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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开发长江的上游和支流

将会获得保持水土和净化大气的好处

林 华 陆钦侃

( 国家计委 水利 电力部科技情报所

罗西北

国际投资咨询公司 )

提 要

通过广泛深入调查认为
,

以水电建设为龙头
,

加快长江上游 和支流 综合开 发治理 的步

伐
,

对于合理利用长江水资源
,

减轻中上游地区洪水危害
,

充分发挥长江水系巨大的社会经

济效益
,

进而推动整个流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

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近几十年来
,

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
,

也给全流域带来了大气污染和水土流失两大环境间题
。

要解决这两大严重问

题
,

关键是
:
一要保护和发展植被

,

保持水土 , 二要改变能源生产结构
,

减少大气污染源
。

而

先期开发长江上游和支流
,

将会获得保持水土和改善大气质量两大好处
。

1 9 8 7年 10 月
,

六届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与四川省政协曾组成联合调查组
,

就长江上游和支流

的综合开发治理 间题
,

到四川省 的成都
、

乐 山
、

宜宾
、

重庆
、

合川等市县
,

实地考察了眠江
、

大渡

河和金沙江上部分在建和拟建的水电站
,

及嘉 陵江
、

川江沿岸部分历史洪水遗迹 ,先后听取了有关

部门的情况介绍
。

我们三人均参加了此次调查
。

我们认为
,

以水电建设为龙头
,

加快长江上游和支

流综合开发治理的步伐
,

对于合理利用长江水资源
,
减轻中上游地区洪水危害

,

充分发挥长江水

系 巨大 的社会经济效益
,

进而推动整个流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

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在长江

水系的总体开发上
,

应给予优先考虑
。

、

先期开发治理长江上游和支流
,

是合理利用

长江水资源
,

防治长江洪水灾害的关键

长江是我国水资源最为丰富的河流
,

充分合理的开发利用
,

对于缓解我国水资源紧缺状况
、

推动工农业发展和改善城乡居 民生活条件
,

将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

长江上游
,

特别是云贵川地

区
,

是长江来水量最大
、

支流最多
、

水资源最为富集的地方
。

据调查
,

仅四川省境内就有大小支

流 1 , 3 70 余条
,

其中
:

金沙江
、

雅碧江
、

眠江
、

大渡河
、

青衣江
、

沱江
、

涪江
、

渠江
、

嘉 陵江
、

乌江等 10 条河流
,

常年径流量都在 15 0亿立方米以上
。

这些河流汇于长江
,

年水量达 4
,

50 0多亿立方

米
,

占长江总径流量的 49 %
。

因此
,

从长江水资源的分布特点出发
,

必须先开发上游和支流 , 其

饮
,

因受地理气候条件限制
,

长江上游来水量虽大
,

但时空分配不均衡
,

丰水期与枯水期水量相



比
,

一般差 3一 4 倍
。

如不在各支流布点调蓄
,

单靠干流修水库
,

因淹没损失大
,

移民多
,

而库容

有限
,

必然会出现丰水大量弃水
、

枯水又感不足的局面
。
因此

,

若要遵循长江水资源时空分配规

律
,

必须先开发上游和支流 ,再次
,

兴建水利工程是合理利用长江水资源的关键
。

由于上游和支流流
域内频繁的人类活动

,

水土流失问题 日趋严重
。

据统计
, 1 9 8 3年四川境内水土流失面积达 2 4

.

3万

平方公里
,

年产沙量 10
.

27 亿吨 , 而根据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的资料
,

云贵川三省的年 产 沙量

现 已达 15
.

6亿吨
,

各支流输往干流的泥沙量迅速增加
。

近年来
,

长江宜昌站的年水量 接 近 平 均

数
,

而输沙量则大大超过平均数
,

大量泥沙下泄已成为水利工程之巨患
。

据调查
,

大渡河的年输

沙量只有 0
.

3亿吨
,

占长江上游和支流输沙总量的 4
.

4%
,

而其上游的龚嘴电站仅运行 13 年
,

泥沙淤

积就占了总库容的“
.

