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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

—
三峡工程问题调查专题报告之二

长扛中下游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的精华地带
,

但洪水灾害威胁严重
。

因此
,
对长江的洪水灾害必

须认真对待
,
积极抬理

。

但是
,
治理长江的拱水灾害

,

是不是非建三峡工程不可? 调查中
, 一些

专家
、

学者对如何治理长江的洪水灾害向题
,

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

据四川
、

湖北两省气象部门反映
,

长扛造成灾害的洪水有几个主要来源
:
一是川江

,

二是汉

扛
,
三是湘江

、

资水
、

玩水
、

澄水
。

但是
,

仅是川江的洪水不足以在中下游造成灾害
,

如
: 1 9 8 1年

四川攀发特大洪水
,

中下游并没造成灾害 , 1 9 5 4年四川洪水并不大
,

但因汉江和湘资玩漫等流域

降大基雨
,
结果造成特大洪水灾害

。

所以
,

长江洪水与汉江洪水碰头
,

湘资玩遭洪水与长江洪水

顶托
,

均可成灾
。

根据历史记载
,

从上游看
,

能够造成灾害的洪水
,
主要是来自川江三条支流

(菇陇江
、

氓江和沱江 ) 上游的三个暴雨区 , 从中下游看
,

主耍是来自长江支流的汉江和湘资

玩渔的基雨区
。

这是造成长江洪水灾害的主要特点
。

只有掌握这些特点
,

才能提出切合实际的治

理办法
。

所以
,

一些气象和水利方面的专家认为
,

单纯依靠三峡工程解决不了长江流域的防洪间

趁‘ 仅从治理长江的洪水灾害出发
,
用不着修建三峡工程

,
应从长扛洪水来源的几个基雨区内的

支流做起
,
结合航运和发电

,
把这些支流加以渠化和阶梯式开发

,

采取分散
、

拦截与疏导(堤防)
、

分拱相结合的办法
。

按七十年代江汉平原防洪方案
,
靠加固加高堤防

,

可增加下泄入海洪水 531 亿

立方米
,
其余靠分洪区拦蓄492 亿立方米

,
即可防范 1 9 5 4年的特大洪水灾害

。

现在
,

如果把对几个

主要攀雨区的几条支流加以渠化治理后的防洪作用考虑进去
,
非极特殊情况

,
可以不必使用分洪

区
。

采取以上这些做法
,
既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

又能减轻国家的负担
,

还可收到多方面的效

益
。

经过集化的支流
,

既可拦洪又可拦沙
,
且相对拦洪量大, 既利于搞活地方航运

,

也利于加快

水 电建设 , 既能收到投资少见效快的效益
,
又能达到搞活几条支流流域经济的 目的

,

也有利于发

动群众解决上游
、

支流的植被问题
。

这种做法
,

无论对国家
、

地方
、

部门工作
,

或者对防洪
、

航

运
、

发电都有好处
,

也符合系统治理的原则
。

相反
,

如果采取集中拦截的办法
,

修建三峡大坝
,

不仅解决不了中下游的防洪问题
,

而且还

会加剧上游的洪水灾害
。

因为长江的洪水不是来自一处
,

三峡大坝只能拦截来自川江的洪水
,

且

拦截洪水的数量也十分有限
。

据长办计算
,

若再遇1 9 5 4年的洪水
,

三峡水库只能承担 总 分 洪 量



70 。亿立方米中的93 亿立方米
。

对这样大的洪水
,

三峡工程起不了多大作用
,

因为到了一定程度非

泄洪不可
,

而三峡大坝的泄洪能力是11 万立方米/ 秒
,

荆江大堤的通过能力只有4
.

