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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雅砻江中下游河段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开发条件优越的水电基地。雅砻江丰富的水能资源具有全方

位的环境友好的自然特性。雅砻江穿越甘孜藏族自治区和凉山彝族自治区，开发雅砻江对促进少数民族

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条流域只有作为一个整体由一个有实力的、负责任的

开发主体负责开发、运营，才能 大限度地保证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国

家授权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雅砻江流域的水电开发，是二滩人的光荣使命和历史责任。二滩

公司正在制订流域整体生态保护规划与解决方案，并在流域规划中予以体现。 

二滩水电站的建设在移民和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和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成功实施

的开发式移民为水库动迁移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电站环境保护已经初见成效，水电开发对环

境的影响利大于弊。以二滩水电站的建设作为新的起点，二滩公司立意高远，按照“流域、梯级、滚动、

综合”开发原则，秉承环境友好的理念，不懈追求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雅砻江必将建设成为中国乃

至世界水电开发中实践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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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砻江，发源于青海省玉树州境内的巴颜喀拉山南麓，自西北向东南流经四川省甘孜藏族

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在攀枝花市的倮果注入金沙江，属长江水系，是金沙江第一大支流，

素有“小金沙江”之称。从河源至江口，雅砻江干流全长 1571km，流域面积约 13.6 万 km
2
，天

然落差 3830m，江口多年平均流量 1890m
3
/s，年径流量 596 亿 m

3
。雅砻江流域地处青藏高原东

南部，位于金沙江和大渡河之间，为一南北长约 950km，东西平均宽约 135km 的狭长地带。流

域东、北、西三面大部分为海拔 4000m 以上的高山包围。 

 

1  雅砻江得天独厚的水能资源 

 

1.1 雅砻江水能资源概况 

雅砻江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天然落差大，流量丰沛稳定。雅砻江水力资源技术可开发

容量 3461.96 万 kw，技术可开发年电量 1840.36 亿 kwh。其中雅砻江干流蕴藏量约 3340 万 kw，

技术可开发容量 2856 万 kw，技术可开发年发电量 1516.36 亿 kwh，占四川省全省的 24%，约占

全国的 5%，是一座不可多得的得天独厚的绿色能源宝库。 

雅砻江干流共规划 21 个梯级水电站，利用落差 2813m；雅砻江库容系数 0.32，梯级电站大

中小相结合、水库调节性能良好。两河口、锦屏一级、二滩为控制性水库工程，总调节库容 158



Hydropower 2004 

亿 m
3
。雅砻江中下游河段（两河口至江口）纵贯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

电站分布集中，征地移民少，水库淹没损失小，电站经济指标和开发条件优越，发电效益和综

合效益显著，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作用，是我国规划的十二大水

电基地中的佼佼者。雅砻江下游包括锦屏水电站（一级、二级）、官地、二滩、桐子林水电站，

前期工作深入，为近期重点开发河段。 

二滩水电站装机 330 万 kw，已在 1991 年至 2000 年建成。在二滩水电站建成投产之前，雅

砻江宝贵的水能资源一直“养在深闺人未识”。二滩水电站的建设，拉开了开发雅砻江的序幕，

揭开了雅砻江的神秘面纱，其丰富的水能资源蕴藏量、独特的环境友好的自然特性和优越的开

发条件为世人所惊叹。 

 

1.2  雅砻江得天独厚的环境友好自然特性 

建设水电站对环境的所有基本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大坝带来的水文

情势的变化和水库淹没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其中，水文情势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水库蓄水后

对库区、下游河段输沙、水质、水温、水生植物、鱼类等产生的影响；水库淹没方面，主要表

现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淹没耕地、森林、迁移人口、人文或自然景观等方面。 

雅砻江水能资源的独特性，不仅表现在其优越的技术经济指标，尤其体现在具有得天独厚

的全方位的环境友好的自然特性。 

淹没损失轻微。雅砻江河道为峡谷型河道，下切十分强烈，岸坡陡峻，沿河岭谷高差悬殊

较大，相对高差一般在 500～1500m，沿江两岸坡度基本上多为 30－45 度以上，锦屏大河湾为

60-70 度，是典型的“V”型河谷。河道的自然特点、恶劣的生存条件决定了河谷中人烟稀少、

耕地很少。因此，修建大坝导致的迁移人口很少，淹没耕地很少。 

雅砻江河谷植被类型分布与海拔和相对高差密切相关，河谷陡峭的岸坡植被为干热河谷稀

树灌草丛。规划电站的淹没区内已经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尤其是过去几十年人们对森林资源