3%
,

使水库的使用年限和效益大大降低
。

这说明
,

如不采取各支流分散拦蓄

和分散治理的办法
,

就在干流上修水库
,

泥沙间题不仅无从解决
,

反而会降低干流水库的使用年

限和使用效益
。

因此
,

先期开发上游和支流
,

是保证长江水资源永续利用
、

保证水利工程最大效率

地发挥作用的关键 , 最后一点
,

长江是一条具有巨大经济效益和战略意义的水上运输线
,

因上游
-

和支流泥沙问题 日趋严重
,

致使长江通航里程
、

通航范围和货运能力均呈下降趋势
,

降低了长江作

为我国商品流通的一条主干线作用
。

因此
,

先期开发上游和支流
,

增枯减淤
,

是充分发挥长江黄

金水道作用
,

提高航运能力 的必要条件
。

长期以来
,

长江洪害十分严重
,

经常危害长江两岸广大地区的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 ; 其上游

地区又是长江洪害多发生地区
。

由于上游支流多
,

水量集中
,

汛期因特殊的地理条件
,

成都平原

和川中盆地便成为洪水肆虐的场所
,

其防洪治洪的意义并不亚于中下游
。

一方面
,

成都到重庆的

地区属于长江流域四大经济区之一
,

在国民经济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
。

据统计
, 1 9 8 5年该区有人 口

9 ,

58 7万人
,

耕地 58 5万公顷
,

年产粮食 3 ,

6 43 万吨
,

创工农业产值 7 1 8
.

6亿元
,

分别是 全 国 同 期
.

的 9
.

2%
、

6 %
、

9
.

6%和 5
.

4%
,

而且这一地区的自然资源蕴藏丰富
,

具备大规模发展重 工 业的

有利条件 ; 另一方面
,

该地 区洪灾发生率高
,

因工农业较集中
,

损失很大
。

八十年代以来
,

几乎

年年遭受大洪水袭击
。 1 9 8 1年大洪水

,

直接经济损失达 25 亿元
, 1 9 8 7年大洪水

,

直接经济损失为

13 亿元
, 1 9 8 1一 1 9 8 7年因洪灾造成的经济损失年平均在 10 亿元左右

。

而近代史上
, 1 8 7 。年所发生的

特大洪水
,

比 1 9 8 1年洪水还要严重得多
。

因此
,

先期治理上游和支流
,

实施大规模梯级建库
,

既蓄

洪又拦沙
,

必将从根本上防治长江洪水灾害
。

据成都水电勘察设计院规划意见
,

从现在起
,

若有计

划
、

有步骤和分期分批建设
,

到 2 0 1 5年
,

金沙江
、

眠江
、

嘉陵江
、

乌江四大水系将建起有 3 99 亿立方

米有效库容的十几座大水库
,

不仅有效地降低上游地 区的洪水危 害
,

还可相应缓解上游洪水对 中

下游地区的威胁
。

二
、

以水电建设为龙头
,

综合开发治理长江上游和支流

长江上游和支流
,

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水能资源
。

由于上游地区地形高差悬殊
,

河流落差大
,

降

雨丰沛
,

水量补给充足
。

据统计
,

上游和支流水能蕴藏量在整个长江水系中占有绝对优势
,

西南三省

可开发水能资源量 1
.

76 亿千瓦
,

为全国可开发量的 46 %
,

其中
:

四川省为 9 , 1 66 万千瓦
,

居 全国

首位
,

素有
“ 四川水能冠全国

” 之称
。

但是
,

直到现在
,

上游和支流丰富的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程度

仍很低 ; 据统计
,

全国水电开发利用率为 5 %
,

而四川仅 2
.

7 %
。

这样丰富的水能资源
,

若 充 分

开发利用
,

将会从根本上缓解我国严重缺电状况
,

加速西南经济开发
,

并对其它地区经济发展产

生积极影响
。

而且
,

由于各支流多处于人稀地少的高山区
,

水库淹没损失小
,

开发成本低
、

效益

大
。

据对长江上游的金沙江
、

雅碧江
、

大渡河
、

眠江
、

嘉陵江和乌江 6 大江河 已做前期工作的 3 3

座大型电站统计
,

装机总容量可达 6
,

15 7万千瓦
,

年发电量 3 , 3 25 亿度
,

可得总库容 1
,

。33 亿 立 方



米
,

其中有效库容 “ o亿立方米
,

而淹地仅3
.