5万立方米/秒
,

若遇汉江洪水碰头
,

或与湘资沉遭洪水顶托
,

同样还会造成灾害
。

实际上
,

不但荆江大堤的防洪

作用不能放松
,

使用分洪区也仍然不可避免
。

此外
,

按 1 80 米方案
,

百年一遇的洪水
,

坝 脚 水位

调升到19 0米
,
根据力学原理

,

重庆水位高达21 。米以上
,

江津
、

合川水位高达220 米以上
,

即 回

水已进入盆地丘陵地带 , 在嘉陵江水系的支流中
,

回水 区更远
,

在合川至铜梁较开阔的地带水位

则更高
。

重庆
、

江津
、

合川一带人口和工业密集
,

这个淹没损失到底有多大
,

建议有关部门调查

后作个比较
。

如果花儿百亿元修建一座大坝
,

仅仅是把下游的洪水灾害转移到上游
,

实际上不仅

中下游的洪水灾害仍然不可避免
,

反而加剧了上游的洪水灾害
。

这样的工程到底合算不合算
,

确

实值得研究
。

况且
,

古今中外
,

在治理洪水的问题上
,

集中拦截
,

先下后上
,

或在主河道上拦腰

斩断的做法
,

只有失败的教训
,

尚未有成功的先例
。

因此
,

调查组认为
,

从防洪角度看
,

三峡工程到底能起多大作用
,

值得考虑
。

希望有关部门
一

认真研究
。

需要特别指田的是
,

长江中下游 2 万平方公里的湖泊面积
,

是滞洪的 良好场所
。

如果利用 1

米水深防洪
,

就能有200 亿立方米的容积
,

相当于三峡工程 150 米方案的防洪库容
。

长办介绍
,

分

洪区住进了40 万人口
,

使用分洪区已不可能
。

据我们在分洪区看到的情况
,

并不是40 万人都住在

湖底
。

而且
,

不管将来三峡工程建不建
,
分洪区的使用都是很难避免的

。

因此
,

退田还湖
,

积极

做好分洪区的工作
,
仍不失为防洪良策

。

最近
,

国务院在关于防御特大洪水的通知中指出
: “

对

于应该还田还湖的要抓紧落实
” ,

希望有关部门认真执行
。

三 峡 工 程 对 航 运 利 少 弊 多

—三峡工程问题调查专题报告之三

三峡工程对航运利弊相权哪个大 ? 会不会影响发挥长江在航运方面的优势和作用 ? 一路上
,

调查组听到所有航运部门的一致呼声是 “为航运不应该修三峡”
。

航运部门的专家们指出
,

长江处于我国腹地
,

东西走向
,

全长 6
,
000 多公里 , 长江 流域人 口

和工农业总产值均占全国的 40 % 以上
。

解放初期
,

长江水系通航里程长达 10 万多公 里
,

比 现 有

铁路线还长 1 倍
。

长江水系的干支流就是一个既可贯穿东西
,

又可连接南北的庞大 运 输 网
。

长

扛在航运方面的优势是世界上任何一条河流都无可比拟的
。

根据我国资源分布和工业布局情况
,

开发利用长江航运
,

对振兴我国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
。

但是多年来
,

由于管理体制方面

钓间题和交通运输结构的不当
,

电航争水
,

在长江水系上修建了75 3座碍航闸坝
,

不 仅 通航里程

缩减到 7 万多公里
,

而且上游
、

支流航道仍然处于非常落后的 自然状态
,

使长江在航运方面的优

势一直没有发挥出来
。

但是
,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

长江航运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其它任

何运输方式都无法取代的
。

因此
,

无论是水电方面的专家还是航运方面的专家都一致认为
,

在开

发利用长江水资源的多种功能和作用时
,

不能并列摆放
、

同等看待
,

而应充分重视发挥长江在航

运方面不可取代的优势和作用
。

这是开发利用长江水资源不可忽视的原则
。

那么
,

三峡工程对航运的作用到底怎样? 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专 家 们 认为
,

修 建三

峡工程
,

首先把长江拦腰斩断
,

从根本上看
,

是限制了长江的运量
。

三峡大坝的设计 通 过 能 力

只有5
,
000 万吨

,

但这只不过是理论上的数字
,

是按船舶规格化 (即3
,
000 吨的船只 )

、

调度自动



化 (船只排好队
,

一艘接一艘
,

一分不耽搁 ) 计算出来的
,

且不说这在实际上办不到
,

而且三峡

大坝还要兼顾蓄水发电
、

排浑蓄清
、

放水拉沙等
,

这些都会给航运造成影响
。

即按理 论 通 过 能

力5
,
00 0万吨算

,

也只不过相当一两条铁路的运量
,

而长江航运的潜力远远不止于此
。

以 关 国的

密西西比河为例
,

其水量只有长江的一半
,

水系通航里程只有长江 的 1 / 3
,

但货运量达 3
.

