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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工程建设管理 

 

  概 况【工程建设管理】 2005年，中国三峡总公司工程建设部根据三峡工程建设任务、目标及与总

公司签订的管理绩效考核责任书内容，将任务目标分解到各个部门、落实到每个岗位，推行职责清晰的

岗位责任追究制度；坚持“双零”管理目标，加强技术创新，确保实现既定目标的全面完成。  

  加强专题技术研究，完善技术管理和服务体系，为工程建设提供可靠的技术保障。为确保工程建设

的顺利进行，组织研究三期工程建设的特点，针对不同阶段工程施工的重点，提前研究和分析工程建设

可能遇到的难点和重大技术问题，制定预案和应对措施，化解技术难题，提高驾驭工程建设的能力。先

后组织《2006年汛后蓄水至高程156m挡水措施专题研究》《导流底孔封堵施工方案专题研究》《右岸三

期主体工程加快施工进度措施专题研究》《三峡右岸电站机组蜗壳埋设方式研究》《右岸地下电站危岩

稳定敏感性分析和支护方案优化》《临时船闸改建冲沙闸下游消能建筑物混凝土温控专题研究》《三峡

坝区水土保持方案专题研究》等十余个项目的专题研究，做到技术先行的管理要求。  

  为确保现场的技术供应和服务，根据工程进展，及时与设计方进行沟通协调，确保设计图纸及时供

应，并对施工图纸、设计通知及技术要求进行全面审核，对发现的问题与设计方进行沟通，技术交底和

现场技术服务得到进一步加强。  

  坚持质量“零事故”管理目标，加强全员质量意识和精品意识教育，戒骄戒躁，誓创一流三期工

程。认真总结二期工程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不断强化质量意识和精品意识，进一步落实完善质量管理体

系，开展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工作。在工程建设中广泛开展新工艺、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广泛开展“创

新创效”活动，全面指导和提升一线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和施工行为，建立健全各项质量管理制度和措

施。深化混凝土温控防裂措施，实行天气、混凝土温度控制、间歇期3个预警制度、推行个性化通水和

灵活通水制度、制定3m升层温控专项措施、采用新型保温材料并细化保温工艺，混凝土温控工作取得良

好效果，裂缝数量明显减少。 

  继续以“消灭顽症、誓创一流”为主题，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活动，组织三峡工程施工工艺标

准化培训，针对不同工程部位施工质量控制重点，先后组织大体积混凝土备仓、拦污栅及厂房下游墙混

凝土浇筑、地下电站洞室开挖等现场施工工艺观摩活动。通过这些措施和学习推广活动，在施工过程中

减少混凝土表面缺陷，外观质量明显改观，工程质量稳步提高。  

  继续推行质量月例会制度，细化预控措施，强化技术管理，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和推动质量管理体

系的执行力度。加强三峡金结机电设备驻场监造，完善制造安装质量监督检测、机组结构件焊接监督、

无损检测监理及技术指导工作，进一步提高机组安装合格率、优良率，9#、13#、14#机组顺利实现“首

稳百日”考核目标。  

  2005年三峡工程单元工程质量评定4711个，全部合格，其中优良单元4330个，优良率91.91%。  

  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强化监督、持续改进”的安全管理方针，高标准地抓好安全生产和文

明施工。进一步完善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责任体系和考核体系，加强大型施工设备管理，采取设备

监理组织月检查、施工单位周检查、班组日检查、交接班检查维修、保养、班前会记录，法定检测项目

送检或请检等措施，确保施工设备安全运行；加强高空作业的安全管理，采取拦污栅全网封闭、钢管安

装加设安全围栏等新措施；制定《三峡工程八个重特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和《八个重大事故危险源防

范安全措施》，对重特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进行演练；开展安全危险预知活动，加大现场安全文明施工

监督检查力度，提高隐患整改力度，使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实施安全文明施工考核，推动安全管

