４，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１
　 Ｊｕｌ．，２０１５



ＳｉｃｈｕａｎＷａｔｅｒＰｏｗｅｒ　１１３　　

９月３０日首台机组开始试运行，后续３台机组分
别于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０日、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８日、２００９
年７月１７日开始试运行，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工程竣工。
从获取开发权和“路条”到首台机组发电历时５２
个月，到４台机组全部发电历时６２个月，包含竣
工验收的全过程建设周期６８个月。
３．１　前期工作阶段

龙头石水电站的前期工作阶段从２００４年５
月２４日取得开发权并获得“路条”开始，２００５年
１１月２５日《项目核准申请报告》完成评估后报
送，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８日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核准批
复，历时２３个月。期间实际开展工作的时间为从
２００４年７月委托设计单位开始，到２００５年１１月
２５日《项目核准申请报告》完成评估后报送结束，
历时１７个月。
３．２　施工准备阶段

龙头石水电站的放工准备阶段从２００４年１１
月开始，主要开展了交通、导流、供电、砂石骨料系

统、混凝土拌和系统、主体工程招标等工作，２００６
年１月实现截流，历时１５个月。
３．３　建设实施阶段

实现截流后主体工程全面展开施工，因此龙

头石水电站建设实施阶段的开始时间为２００６年

１月２４日。
主厂房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日开始浇筑第一仓

混凝土，首台机组发电机层于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５日
土建向机电交面，２００８年９月３０日开始７２ｈ试
运行，混凝土浇筑历时１３个月，机组安装历时７．
５个月，截流到发电总历时３２个月。

后续 ３台机组分别于 ２００９年 ３月 １０日、
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５日、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７日开始７２ｈ试
运行，截流到 ４台机组全部开始试运行总历时
４２．５个月。
３．４　竣工验收阶段

龙头石水电站在抢发电阶段，即成立了验收

工作组，提出竣工目标。２００９年７月机组全部实
现投产发电后，竣工验收工作进入了收尾阶段，截

止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０日，完成了七个专项竣工验收。
４　建设周期比较
４．１　与设计工期对比

根据可研设计报告，工程筹建期１２个月，施
工准备期２１．５个月，首台机组发电施工期２８．５
个月，完建期１２个月，总工期７４个月。实际工期
为前期与施工准备期共２０个月，首台机组发电工
期３２个月，完建期１０个月，总工期６２个月。对
比情况见表１。

表１　龙头石水电站设计工期与实际工期对比表

阶段 可研报告工期 实 际 工 期

前期阶段

（筹建期）

１２个月
（征地、交通、供电等）

施工准备

阶　段
２１．５个月

（导流开工～基坑抽水完成）

首台机组

发电阶段

２８．５
个月

开挖３．５个月
混凝土１７个月
安装调试８个月

完建阶段 １２个月

总工期 ７４个月

全过程周期

２０个月（２００４．５．２４路条～２００６．１．２４截流），其中：
①前期阶段１５．５个月（２００４．５．２４路条～２００５．９．５可研批复，预可７个月，可研９．５个月）
②施工准备阶段１２．５个月（２００５．１．８导流开工～２００６．１．２４截流）
③同期交插工作８个月（２００５．１．８～２００５．９．５）

３２个月
（２００６．１．２４截流～２００８．９．３０首台发电）

开挖１１．５个月
混凝土１３个月
安装调试７．５个月

１０个月（２００８．９．３０首台发电～２００９．７．１７最后１台发电）

６２个月（２００４．５．２４路条～２００９．７．１７全部机组发电）

６８个月（２０１０年１月完成７个专项竣工验收，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从上表可以看出，与设计工期相比，开挖工期
占用直线工期较长，严重影响了总发电工期。前

期阶段、施工准备阶段、完建阶段的实际工期都优

于设计工期。总工期比设计工期少了１２个月。
４．２　与可比水电站实际工期对比

水电项目建设周期一般都比较长，包含竣工验

收的大型水电项目全过程建设周期一般８～１０年，
部分项目时间更长。回顾近年来水电工程建设情

况，随着施工工艺、机械设备和管理水平的日益提

高，很多项目建设实施阶段的工期有所突破，但从

全过程建设周期角度来看，时间仍然较长，尤其项

目前期阶段和竣工验收阶段所占时间相对较长。

在所处流域、建设环境、建设时间、枢纽建筑型

式及规模等方面，与龙头石水电站最具有可比性的

类似水电站，从获取“路条”到首台机组发电历时

８７个月，机组全部发电总历时９５．５个月，与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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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龙头石的５２个月和６２个月是非常先进的。
在竣工验收环节方面，龙头石水电站于机组