的过度开采，沿江易于开采的森林已经被采伐殆尽，通过天然河道漂木运输，水库淹没区绝大

部分森林资源已经被人类活动所破坏，剩余的树林面积小，分散，且均为保护价值和经济价值

较低的广布树种。深山河谷降雨稀少、气候干热不适宜人类居住和森林生长，上游高原草原因

过度放牧、天然动物种群严重失衡，草场被严重破坏，水土涵养功能急剧退化。水电开发为改

善原生态河流遭到破坏的生态带来了治理和恢复的机遇。 

在雅砻江流域规划的电站中，水库淹没范围内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古迹和人文景

观。由于人烟稀少，人文景观相对很少，淹没区内也没有重要的风景名胜古迹。相反的是，建

设后的水库将形成一个个森林公园，犹如一串绿色的翡翠明珠，共同构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迁移人口少和淹没损失小是雅砻江流域梯级电站的突出特点，在我国规划建设的十二大水

电基地中 优。雅砻江独特的环境友好特性为采取更有效的减免措施将建设大坝对环境的负面

影响降至 低创造了条件，也为在水电开发中通过流域环境治理改善已经严重恶化的生态环境、

提高雅砻江的环境效益、促进流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了机遇。 

 

1.3  雅砻江的呼唤──流域内的少数民族同胞渴望发展。 

雅砻江贯穿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二滩及以上电站影响区内

的居民以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为主，整个流域内共有 19 个少数民族。雅砻江锦屏大河湾以北

以藏族为主，锦屏大河湾以南（雅砻江下游）以彝族为主。由于生活在流域内的深山峡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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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极其不便，在贫瘠的稀少的坡地上耕作，绝大多数居民依然过着贫困的生活。水能资源是

流域内 主要的资源，开发雅砻江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

用；通过水能资源开发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少数民族同胞长期以来的渴望。 

1999 年 4 月 19 日，江泽民总书记（时任）第二次视察二滩水电站时为二滩公司题词“进

一步开发雅砻江水能资源，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充分肯定了雅砻江在促进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 
 两河口 锦屏一级 锦屏二级 官地 二滩 桐子林 

装机容量（MW） 3000 3600 4400 
1800(2400

) 
3300 450(600)

多年平均发电量
(亿 kwh) 

116.87 166.2 210.81 87.13 170 25.66 

淹没耕地（亩） 
（公顷） 

7394 
/492.9 

7628 
/508.5 

0/0 
681 

/45.4 
32721 
/2182 

61.5 
/4.1 

单位兆瓦淹没耕
地(公顷/兆瓦) 

0.1643 0.14125 0 0.0189 0.6612 0.0068 

单位发电量淹没
耕地(公顷/GWh) 

0.042175 0.0306 0 0.00521 0.12835 0.001598 

淹没森林     2480公顷  
迁移人口 4925 3641 0 298 45812 2420 

单位兆瓦迁移人
口 

(人/兆瓦) 
1.6417 1.01139 0 0.1242 13.8824 4.0333 

单位发电量迁移
人口 

(人/GWh) 
0.4214 0.2191 0 0.0342 2.6948 0.9431 

 

2  二滩公司对雅砻江水电开发的愿景 

 

雅砻江丰富而独特的水能资源是大自然的慷慨的馈赠。开发利用雅砻江水能资源应该本着

积极、环境友好的态度，尽 大努力，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减免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承担这一

使命的必须是一个对社会、对历史和对环境负责任的开发商。 

 

2．1  国家授权二滩公司负责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 

2003 年 10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雅砻江水能资源滚动开

发主体的复函》（发改办能源（2003）1052 号）中明确：“为实现雅砻江流域梯级开发，同意二

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实施雅砻江水能资源的开发，并适时将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更名为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公司，全面负责雅砻江流域梯级水电站的建设和管理，原投资方

投资比例不变”，“雅砻江是我国水能资源开发条件 好的河流之一，也是我国 重要的水电基

地之一。请按照国家批准的河流梯级开发规划，统筹安排，加大前期工作投入，加快雅砻江流

域梯级电站的开发步伐。” 