理上台阶，安全生产形势明显好转；实行严格的民工准入制度，加强入场人员三级安全教育和岗位技能

素质培训，继续落实民工“四统一管理”，使三峡建设者的安全意识、素质、技能得到不断提高。  

  以合同为依据，加强预算控制和合同管理，做好工程审计准备和稽察工作。组织招标文件编制及审

查，组织或参与项目招标评标、合同谈判、签约等工作，2005年共签订各类合同334个，总金额

 



178360.43万元，处理变更索赔211项，审查批准变更补偿金额17400.51万元，保障工程建设顺利进

行。  

  坚持“首稳百日”管理目标，并把“一检”合格率作为质量、进度奖励考核的重要依据，提高三峡

机组设备安装整体质量。9#机组转轮虽然推迟交货，但由于准备工作充分，预案得当，安装工期大大缩

短，把原计划在年底发电的目标提前至9月11日发电。至此三峡左岸电站14台机组提前一年实现并网发

电目标，增发电量13.68亿kW，创造3.4亿元的经济效益。  

  加强安全监测，认真提供科学数据，确保枢纽施工、运行安全。工程安全监测工作随工程进度及时

开展，保证观测成果的连续性，坚持工程质量控制程序化，采取预控、过程监控和后期监控相结合的科

学手段，使监测工作开展有序、合理、科学，加强监测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为安全鉴定和工程验

收积累数据，确保枢纽建筑物正常运行。积极配合夏季温度控制工作，加强温控监测，利用监测成果指

导施工起到重要作用；根据枢纽蓄水后的新情况，加强枢纽工程及高边坡的变形、渗流渗压、应力应

变、动力学等观测，加强右岸地下电站安全监测工作，为工程建设提供科学的监测数据，指导现场施

工。  

  开展三峡坝区总体规划工作，确立总体发展目标和规划原则。在分析总结三峡坝区管理经验的基础

上，结合中国三峡总公司对三峡坝区的定位、安全管理运营、后续开发和保护及空间和功能的限制，确

定规划重点，组织召开三峡坝区总体规划专题讨论会，着眼于“现代水电基地”与“旅游休闲胜地”，

研究坝区地类划分及功能分区，合理界定枢纽管理安全控制区、枢纽配套设施区、枢纽水保生态区等功

能区，积极开展三峡坝区总体规划报告编制的有关准备工作，为工程建设创造和谐环境，为坝区可持续

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设备物资供应管理 设备物资部及其相关单位和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和手段，坚持“优质、安全、及

时、规范”的工作方针，认真完成全年设备物资保障工作。 

  运用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三峡工程永久机电设备。针对进口设备管理面多线长，业务涉及供货商、

代理单位、运输商、海关、商检、仓储和施工等十几家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单位，每一次机组设备境内

接货都召开工作协调会，通报设备技术参数，设备运输和储存注意事项，明确各参建单位的责任，细致

分工，精心协作，使庞大而复杂的机电设备管理系统高效运转。强化质量意识，确保金属结构及启闭机

的制造质量。金属结构和启闭机设备的供货必须以大坝前沿挡水设备为重点，为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

采取一系列重要的质量管理措施，狠抓标准、程序和制度的贯彻落实力度，强化质量意识、坚持质量第

一，摆正质量、进度和投资三者之间的关系，当质量与进度和投资发生矛盾时，进度和投资服从质量，

绝不让有缺陷的产品进入三峡工地。对发现的质量缺陷进行认真检查和彻底处理，不留隐患，同时认真

分析研究，追根究底，吸取教训，举一反三，不允许类似的问题再出现。  

  强化设备制造进度管理，确保三峡工程建设速度。按照三峡工程2006年汛后蓄水至156m的整体安

排，对挡水一线的设备进行全面清理。依据合同文件及时调整交货计划，对制造厂提出的进度计划进行

审核批准，对各制造项目按照合同结构进行分解，把工程控制性进度，关键线路，关键工期列为控制、

监督检查的重点。抓好进度目标的编制与管理，建立定期的进度协调制度。在总进度计划确定后，抓年

度、季度和月度的进度目标管理，监督检查、记录进度计划的实施，督促制造厂采取措施，在保证质量

的前提下实现以月保季、以季保年的进度目标。  

  全年共签订各类设备、物资采购及工程配套服务合同164份，合同总金额2.07亿元人民币。金属结

构及启闭机设备到货14736.9t，130批次；签订制造合同22份，总金额7620.07万元；机组设备组织接

货290批次（19978t）；组织开箱验收242批次（20248t）；全年供应水泥30.7万t、粉煤灰10.7万t、

钢材6.7万t、油料0.36万t、炸药0.25万t。  

  【坝区公共工程管理】 根据坝区的实际需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2005年共组织实施左岸至

