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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泥沙和航运问题不容忽视

毕 厘 洪

(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石土壤力学研究所 )

三峡工程是一个 伟大的工程
,

若能 充分发

挥它的 巨大综合效益
,

对我国社会主 义建设和

子孙后 代将产生重大影响
。

我作为一个科技工

作者
,

曾对三峡
、

金沙江和嘉陵江进行过几年的

全江性水利考察
。

纵观三峡工程
,

目前主要存

在两个 问题
,

即泥 沙和航运问题
。

特别是泥 沙

对库 区回 水段的淤积
,

不仅影响水库的使用寿

命
,

而且还影响 回水段的通航
。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 河
,

在世界 上 居 第 三

位
,
但是

,

长江输 沙量浩大
,

宜昌以上平均年

输沙量达到 5
.

2亿叱
,

居世界第四位
。

根 据 规

划中的三峡水库
,

在回水段重庆以 上
,

每年有

4
.

9亿叱以上 的泥沙进 入回水段
。

这样多 的 泥

沙
,

由于 受回 水顶托
,

在库 区回水段的淤积是不

可避免的
。

根据实测资料
,

长江的细 沙含量高达

80 % 以上
,

这些细沙在建库前是不能起造床作

用的 , 但在建库以 后
,
几乎 90 % 以上沉 积在库

尾三 角洲 的 顶部和前坡
。

这些沉 积的泥沙
,

不

仅使库尾三 角洲迅速加 高
,

并且 向坝前推进
。

近年来
,
由于上游水土流失逐渐加剧

,

含沙量

有增加的趋势
。

根据国内外水库淤积资针
,

水库淤积 亦是

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

在 美国
,

水库淤 积每年平均损失序容达 11

亿立方米
。

据 1 9 7 5年 1 ,

6 65 座水库的统计
,

淤

积率达 22 % 左右
,

有38 %水库的 寿 命 小 于 50

年 ;

在 苏联
,

仅 切 尔一尤 尔芡克水岸一处
,

从

19 59 年截流到 1 9 6 8年淤积量占库容 88 % ,

在 日本
,

据 2 56 个发 电水库统计
,

平 均寿

命 5 3年 ;

在印度
,

据 1 9 6 9年统计
,

年库容损失率为

O
。

5一 1 %
,

有的 可达 2 % ;

在意大利
,

大部分水库的寿命在 50 年之 内 ;

在我国
,
由于水土流 失更为严 重

,

水库使

用寿命亦更短
。

黄河三门峡水库
, 5 年时间淤

损达 68 %
。

就是在少沙河上
,

水库淤积问题也

不容忽视
。

湖北丹江 口水库
,

运行 10 年
,

上游

泥沙来量的 98 % 沉 积在库 中 , 湖北 黄 龙 滩 水

库
,

从 19 7 4年到 1 9 8 0年
,

入库淤积率达 92 %
,

1 9 8 0年发生 百年一遇的洪水
,

在水库大泄情况

下
,
仍 有86 % 泥沙淤在库内

。

由此可 见
,

河流 泥沙是影响水序寿命最直

接最重要 的 因素
。
规 划中的三峡水利枢红工程

18 0方案 (即水库正常高水位为 18 0 米 )
,

总库

容 为 6 18亿立方米
,

有效序容 2 4 9亿 立 方 米 ;

15 0方案
,

总库容为 37 3亿立方米
,

有效库容为

93
。

6亿立方米
。

长江那 么大的输沙 量
,

经 过

40 一 60 年的 累积性淤积后
,

可能把三峡水库淤

满
。

三峡水库地处长江中游地区
,

横贯我国腹

地
,

是我 国能源综合开 发的主要基地
,

40 一 60

年左右 的使用寿命是值得研究的 大问题
。

长江不仅是我国最 大河流
,

也是连接西 南

与华中
、

华东经济发展 区的一条极为重要的
“ 黄

金水遗
” 。

库区上游重庆市是我国内河港 口 中占

重要地位的中心城市
。

四川多山
,

不可能修建更

多的铁路
,

今后 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
,

主要问

题是运输
。

西南地区的矿产
、

森林资源和 农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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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外动力地质现象发育规律初探