国家授权二滩公司负责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是对二滩公司成功建设二滩水电站和为全面

推进流域开发所作的长期不懈努力的充分肯定，是对二滩公司的莫大信任。根据国家授权，按

照“流域、梯级、滚动、综合”方针实施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是二滩人光荣的历史使命和责无

旁贷的历史责任。 

 

2．2  二滩公司关于流域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愿景。 

面对雅砻江得天独厚的水能资源，肩负着党和国家的重托，二滩公司决心在雅砻江流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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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开发中促进水能资源开发与流域社会、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造就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

社会文明的田纳西式的雅砻江河谷。 

二滩公司将通过开发雅砻江流域水能资源，创立雅砻江水电品牌，逐步成长为拥有装机 2500

万 kw 以上优质绿色电源的国际一流大型独立发电企业。 

 

2．3 关于流域水电开发与生态保护整体解决方案的设想。 

为实现这一美好愿景，二滩公司正在制订公司十年科技发展纲要，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与

生态保护整体解决方案是其中 重要的内容之一。雅砻江流域开发与生态保护整体解决方案将

超越目前孤立地评价单个电站环境影响的作法，前瞻性地对流域整体环境保护和改善进行调查

研究、规划和设计，在单个电站的环境设计中予以体现，在流域梯级开发中逐步实施，以达到

流域整体生态环境效益的 大化。 

关注水库对局地生态环境和小气候的影响并采取充分的减免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仅仅聚焦

于一个电站的水库及其周边的生态问题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短视的。已经引起我们高度关注

的是雅砻江上游目前脆弱和正在急剧恶化的生态状况。原本湖泊纵横、水草丰茂的上游草场、

湿地，由于过度放牧、动物种群失衡等原因，正在急剧退化，水土涵养功能减弱，生态环境严

重恶化。长江源头、黄河源头、雅砻江源头都面临着相似的生态问题。我们认为，上游生态恶

化不只对流域的水文具有直接的影响，同时对我国的气候变化和生态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流域水电开发商，我们将通过调查、科研，制订对流域生态干扰 小的

水电开发规划方案和有利于恢复雅砻江流域整体生态的环境保护方案，在流域规划中充分考虑

流域各个区段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进行水电开发和环境保护：在环境友好特性较好的河

段――雅砻江中游和下游，在水电开发的同时实施充分的环境影响减免计划；在生态环境脆弱

和环境友好特性相对较差的区段――雅砻江上游，水电开发服从于生态恢复，工作重点是通过

科研和实施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生态恢复计划拯救雅砻江上游正在急剧恶化的生态环境，

实施经济扶持（发展）计划，发展生态产业，提升上游居民生活水平，从而减少当地居民对原

本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尤其是高原草场的掠夺性利用。 

在整个流域执行差异化的开发战略，将有助于恢复流域生态环境，建立生态保护和利用水

能资源的良性循环。 

 

2．4 在流域规划、科研合作、设计中的环境友好理念 

为实现水电开发与环境协调，树立环境友好的理念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理念决定了开发者

的行为。只有在流域水电开发规划、环境保护设计中充分体现环境友好的理念，从流域整体出

发，在水电开发活动中严格按照设计实施环境保护，才能 大限度地减免水电开发对环境的不

利影响。 

 

3  二滩水电站──处理社会、环境问题的成功案例 

 

二滩水电站是雅砻江干流上开发的第一座水电站，装机容量 330 万 kw（6×55 万 kw），设计

多年平均发电量 170 亿 kwh，是四川、重庆电网的大型骨干电源点，容量占川渝电网的 30%，发

电量约占电网总量的 25%，是 20 世纪我国建成投产的 大水电站。240m 高的混凝土双曲拱坝居

中国第一。电站作为国家“九五”计划的重点工程，是国内第一个全面实行国际竞争性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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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按照菲迪克条款（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制定的标准施工合同条款）实施工程监理的项目，

是世界银行在世界范围内对单个工程提供贷款 多的项目（9.3 亿美元），共有 47 个国家的专

家参与了二滩工程的建设。 

作为流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探索，二滩水电站的建设在移民和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和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成功实施的开发式移民为水库动迁移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

展机遇，世界银行高度评价并将其作为范例推广。全面、综合的环境调查和后评估表明，电站

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利大于弊，电站建成后，水库周边地区小气候发生了有利于植被恢复的变化，