75 亿

吨
,

而长江货运量只及密西西比河的 1 / 5
。

所 以
,

如果长江航运开发利用得好
,

可以相当 于 十

几条铁路
。

据有关部门预测
,

四川现有铁路全部电气化以后
,

货运量也只能达到 1 亿吨
。

公路不适

合长途运输
,

增加铁路
,

不仅国力有限
,

而且和利用水路相比也不合算
。

所以解决西南进出川物

资的唯一出路在发展航运
。

三峡大坝石
,

00 0万吨的通过能力
,

显然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

影响发挥长江航远的优势
。

因此
,

三峡大坝建成后
,

不仅成为制约西南经济发展的障碍
,

而且对

我国经济建设 的全局也不利
。

不建三峡
,

就其发电而言
,

可 以采取其他方案代替
,

但建了三峡大

坝后
,

长江在航运方面失去的作用却是无法代替的
。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
, 1 50 米方案

,

不仅万吨船队开不到重庆
,

而且还会因回水变动段 的 泥沙

淤积间题使重庆港可能成为死港 , 18 0米方案
,

万 吨轮船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开到重庆
。

但她
,

重庆以上的航道
,

将可能会因回水变动段的泥沙淤积而碍航
,

嘉陵江口也会因泥沙淤积而导致嘉

映江与长江航运不能相通
。

从长远看
,

不管是1 50 米方案还是 1 80 米方案
,

都可能使重庆港成为死

港
,

其后果不堪设想
。

一旦出现这种倩况
,

不仅对长江航运
,

而且对整个西南经济
,

以致对全国

经济的发展都很不利
。

是否非冒这种风险
,

值得认真研究
。

然而三峡工程对长江航运 的好处
,

仅仅是改变了三峡大坝以上300 多公里的航道
。

三峡 大 坝

至重庆约 600 公里
,

就交通运输而 言
,

这种局部航道的改变
,

其作用和效益十分有限
,

这与 三 峡

工程将给航运带来的不利影响是无法相 比的
。

因此
,

三峡工程对航运是利大于弊
,

还 是 弊 大 于

利
,

是显而易见的
。

此外
,

就三映工程本身来说
,

在航运方面还存在着一系列有待解决的向题
:
多级船闸能否保

证航运杨通
,

引航道的泥沙淤积如何解决 , 超世界水平的升船机是否使用可靠 , 三故与葛洲坝之

间因发 电调峰而产生的不稳定流对航运安全的影响 , 坝下因冲刷使河床下 切造成船闸门槛水深不

足而碍航等等
,

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论证
。

关于三映工程的发电效益
,

—
三峡工程问题调查专题报告之四

三峡工程设计报告中强调
,

三峡工程的效益和作用是多方面的
。

在调查中
,

专家们反复强调

三峡工程的真正作用
,

或者说
,

主要作用是发电 , 但是
,

发电的效益并不是最好的
。

究竟对三峡工程发电的效益和作用如何看 ? 一些水电专家指出
,

虽然三峡工程发电的装机容

t 为1
,
300 万千瓦

,

但保证 出力只有3 0 0万千瓦
。

如果工程总投资不是 20 。亿
,

而是6 0 0亿
,

建设周
.