熊道馄 陈喜昌

(地质矿产部成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中心 )

长江流域范围辽阔
,

人口众多
,

经济发达
,

工程设施密集
,

是我国国土开发的重 点 地 区 之

一
。

强烈而频繁的人类活动
,

稍有不慎就可诱发大量的外动力地质现象
。

因此
,

研究长江流域外

动力地质现象的发育规律
,

为制定防治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

本文在地质

矿产部成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中心主编的 《长江流域地貌及外动力地质现象图》 及其说明书的基

础上
,

提出我们的一点粗浅认识
。

外动力地质现象因其发生在地壳浅层
,

并经常受到外营力的作用而得名
。

所以也有人称之为

“ 表生地质现象
” 、 “

外生地质现象
” 或 “

外成地质现象
” ,

等等
。

其实
,

就产生外动力地质现

象的动力而言
,

有时与内营力的关系更为密切
。

尤其是它们的区域分布状况
,

明显地受地质构造

和新构造运动控制
,

故常与内动力地质现象的发育范围相一致
。

长江流域的构造条件十分复杂
,

差异也很大
。

其西部断裂稠密
,

主要展布青藏
“ 歹 ”

字型构

造
、

龙门山华夏式构造及康滇经向构造
,

新构造运动主要表现为强烈的差异性断块抬升
,

且地震

产品外运
,

主要靠水运
。

目前 3 , 0 00 叱船 队 从 以上长江干 流的通航
,

同时还会阻塞重 庆 以下

上海直达重庆
,

三峡水库建成后
,
可 以改善川 的航道

,

重庆港区的淤积也会加剧
。

这也是值

江航道的通航条件
,

但是按 目前拟建中的 15 0米 得注意的 大问题
。

低坝方案
,

仅仅改变大坝 以上 40 0公里 的 航 运 三峡工程是关 系到我国四个现 代 化 的 大

条件
,

在 20 0多公里的回水变动 区内有半 年 经 事
,

用科学态度合理利用资源
,

发挥最大的综

常处于 自然状态
。

随着回水区泥沙的淤积
,

河 合效益
,

是修建三峡工程的基本原则
。

为此
,

床抬高
,

在回水段 内的航运条件不但不能得到 必须对长江的水利资源开 发利用制仃 出符合实

改善
,

反 而 恶化
,

位 于回水 区的重庆港将变为 际的开发方案
。

去年
,

我们在三峡考察中
,

有

死港
,

其结 果必然阻碍西南经济发展
。

如 果按 关部门曾提 出先支流
、

后干流的开 发方案
,

把

18 0方案建坝
,

川江航道 6 00 一 7 00 公里的 河 段 长江的 泥沙来源拦截在上游支流上
,

减 少三峡

得到改善
,
回水段在重庆 以上 30 公里处

。

由于 水库的来沙量
,

延长水库的使 用寿命
。

为 了提

重庆位 于长江和嘉陵江 的汇合处
,

嘉陵 江 多年 高水库的综合效益
,

应 该放 弃 低 坝 方案
,
而

平均输沙量 为 1
,

6 7亿吨
,

居 长 江水系之首
。

近 是 采用 190 或 2 00 的 高坝方案
,

在经济上是合理

牛来
,

嘉陵江上游水土流失加剧
,

含 沙 量 增 的
,

技术上也是可行的
。

如果 目前因我国财 力

加
,
虽然 1 80 方案在建库初期

,

重庆 以卞 航 道 所限
,
可 以等它一段时间

,

等有条 件 时 再 上

暂不会淤积碍航
,

但在水库运行若干年后
,

回水 马
。

这些建议望有关部 门考虑采纳
。

变动 区的泥沙淤积 ; 不仅向上游延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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