对生态环境的有利影响将逐步发挥出来，环境保护工作初见成效。 

 

3．1 电站移民情况简介 

二滩水电站的建设中搬迁安置 45812 人，其中主要包括农村移民 28482 人，盐边县城搬迁

12454 人，集镇搬迁 1263 人等。淹没耕地 32721 亩，林地 37204 亩。水库淹没移民搬迁安置补

偿费共计 22.1412 亿元。 

移民规划的实施是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各级政府移民机构的领导下开展的。各级

政府在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进行搬迁等方面起了关键作用。科学规划、精心设计是

移民工作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一个好的移民规划设计就是成功的一半。在编制移民规划前，

二滩公司与设计院和各级政府移民主管部门开展了大量的实物指标调查，鼓励公众参与，逐户

访谈，广泛征求移民的意愿，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了解、尊重并在许可的条件下尽可能

满足移民的愿望，为编制一个可行的移民规划奠定了基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古训再

度得到验证，世代生活在深山峡谷中的移民 迫切的愿望是发展，广泛的访谈和公众参与帮助

确立了“开发式移民”的工作思路，移民工作的目标是要创造新的可持续的发展机遇，确保移

民的生活质量不致降低从而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工作目标。 

对于 28482 名农村移民，其中主要包括 9089 人后靠安置，5395 人集中外迁至红格移民安

置区，分插安置 1423 人，自谋职业 1347 人等。新开田 11577 亩，新开地 3514 亩，调整土地

5403 亩，共 20494 亩；建房 652100m
2
；修建水库三座，库容共计 127.8 万 m

3
，控灌面积达到 8541

亩（约 570 公顷）；在集中外迁安置区，建自来水厂两个，日供水能力 1500t；修建提水泵站（五

级六站），控灌面积 6500 亩（约 433 公顷）；修筑灌溉支渠 127km；筑堰共计约 205km。 

为使移民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世界银行移民特别咨询团的指导下，二滩公司付出了

大量努力，主要包括： 

（1） 免费电力供应。向红格集中移民区提水泵站免费供电 3300 万 kwh/年，其中 300 万

kwh/年用于补偿网损，使移民灌溉用水没有任何经济负担。 

（2） 强大的资金支持。二滩水电站所发电量每度电提取一厘钱，作为库区维护基金，其

中 80%通过移民办用于移民后期扶持。每年通过移民机构向盐边县支付 200 万作为扶持基金，

用于泵站的运行维护、人员工资等。加上全省水电电量每 kwh 提取 2.7 厘，由省移民办统一管

理，用于包括二滩移民在内的四川所有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在移民基金的强大支持下，二滩移民区培训、农业新品种开发、引进优良水果品种取得了

良好的成效，新的水果产业经济使移民从新的发展机遇中受益，生活水准得到显著提高。水果

种植业为离开世代生息之地的移民的脸上带来了笑容，也成为地方经济新的亮点。库区移民成

功培育出枇杷新品种，拥有独立知识产权，成为畅销日本的出口商品；荔枝、芒果等水果也是

四川以及周边省市市场上经济价值较高的炙手可热的品种。盐边县有关机构正在鼓励、引导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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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扩大种植面积，从目前的近 5000 亩扩大到 50000 亩。 

（3） 良好的基础设施为培育农业相关产业提供了条件。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公路系统

和水库中的水上运输为优质的水果、农产品及时运输至中心城市乃至国际市场提供了先决条件，

也使移民们有条件开办罐头厂、红薯粉丝厂等。运输和农产品加工也使部分移民成为富裕的私

营业主。 

二滩公司的努力受到了各级移民机构、世界银行的高度赞扬，被誉为“开明业主”。在 2000

年 5 月的移民检查报告中，世界银行的评述是：“截至 2000 年 4 月底，二滩公司向省移民办拨

付移民概算的 99.8%。在拨付的资金中，95%(约 19.3 亿元)由省移民办支付给了受影响的县市。

二滩的实物搬迁工作已经基本完成，100%的农村居民从淹没地带搬迁出来，总人数为 28482 人。

到 2000 年 4 月底，总共 652100m
2
的新房已建好，平均每人 32.2m

2
。尽管人均房屋面积和搬迁之

前相比略有减少，但是，房屋的质量却大大提高”。2001 年 6 月，世界银行移民检查团“很高

兴地收到二滩公司的一份备忘录，具体明确了二滩公司与省移民办达成的完成移民工程遗留问

题的方案。在资金方面，二滩公司承诺：从 2001 年 1 月 1 日起从售电收入中提取水库维护基金，

并将其中的 80%用于移民后期扶持。检查团对二滩公司的承诺表示赞赏，考虑到二滩公司是在

财务状况不佳的情况下接收法定义务以外的责任，这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二滩公司提供的