期按 18年计算
,

单位千瓦的投资高达4
,
6 00 多元

, 即使总投资按 300 亿计算
,

单位 千瓦的投资 也 在

幻30 。元以上
,

同一些正在建设中的大中型水电站平均单位 千 瓦投资; ,

6 0 0元相比
,

投 资 不是低

而是高
,

其致益不是好而是差
。

三峡工程在开工后的10 余年内
,

只有投入
,

没有产出
,

真正发挥作用要在2。。O年以后
,

而目

前我国当务之急的是要解决 2。。o年尽前实现城两番的能源紧缺问题
。

三峡工程一旦上了马
,

非但

众
解不于近渴

,

反而会加剧能源紧缺状况
。

因为三峡工程投资数额庞大
,

建设周期很长
,

势必



要挤掉一些 目前急需的
,

建设周期短
、

投资少、 见效快
,

有利于解决当前能源紧缺的工程项 目
。

如

果放下对解决翻两番所需能源紧缺有直接作用的工程项目不去搞
,

而在建设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

占用庞大的资金去搞翻两番 以后的能源建设项 目
,

翻两番的 目的实现不 了
,
这种建设 又有什么意

义 ? 很显然
,

三峡工程如果现在上马
,

不仅对实现翻两番和加快四化建设不利
,

而且在经济上也

是不合理的
。

所以
,

西南
、

华中和
.

中南水电勘测设计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工程技术人员
,

对于为解

决两番所需能源紧缺问题而要上三峡工程感到不可理解
。

不上三峡工程能不能解决 电力紧缺问题 ? 从调查中得知
,

华东
、

华中
、

中南和西南水电勘 测

设计部门都有现成的设计方案
,

其总装机容量比三峡工程大
,

投资及淹没损失却比三峡工程少
,

建设周期也比三峡工程短得多
,

而且输电距离近
,

不仅能够收到投资少
、

见效快的效益
,

而且这

些工程的建设
,

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

搞活地方经济
。

究竟哪种方案可取
,

值得研究
。

三峡水库会不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
“
驼背” 的长江 ?

—
三峡工程问题调查专题报告之五

三峡大坝建成后
,

泥沙淤积
、

岩崩
、

滑坡
、

地震等将会给长江造成伟么影响
,

其后果如何 ?

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

调查中
,

专家们认为
,

水库的库容并非一成不变
,

随着泥沙淤积
,

库容会逐渐变小
。

这时
,

上游将形成一七新的河道
,

即在大坝 以上至回水变动区末端形成一个驼背
,

水库将完全失去调节

和防洪作用
,

发电站变为径流电站
,

给航运和生态将带来严重恶果
。

水库因泥沙淤积而失去作用

的先例
,

国内外都不少见
:
官厅水库不过30 年 , 三门峡水库则还要快 , 丹江 口水库因为淤积

,

河

道已经变形
。

这种情况发生在小的
、

不宜通航的河流上
,

后果尚不甚严重
,

若发生在长江 这条宜

于通航的黄金水道上
,

其后果不堪设想
。

因此
,

对三峡水库的泥沙淤积和库区特殊的地质
、

地展

间题
,

必须引起充分注意
。

一
、

泥沙问 . 不能轻视
。

据三峡工程的设计单位
、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的同志讲
,

用 “放浑

蓄浦
”
和排沙孔等办法可使大部分库容无限地保留

。

这种说法
,

难以令人置信
。

1
、

因为这项工程必须兼顾防洪
、

发电
、

航运
,

放浑蓄清的作法
,

要受到多方面的斜约
,

难

以做到尽善
,

有时甚至根本不可能
。

如枯水期水最清
,

但要顾及发电和下游航运而不能不放 , 在

汛期水最浑
,
但要防洪又不能不蓄

。

特别是洪水时期
,

含沙量最少
,

一连来几个洪峰
,

几 留 儿

放
,

留一遍就淤一层
,

.

大量泥沙就要淤在库区
。

官厅水库初建时就有这种情况
。

至于排沙
,

大坝

附近尽管可以排
,

但能不能排走涪陵
、

长寿以上 400 一6 00 公里的沙
,

恐怕难以做到
。

2
、

长办对长江泥沙的分析
,

是根据过去多年拍任乎均输建卜量
。

但是
,

由于上游植被的破坏
,

水土流失严重
,

长江的输沙量近几年明显增加
,

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发展
。

.

1 9 8 1年到1 9 8 4年的平均

抽沙t 已比过去多年的平均输沙量高出31 %
,

由原来的5
.

2亿吨增加到6
.

