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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佑楣院士：三峡不会成为三门峡 

  2005年08月02日14:40

  人民网北京8月2讯 记者许秀华报

道：今天上午中国工程院陆佑楣院士做客强国

论坛，就“水电开发与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

与网友进行互动交流。 

  当有网友问及三峡是否会步三门峡电站后

尘时，陆院士谈到，三峡工程从孙中山先生提

出来，到开工一共70年的历史。这中间经过了

很长时间的决策过程，这个决策过程就是对客

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同时包括了对一个工程要

有一定的预见性。这个过程中研究主要的问

题，不仅仅是技术上能不能把电站建起来以

外，最重要的还有生态和环境的问题。现在可

以说，三十年之内三峡工程不会有任何问题，

而且六十年、一百年以后，这个水库还能保持80％以上的容量，不至于造成像三门峡一样的后果，这是我们要对历

史负责的。 

  黄万里教授是我们非常尊重的水利界的老前辈，他的主要功绩应该说是对三门峡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质疑，三门

峡水库是我们一个失败的例子，如果按照黄万里教授原来的意见，可能可以避免这个错误。 

  但是长江和黄河的情况不一样，这两条河流的泥沙含量不是一个数量级的，长江的泥沙比黄河少得多，一年输

送的泥沙是五亿吨，这对长江的水位来讲是很少的，每一立方米的水里1.2公斤的泥沙，再加上水库采用蓄清排混

的办法，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泥沙对水库的淤积。所以黄万里同志没有对三峡工程提出太多的意见。 

  对于泥沙淤积问题，三峡水库经过了多年的模型实验，根据泥沙资料模型实验，这个淤积不会造成很大的影

响。 

   

  事实上，在重庆以上的长江的干流、支流都在不断地兴建水库，通过重庆的泥沙量会逐步递减。有一部分粗颗

粒的泥沙又分散在上游的水库里，所以三峡水库末端的泥沙淤积影响并不是太大。大概到了七八十年以后，就可以

做到冲淤平衡。长江的上游还在不断地兴建水库和水坝，三峡水库在2003年6月1日蓄水以来，经过这几年的观测，

来沙量是逐年递减，当然这还需要经过长期的观测，必要的时候，为了通航，港口就要进行一定的疏浚。   

  三峡发电形势非常好，它从1993年开始建设，1994年12月14日正式宣布开工，到2003年6月1号开始蓄水发电，

船舶也可以通航了，目前整个工程大概完成了80％以上。三峡工程一共26台70万千瓦的机组，一台70万千瓦的机组

 



相当于以前一个中型电站的容量了。分为两部分，左岸有14台，70万千瓦的机组，右岸12台70万千瓦的机组，一共

26台70万千瓦的机组，1820万千瓦总装机总量。今年大概可以发到500亿度电，主要是送到华东、华中和华南三个

地区，缓解这三个地区的能源紧缺状况。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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