全部投产后６个月内完成相关专项验收并具备竣
工验收条件，其节奏和速度，目前在业内仍是最先

进的。与可比水电站相关工期对比情况见表２。
表２　龙头石水电站与可比项目工期对比表

序号 阶　　段
历　　时

龙头石水电站 类似水电站

１
从获取“路条”到预可

批复
７个月 １０个月

２ 从预可批复到可研批复 ９．５个月 ２７．５个月

３
从可研批复到核准申

请评估上报
２．５个月 １１个月

４
从导流工程开工到实

现截流
１２．５个月 ４５个月

５
从厂房第一仓混凝土浇

筑到土建给安装交面
１３个月 １５个月

６
从土建给安装交面到

首机发电
７．５个月 １４个月

７ 后续３台机组发电 １０个月 ９个月

８
从机组全部发电到完

成各专项竣工验收
６个月

５　各阶段采取的措施
龙头石水电站的建设周期在业内是非常短的，

尤其竣工验收阶段机组全部发电后６个月就具备
竣工验收条件，在业内是是屈指可数的。回顾龙头

石水电站各阶段的建设工期，在不同阶段所采取的

措施对工期的实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５．１　前期阶段措施
龙头石水电站从２００４年７月委托设计单位

开展前期工作，到２００５年１１月《项目核准申请报
告》完成评估并上报，仅用１６个月的时间完成了
所有专题和报告。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是抓住关键环节，消除制约因素。预可研

阶段和可研阶段同时进行，并率先完成了直接影

响两阶段进度的关键环节《枢纽布置专题报告》，

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基础，预可研阶段历经５个月，
可研阶段仅用了９．５个月时间。

二是重视中间环节，加快工作节奏。枢纽、环

水保、移民为前期工作的三条主线，互相制约的因

素较多，多重影响很容易交织在一起，影响工作节

奏和整体进度。实际工作中，通过把具有制约因

素的前置工作列为主要矛盾重点解决，尽量避免

和减少中间环节，使得三条主线基本集中于２００５
年８月份完成，直线工期最短。另外，可研报告与

项目申请报告同期进行，可研报告通过审查，《项

目核准申请报告》即马上报审。

三是设计力量强势，质量效率并重。设计工

作的开展，对前期工作进展影响很大。设计单位

接受任务委托后，抽调精兵强将，各专业同心协

力，集中优势逐个打攻坚战，所有专题和报告用最

短的时间高质量完成编制，一次性通过审查，从

２００４年７月接受任务委托，到２００５年８月完成
《项目核准申请报告》编制，仅用了１３个月时间。

四是主导作用有效，各方通力配合。在整个

前期工作中，业主的主导作用明显，各方面协调工

作顺畅，对前期工作的开展起了关键作用。

５．２　施工准备阶段措施
施工准备阶段的各项工作以直接影响截流的

导流工程为控制重点，龙头石水电站共设２条导
流洞，１＃导流洞控制截流，２＃导流洞控制截流后度
汛。导流工程从２００５年１月８日开工到２００６年
１月２４日过水并实现截流，共历时 １２．５个月。
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是创造条件早起步。导流工程为施工准备

阶段的核心工作，既控制截流时间，又影响截流后

安全度汛，为此，项目业主单位从一开始就把导流

工程作为整个项目的重中之重。２００４年 １０月
《枢纽布置方案》完成后，在开展《预可行性研究

报告》工作的同时，马上开始了《施工导流专题》

研究、导流工程施工招标等工作，并于２００４年１２
月３１日完成专题审查、２００５年１月７日签订施
工合同，为导流工程开工创造了条件。

二是各方联动抢进度。１＃导流洞长５２０ｍ，
最大开挖断面１８．６ｍ×１９．５ｍ，混凝土衬砌后断
面１６ｍ×１７ｍ，为特大洞室，进水口地质条件极
其恶劣，明挖部位与省道 Ｓ２１１重叠，不能按设计
进洞点进洞，省道保通压力大，洞身地质情况复