8亿吨
。

当然
,

通过治理

上游植被
,

可以减少愉沙量
,

但这决不是短期所能奏故的
。

考虑到长江泥沙的迅速增加
,

三峡水库的泥沙淤积将比设计中计算的严重得多
,

如果处理不

当
,

将给航运和 防洪造成严重影响
。

二
、

岩浦和淆坡可能会堵密长江
。

专家们指出
,

关于三峡工程的地质问题
,

常听到 “没有凤

班” 或 “间题解决 了” 的说法
。

事实并非如此
,

.

而是回题还没有基璐
,

或没有引起重视
。

长江三峡两岸
,

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两条完整
、

坚固的石壁
,
而是非常复杂而脆弱的地质结

5甘



构
。

据四川省地质局近一两年的实地勘侧
,

长江三映库区两岸岩崩
、

滑坡的基址有203 处 之多
,

’

体积在r
,
000 万立方米左右的有30 处

,

其中最令人担心的是距三峡坝址 27 公里处的链子崖岩崩和新

滩的滑坡
。

链子崖在江南岸
,

高处岩石有12 条裂缝
,

其中最大一块岩石体积约 250 一3 00 万立方米
,

估计

宜t 约7 0。多万吨
,

距江面有31 。米高
。

据当地老人们说
,
几十年来

,

裂缝加宽了 许 多
,

有的裂

缝
,
他们小时候可 以抬腿迈过

,

现在人已无法跨越 , 这次新滩滑坡后
,

裂缝都加宽了 2 一 3 厘米
。

特别应当引起注意的是
,

裂岩下面有过去开煤矿留下的洞穴
,

有的距江岸达90 米 深
。

水 库建成

后
,

这些沉欠都在水面以下
。

据岩崩调查处的同志反映
,

没有特殊情况
,

这几大块 岩 石 不会崩

落 , 但若水库蓄水后
,

恐伯要算特殊情况之一了
。

俏若崩落
,

仅最大一块岩石
,

其能量就在 20 亿

吨米以上
,

这已是地震级的能量
。

问题不仅仅如此
,

岩崩引起滑坡
,

滑坡又会加 剧 岩崩
,

链 子

崖崩落
,

将会引起新滩滑坡的连锁反应
。

岩崩
、

滑坡都可能危及大坝安全
,

至少施工期要冲跨国

堰
,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
后果不堪设想

。

新滩和链子崖隔江相对
,

是厉史上发生事故最多的地方
。

汉和帝12 年暴雨后 山 崩 , 公元3”
‘

年山崩塞流
,

江水倒流百里 , 1 0 3。年山崩塞江20 年 , 明嘉靖年山崩塞流 82 年 , 1 9 3 5年大雨引起滑

坡
,

20 户居民滑入长江
。

最近一次滑坡是1 9 8 5年 6 月
,

这次滑坡使江面 缩 减 了1 / 3
。

对 发 生 滑

坡的因素
,

地质学家有这样的说明
:
三峡库区地质多是页岩和灰岩夹杂

,

页岩表面有
“

泥化层 ” ,

水畏后形成很滑的泥浆而导致滑动
,

因此
,

历史上的滑坡常在攀雨后发生
。

最近这次滑坡前
,

滑

坡体上喷出数丈高的水柱
,

但滑坡前并无大雨
,

有人推测是因葛洲坝使水位提高
,
引起渗透平衡

关系改变
,

使岩隙中产生积水而造成的
。

将来三峡大坝建成后
,

水位抬高100 多米
,

是否 会 加剧

这一带滑坡体的滑落? 其后果如何? 值得研究
。

新滩滑坡体是沿江长 800 多米
、

高9 00 多米
、

厚70 多米
,

侧倚在基岩上的石堆
。

这里江面宽不

足3 00 米
,

俏若石堆全部落下
,

则会将长江完全切断而形成一个坝后坝
,

其高度比三 峡 水库大坝

还要高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

历史上虽多次断流
,

但那时无坝
,

长江水流湍急
,

因此
,

几十年后

还是冲掉了
。

但一旦有了水库大坝拦住冲刷
,

将会变成永久性的坝后坝
。

由此可见
,

岩崩
、

滑坡

对水库寿命的影响是不可想象的
。

三
、

. 发地砚可能会使水库吸于一旦
,

使长江改变橄样
。

对三峡水库威胁最大的因素是诱发

地及
。

据武汉地展研究所和地畏勘测研究所反映
,

目前
,

世界上大中型水库引起 6 级以上诱发地