右岸永久供水管道，右岸永久供水管网、永久通信设备安装线路铺设、坛子岭变电所移动通信天线铁塔

转移及建设工程、茅坪副坝内卫警卫营地、左岸195m平台联通公路等44项建设工程，工程总预算

13257.41万元，完成工程投产10924.23万元。  

  根据坝区绿化的现有情况，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对绿化植物进行一定的调整，实施柳树湾、桥北路

侧周边绿蓠工程、左岸185m平台绿化工程，并完成左岸厂前区秋意园绿化工程及体育公园建设工程的标

书审查及招标工作。2005年三峡坝区新增绿化面积1.5万m2，正在建设的绿化面积40万m2，拟招标实施

的绿化面积100万m2。  

  在供电供水管理方面，加强安全用电监察力度，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加大坝区供水网络的改造

力度，启动永久供水系统管网改造工程，全年安全供水2750m3，安全供电334天，累计向工区送电1.71

亿kW·h，网损控制在5.5%以下，功率因数控制在0.945以上。在确保坝区通信可靠畅通的同时，2005

年实施左岸施工通信维护工程、坛子岭通信铁塔建设工程、西陵大道电缆沟维护工程、右坝头至茅坪副

坝电缆沟建设工程、茅坪武警内卫营地通信工程、中国三峡总公司有线电视系统运行维护工程。  



  【坝区社会管理】 2005年4月，正式启动扶持周边乡镇的“百户万头牲猪养殖计划”，截至12月

底，已投资265.4万元，112户农民新建猪舍、猪栏19760m2；对口帮扶移民落实资金、物资价值46万余

元；在坝区内为周边移民创造就业机会，2005年坝区周边四镇有1200多人在坝区内务工，其中安排移民

就业岗位700多个，就业人员人均月收入800元。  

  精心组织翻坝转运工作，实现安全、畅通、有序、优质的总体目标。全年共启动旅客应急转运2

次，累计转运国内旅客147228人、外宾4262人，转运滚装汽车315550辆。  

  加强征地移民与土地管理工作，完善土地巡查制度和土地维权管理，建立并完善《三峡工程建设用

地监察制度》《三峡工程用地巡查方案》，做好征地移民与土地管理工作。做好土地权属界线监察工

作，对三峡坝区范围内违章开垦、破坏土地的行为进行多次清理和制止，清理已征土地面积植物1000余

亩，全年完成土地巡查里程2600km，调查相关房屋面积84010m2，办理炮损补偿款45.21万元，全年未

出现因移民问题而影响三峡工程施工的事件。  

  【海关和检验检疫管理】 按照规定的格式真实、准确地填报与货物有关的各项内容，做到两个相

符，保持海关部门删单率为零，报关差错率为零的良好记录。同时针对三峡工程机组设备进口特点，通

过对报关的程序和方法的剖析，充分运用国家和海关的优惠政策，制定出“提前预报关—口岸转关运

输—货物运至工地后正式报关”为基本模式的快速通关方法，使机组设备能够直接从上海港转关运输至

三峡工地，直供安装现场，争取28天作为报关手续办理时间，确保机组设备物流系统的畅通，使机组设

备在时间和空间上及时到位，保证安装现场的顺利施工。  

  在检验检疫管理方面，严格执行国家质检总局11号公告和32号公告规定，对入境木质包装按国际惯

例加施IPPC（国际植物保护公约）专用标识的情况进行检查，确保坝区及库区动植物免遭外来疫情的危

害。为确保主要进口设备的关键指标符合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制定《三峡工程右岸电站进口设

备检验检疫办法》。(万启洲 陈 勇 杨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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