杂，各部位平行施工、多工序互相干扰，工期异常

紧张。为实现截流计划，项目公司充分发挥业主

的主导作用，通过采取靠前指挥、资源共享、捆绑

联动、科学组织、激励一线、特事特办等有力措施，

创造了１２．５个月的导流洞过水和截流工期。
５．３　建设实施阶段措施

建设实施阶段所有建筑物多头并举，抢发电

与保度汛互相交织在一起，最终以主厂房为关键

部位，实现了发电目标。主要措施如下：

第３４卷总第１７５期 四川水力发电 ２０１５年７月



ＳｉｃｈｕａｎＷａｔｅｒＰｏｗｅｒ　１１５　　

一是建设单位通过强有力的组织，掌控了工

程的整体进展。在抢发电的关键阶段，建设单位

成立了打破集团公司与项目公司之间管理层级的

抢发电领导小组，下设１３个工作小组，包括１２个
专项组和１个督导组，集团公司与项目公司的所
有领导及职能部门根据工作职责分别划归各工作

小组，明确各小组工作职责和目标，确定抢发电领

导小组授权明细，规定文件流转和处理程序，真正

实现管理上的扁平化。其中，土建进度组为了确

保各部位工期，采取了高层领导包点制度，每位高

层领导负责一个施工部位，对工程进度负责；另

外，为了加强对夜间施工进度的督促，高层领导轮

流进行现场值夜班。实践证明，业主单位突破性

的组织，效果明显，为抢发电奠定了管理基础。

二是参建单位高度的重视，保证了工程的施

工进度。承担主攻任务的施工单位成立由工程局

局长任组长的抢发电领导小组，下设８个工作小
组，包括７个专项组和１个督导组，一方面加大对
项目的控制和协调，与项目部一起现场攻关，及时

解决现场各类难题，另一方面加大资源的投入和

整合，确保充足、及时；设计单位为保证及时供图

和现场服务，多次组织由高级专家组成的团队，现

场商讨和决策重大技术问题；监理单位从始至终

把控一线，严守过程控制，参与业主管理。

三是专业管理和专业咨询，使项目建设既打

破常规又科学有序。项目开发伊始，组建了由具

有丰富经验的业内各方面专业人士构成的管理团

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集各家所长，打造了全

新的专业化管理模式。同时，专业咨询也是龙头

石水电站建设管理中的一大特色，一方面在导流、

截流、度汛、发电等阶段针对具体问题进行业内专

业咨询，另一方面在开展每季度一次的任务考核

时，组织业内专家在考核同时进行现场咨询，不仅

能让投资方把握大局，又能让管理团队敢于大但

突破。建设期间开展的几十次专业咨询，为建设

管理起到了把脉和确诊作用。

６　问题与建议
建设周期和后期运行的实践证明，龙头石水

电站建设既有很大程度的突破性，又有极具特色

的创造性，是水电建设行业内少有的典型案例，龙

头石水电站的建设成果，是所有参加建设和管理

的水电工作者智慧和汗水的结晶。

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同时，笔者提出以下对建

设工期方面有影响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以供同类

项目参考和借鉴。

（１）由于前期工作阶段和施工准备阶段推进
较快，对下游消能防冲和碴场规划考虑不足，截流

后度汛准备仓促，局部遭受冲刷，机组投产发电后

不得不重新规划、设计和施工下游消能防冲设施。

建议在开展前期工作过程中从设计角度充分研究

过流后的相关影响，结合枢纽布置和施工总布置

考虑永久解决方案。

（２）泄洪洞施工过程中对特殊地质条件应对
不充分，３条泄洪洞均发生较大塌方，对泄洪工程
进度影响较大，导致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８年三年建设
实施期间度汛问题伴随始终，资源分配时保度汛

与抢发电并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建设工期。

建议施工过程中对不良地质条件的洞段重点控

制，从施工组织角度多方采取措施，避免因塌方影

响进度。

（３）厂房工程为关键线路上的极其重要环
节，但在一期开挖阶段组织不力，业主方投资犹

豫，施工方作业队伍多次调整，资源配置不足，使

开挖工期严重拖后，在很大程度上延长了发电工

期。建议在重点关键部位施工过程中做好统筹安

排，均衡、连续施工，避免前松后紧或前紧后松。

（４）业主方在成立抢发电领导小组以前，组
织管理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因授权

放不开导致快速反应处理机制弱、业主供应的设

备材料供货有所迟后、关键设备缺陷影响安装进

度等。建议业主单位在边界条件方面尽到职责，

业主方的影响是很多项目工期滞后的直接原因。

７　结　语
水电站建设周期，是设计、施工和建设管理水

平的综合体现，是业主、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各

方和政府部门在项目开发建设各个阶段都普遍关

注的问题，建设周期的长短，既关系到项目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影响，也是各参建方实力和信誉的外

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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