皿的已有80 座
,

其中有的建库前就有很小的地展活动
,

有的厉史上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地展活动
,

但建库后引起了具有破坏性的诱发地屁
。

因此
,
大中型水库引起诱发地震

,

越来越被 人 们所 重

视
,
在国际上已经成为重要的科研课题

。

三峡水库库区就潜伏着严重的诱发地展的因素
。

在三峡大坝坝址附近
,

有仙女山
、
九湾澳

、

大阳坪 3 个地展断裂带
,

而这 3 条地屁断裂带的

交会点恰好是在新滩和链子岩
。

这里
,

过去虽然没有发生过大的地展
,

但 3 一 5 级的地展时有发

生
,
近期曾出现 5

.

1级地展
。

水库建成后
,

地应力改变
,

诱发地震的可能性将会增加
。

一 旦诱发

地及
,
不要说大的地震

,

即使诱发 6 级地展
,
也会引起滑坡和岩崩等连锁反应

。

且不说长江两岸

含03 处 岸崩和滑坡体全部垮下来
,

即使是十几处
、

几处的险岩垮下来
,

其后果也不堪设想
。

正如

上面所说
,
就是链子崖和新滩一处发生间题

,

也会使长江堵塞
。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

对此应当引

起高度 , 惕
。

此外
,

据武汉地展勘侧研究所反映
,

近年通过卫星遥感探测发现
,

在皇睦庙背斜上有一条裂
一

甄 三映大坝坝址就在这条背斜上 ,而这条背斜很可能是地慢厚度突然改变的地带
,

即是一条重力

岛0



突变带
。

这种情况表明
,

一旦地应力改变
,
很易发生大的地震

。

国家地展局也认为
,

根据以往的教训
,
对三侠这样重大的水利工程

,
只做地 展 基 本 裂度鉴

定
,
显然是不够的

。

从经济和安全的角度考虑
,
应做好坝址和库区几百里范围内的地展

、

地质
、

地震活动性
、

地展危险性分析 以及地震参指数估计等专题研究
,
特别是库区诱发地展的可能性的

研究
,

以避免造成毁灭性的灾害
。

但是据有关部门反映
,
无论是大坝坝址还是库区

,

探测地质深

部结构的工作
,

都没有进行
。

总之
,

对于水库安全的估计
,

既要实事求是
,

还要留有余地
。

这样
,

才刁记政贻祸后代
。

盆庆市为什么提出1 8 0米方案

—
三峡工程问题专题报告之六

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
,

长办向中央提出的是 1 5 0米方案
,
重庆市为什么又提出180 米方案?

这一方案对重庆的影响如何? 这也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
。

调查组在重庆先后召开了 7 次座

谈会
,

就这个间题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
。

一
、

盆庆市握出1的米方成的背.
。

据重庆市委政策研究室反映
:

tt1 984 年初
,

重 庆 市收到

国务院关于三峡工程按15 。米方案进行前期准备的文件
: 3 月

,

赵紫阳总理在视察重 庆 时
,

谈到

三峡工程已初步确定为1 5。米方案
。 ” 他们说

,
在此之前

,

重庆市既没有参加过有关 三 映工程的

论证会或其它任何会议
,

也没有看到过任何有关的文件或资料
,

因此
,
对三峡工程的情况一无所

知
。

看到国务院的文件
,

听到赵总理的谈话后
,

才知道中央已经确定了150 米方案
。

鉴于 这 个方

案直接关系到重庆市的未来
,

且问题已迫在眉睫
,

所以市委立即组织有关部门成立了专门班子
,

调查研究 150 米方案对重庆市的影响
。

研究结果表明
,

15 。米方案将给重庆市政治
、

经济的发展造

成极为严重的不利影响
。

为了抢在全国人大会议通过 15 。米方案之前
,

重庆市仓促提出了180 米方

案
。

二
、
1的米方绍及 1的米方秦对 , 庆市的形晌

。

重庆市是靠长江航运发展起来的
,

长江航运的

兴衰宜接关系到重庆市的兴衰
.