4万公项
,

移民 60 万人
。

另据西南电管局所作1 9 8 6一
2 0 1 5年 30 年电力发展规划

,

除满足西南三省用电要求外
, 2 0 0 0年可外送 1

,

0 00 万千瓦
, 2 01 5 年 可

外送 2
,

0 0 0万千瓦
。

以水电建设为龙头
,

先期开发上游和支流
,

建设以四川为中心的强大的西南水能基地
,

还将

收到巨大的社会
、

经济和环境的综合效益
。

1
、

将为西南 , 工业墓地的建设魏定坚实的甚础
。

西南物产丰富
,

矿产资源优势显 著
,

仅四

川省 已探明的矿产资源就有 1 23 种
。

据统计
,

居全国首位的有钦
、

钒
、

熄
、

天然气
、

铅
、

锌
、

水泥灰

岩
,

居全国第二位的有铁
、

锡
、

石棉
、

磷
、

硫铁矿等
,

具备了发展钢铁
、

有色金属
、

化工
、

建材等

重工业基地的条件
。

发展重工业
,

必须有强大的能源配置
。

因西南能源储备结构
、

环境容量和交

通状况及发展趋势的影响
,

能源供给势必以水能为主
。

因此
,

以水能资源开发为先导
,

不仅符合

西南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要求
,

而且将为我国重工业生产基地 向西南的转移提供可靠的保证
。

2
、

将极大地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

四川省水能资源最为丰富
,

而且是我国工农业生 产 的主

要省份之一
。

但目前工业缺电
,

农业缺水
,

间题严重
。

先期开发上游和支流水能资源
,

解决水和

电的间题
,

四川现有工业即可增产二三成
,

粮食也可稳定增产二三成
。

西南是我国少数民族集聚区
,

也是主要贫困区
,

仅四川省就有 54 %的县为
“
老少边穷

” 县
。

从振兴 民族经济和地 区经济
、

改变落后面貌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出发
,

充分开发上游和支流水能

资源
,

在建设大中型电站的同时
,

鼓励扶植县 以下地方兴办小水电
,

以电能为基础
,

大力开发地

方经济
,

提高资源的加工利用程度和商品化程度
,

将会从根本上改变西南地区长期落后的状况
。

3
、

将促进长江黄金水道的充分利用
,

加强流域社会经济往来
。

我国内河运输是交通运输业的

薄弱环节
,

长江与美国的密西西比河相比
,

虽河道长度
、

水资源量均大于后者
,

但其运输量远不如

它
,

其原因在于长江上游和支流的开发治理程度远不如密西西比河
。

因此
,

要使黄金水道真正发挥

效益
,

就必须大力开发上游和支流
。

在兴建有调蓄能力的水库电站时
,

结合渠化通航
,

将会收到增

加通航里程
,

扩大水运交通网
,

提高全年通航能力和增加船队载货量的巨大效益
。

据成都水电勘

察设计院规划意见
,

若长江上游和支流增加有效库容 3 99 亿立方米
,

川江年平均水深可增加 1 米
,

达到 3
.

7米
,

可使 4 又 3
,

0 00 吨货船直抵重庆
。

另外
,

水运状况的改善
,

会 促进流域经济的发展和

商品交往关系的发展
,

起着活跃商品经济的作用
。

4
、

将起着改善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巨大作用
。

西南气候湿润
,

山地多
,

长期 以 来
,

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也带来了大气污染严重和长江上游和支流流域的水土流失严重这两大环境间

题
。

据报载
,

以重庆和贵阳为中心
,

西南 已形成大面积酸雨区
,

严重威胁着 当地工农业生产和人民

生活
。

要解决这两大环境问题
,

关键是
:

一要保护和发展植被
,

保持水土 ; 二要改变能源生产结构
,

减少大气污染源
。

而先期开发上游和支流
,

将会获得两个方面的好处
: 一方面

,

支流电站的建成使

用
,

每年可利用一小部分发 电赢利
,

作为水土保持基金
,

运用生物工程
,

分期分批逐级治理库区

山地
,

在防洪治沙问题上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
另一方面

,

开发水电
,

将会 逐 步压缩 火 电比

重
,

并在水电充分开发后
,

实现西南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电气化
,

可减少大气污染
,

改善大气质量
。

这一作用是其它能源无法替代的
。

总之
,

以水电开发为龙头
,

结合综合利用工程 设施的 建设
,

将 发电
、

防 洪
、

灌溉
、

拦沙治

沙
、

航运筏运等各项工程有机地结合起来
,

按照系统工程的科学方法
,

运用现代管理手段
,

先期

开发治理长江上游利支流
,

将使长江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

取得舍此无他的社会的
、

经济

的和环境的综合性效益
。



一 三、 `

需要制定加快开发长江上游和支流的政策和措施

1
、

落实中央电力体制改革精神
,
成立支流流域开发公司

。

在兴办流域开发公司的指导思想

上
,

应当贯彻河流开发与流域经济开发相结合
,

流域开发与区域经济开发相结合
,

区域开发与全

国经济开发相结合的精神
。

以支流所在省为主体
,

统一发电
、

防洪
、

灌概
、

治沙
、

航运等分属不

伺部门的河流开发治理任务于公司
,

实现河流综合开发治理的目的
。

为此
,

国家应 给 予 积 极的

政策扶植
,

在经营管理上实行 以承包为核心的经营责任制
。

在资金筹措上
,

一方面 由建 行 提 供

长期低息贷款 , 另一方面
,

采取股份制方式
,

多渠道集资
。

另外
,

在河流梯级开发过程中
,

应采

取滚雪球开发方式
,

实行基础 电站利润金留成
,

并转而建立开发基金制度
,

这是解决建设资金不

足的有效方式
。

在利益分配上
,

则应按股份大小获取等额收益的原则实行
。

当前
,

国家应首先推

动二滩电站开发公司的建立
,

以此为基础
,

率先实行对雅碧江的流域开发 ; 其次
,

应推动四川省

戚立都江堰开发公司
,

争取紫坪铺水库和鱼嘴枢纽工程早 日上马
,

进而实现崛江的流域开发
。

2 ,
统纷安排

,

做好长江上游和支流流域开发洽理的总体规划
。

确立优先开发对区域经济发展

有利的河流
,

优先治理对防洪治沙起关键作用的河流的原则
。

要以长期积累的勘查设计资料为依

据
,

制定因河制宜
、

各有重点
、

梯级开发方针和 以龙头水库为基础
,

大中小结合的开发方针
。

我

们认为
,

根据各支流流域经济状况
、

发展潜力和河流自然发展规律
,

长江上游的十大支流中
,

金

抄江
、

雅碧江
、

青衣江
、

乌江和大渡河应以发电为主
,

兼顾防洪
、

治沙
、

灌溉
、

航 (筏 ) 运 ; 崛

江上游应以灌溉为主
,

发电为辅
,

兼顾城市供水
、

防洪
、

治沙和旅游 , 嘉陵江
、

涪江
、

渠江和沱

江的首要任务是防洪治沙与灌溉
,

其次是航运
,

兼顾发 电和城市供水
,

并进行低坝梯级渠化和发

电
。

3
、

正在施工的的电站要争取早 日发电
,

准备施工的项 目要尽快完成前期工作
。

根据我 国目

前缺电紧张形势和长江上游和支流水电开发进展情况
,
我们建议

:
对已经批准施工和正在施工的

项目
,

如铜街子 ( 60 万千瓦 )
、

宝珠寺 ( 64 万千瓦 )
、

东风 ( 51 万千瓦 ) 和二滩 ( 3 0 0万千瓦 ) 电

站
,

应按照合理工期要求
,

确保资金和材料供应
,

争取早 日发电 , 对即将完成前期工作的项 目
,

如太平骚 (2 6万千瓦 )
、

紫坪铺和鱼嘴工程 ( 6 3
.

7 5万千 瓦 )
、

彭水 ( 1 2 0万千瓦 )
、

洪家渡 (5 4

万千瓦 ) 和亭子 口 ( 90 万千瓦 ) 电站
,

应促其早 日上马
,

争取在本世纪内能够建成并发挥效益 , 对

于构皮滩 ( 2 0 0万千瓦 )
、

思林 (8 4万千瓦 )
,

沙沱 (8 O万千瓦 )
、

瀑布沟 ( 3 0 0万千瓦 )
,

龚嘴加

痛 ( 1 4 0万千瓦 )
,

锦屏 I
、

11 级 (共 6 0 0万千瓦 )
,

向家坝 ( 5 0 0万千瓦 ) 和溪落渡 ( i
,

0 0 0万千

瓦 ) 等大型 电站
,

应加快完成前期工作
,

争取到 2 0 1 5年达到水电总装机 3
, 0 00 余万千 瓦 , 同 时

,

对渠江
、

涪江和嘉陵江下游正在进行航运与发电相结合的中型梯级工程要抓紧进行
,

并积极发展

各地方的小水电建设
。

4
、

制定能源开发与资派开发相结合的方针和规划方案
。

在大力 开发水能资源的基础上
,

充

分利用西南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
,

逐步将部分耗能型产业
,

由能源
、

资源缺乏地区向西南地区转

移
,

实现国内产业区域调整
,

把西南建设成 以钢铁
、

有色金属
、

化工
、

建材
、

机械和稀有金属加

工制造业为主的新兴工业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