所以
,

重庆市在研究三峡工程时
,

把着眼点首先雄在对长江航运

的形响上
。

从 150 米方案看
,

由于回水变动段是在重庆以下100 公里左右的长寿到忠县一带
,

所以不仅重

庆港的水深得不到改善
,

而且还会因回水变动段的泥沙淤积造成碍航
,

卡住重庆港的脖子
,

便重

庆港成为死港
。
150 米方案对航运作用

,
仅仅是改善了三峡大坝到石宝寨300 公里左右的航道

。

但

三映大坝到重庆约60 0公里
,

这种局部航运的改变
,

对整个川江航运来说作用并不大
,

不 仅万吨

船队到不了重庆
,

同时
,
还会因为回水变动段的泥沙淤积

,

三峡大坝与葛洲坝之间因发电调峰而

产生的不称定流
,

以及坝下河床下切等对航运的影响
,

而形成上下卡 口
,

使这段得到改善的航道

很难发挥作用
。

从180 米方案着
,

由于水位抬高
,
回水变动段将推至重庆以上的扛津附近

,

重庆港水深增加
,

三峡大坝至重庆的航道可望得到改善
,
万吨船队一年之中有几个月可达重庆

。

但是
,

这是以重庆

以上航道的恶化
、

扩大掩没面积和加剧上游洪水灾害为代价换取的
。

从长远看
,

后 果 与 150 米方
案一样

,
回水变动段的泥沙淤积仍会使董庆港失去作用

,

同时
,

还会因回水变动段的影响
,
造成

弃陇江长江航运不能相通
。

寮睦江是川江最大的支流
,

上与宝成铁路
,

川甘
、

川陕公路相通
,

下

与成渝
、

襄渝
、

川黔铁路及长江干流相接
,

每年承担四川 1/ 5到1/ 4的水运量
,

是四川连接南北的



天然水陆联运干线
。

一旦航运受到影响
,

其后果十分严重
。

三
、

t 庆市提出t . 。米方案的很本 . . —
两 . 相权 . 其轻

。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指出
: “水库

的淤积间题
,

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
。

水库回水变动段的泥沙淤积是带有普遍性的严重问题
。

目前
,

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
。

三峡工程无论是采取 15 0米方案
,

还是采取18 0米方案
,

也都

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因泥沙淤积而碍航的问题
” 。

鉴于这种情况
,

重庆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

市三峡

办和市港务局的同志们明确表示
,

我们既不赞成1 50 米方案
,

也不赞成18 。米方案
,

因为这两种方

案
,

从长远看都麦一种结果
。

我们之所以提出1 80 米方案
,

是因为在中央已经决定修建 三 峡工程

的前提下
,

仅仅从重庆市的角度
,

把 1 50 米方案和 1 80 米方案作比较后提出来的
。

所 以
,

这一方案

既不是在进行充分
、

全面
、

综合论证的基础上产生的
,

也不是切实可行的最佳方案
。

有的同志在

座谈会上深有感慨地说
,

对重庆市来说
,
1 50 米恼火

,

18 0米也恼火
,

因为中央已决定修建三峡工

程
,

我们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
。

调查组认为
,

西南云贵川 3 省
,

地域辽阔
,

人 口众多
,

资源丰富
,

不仅具有白身经济发展的丰

富的物质基础
,

而且是支援全国经济建设 的重要基地
。

无论是从区域经济
,

还是从全国范围讲
,

开发大西南都具有战略意义
,

而交通运输是开发大西南的重要条件
。

重庆市作 为 西 南工 商业重

镇
,
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

是西 南最大的水陆运输枢纽和物资集散地
,

是我国经济发达的沿海地

区和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的连接点
。

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对重庆市的影 响
, 不仅是重庆的问题

,

而是带有全局性的间题
。

因此
,

对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的选择
,

应充分论证
,

镇重对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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