额外资金已经看到了效果，如灌溉设施的完成，个人补偿的足额发放，人均耕地的增加，这些

措施的结果是移民收入开始恢复，尤其是外迁移民”。 

 

3.2  移民工作的成功经验 

移民的贡献。移民从国家利益出发，顾全大局，为二滩工程的建设和移民工作的圆满完成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贡献是中国二十世纪 大的水电工程──二滩工程得以顺利建成的前

提条件之一。 

世界银行的贡献。二滩水电站的移民工作是按照中国有关法规和世界银行的规定，在世界

银行移民特别咨询团的指导下和世界银行移民检查团的督导下进行的，从 1992 年开始每年 1－

2 次对移民工作进行检查评估，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有时也及时指出问题所在，或提出批评意

见。这些批评、建议有效地鞭策和促进了二滩水电站的移民工作。 

开明业主与政府移民机构的重视、理解与合作。各级移民机构在移民工作中起到了关键作

用，尤其是在宣传、解释和组织搬迁方面。“开明业主”二滩公司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在

自身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顾全大局，为移民谋求长远的发展提供长期的支持。 

各方共有的“开发式移民”的理念。在二滩建设过程中，二滩公司、移民机构、世界银行

抱着一个共同的理念，通过开发式移民为移民创造新的发展机遇。新的发展机遇是促使移民同

意搬离世代生活的家园的 佳说服力。 

公众参与。在移民调查阶段，广泛的公众参与是制订一个科学、可行、具有灵活性的移民

规划的决定因素。 

 

3.3  二滩水电站环境保护 

我们认为，在探讨二滩这样的巨型水电项目的环境保护问题时，应该同时看到两个方面，

如一个硬币的两面： 

3.3.1 电项目自身巨大的环保特性。在我们的耳边充斥着关于水电项目对原生态河流的环境干

扰的激烈争论时，我们绝不能忽略一个基本事实：水电是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水电开发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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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再生一次性能源――尤其是煤的消耗，减少了烟尘、废水、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的排放，

无可争议地直接减少了酸雨发生的可能性，减少了烟尘给城市带来的污染，减少了温室气体排

放。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讨论环保问题首先应该探讨水电对替代非再生能源消耗所带

来的环保效益。挪威水电开发、加拿大拉格朗德工程等与环境保护的几近完美的和谐为我们展

示了优秀的水电开发的样板。 

装机 330 万 kw 的二滩水电站，按照 2002 年四川平均煤耗水平计算，年节约标准煤 630 万

顿，相应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23 万 t，减少烟尘排放 5 万 t，减少燃煤弃渣 190 万 t，减少废水

排放 4500 万 t。 

截至 2004 年 8 月 31 日，二滩水电站累计发电 646.4385 亿 kwh。以 2003 年中国平均发电

标准煤耗 381g／kwh 计算，相当于节约燃煤 2463 万 t。按我国煤电燃料链平均温室气体排放系

数 1300g／kwh 计算，减排温室气体约 8400 万 t。 

在雅砻江全面开发后，年发电量将达到 1516.36 亿 kwh，相当于年节约原煤约 5800 万 t，

年减排温室气体约 2亿 t。 

3.3.2 建设大坝对环境的干扰以及相应的减免措施。这是给水电项目带来巨大争议的方面。作

为一个负责任的水电开发商，从电站开始规划，我们就十分重视电站建设对环境的干扰，在设

计阶段进行全方位的评估，采取一切可能的减免措施，将不利影响降至 低，把有利的方面发

挥到 佳，以实现环境影响利大于弊作为环境保护工作的目标。 

二滩水电站位于高山峡谷区，谷坡陡峻，水库淹没损失轻微。二滩水电站水库回水长 145km，

水库面积 101km
2
，淹没耕地 2182 公顷，林地 2480 公顷。受地形影响，库区植被呈明显的垂直

分布的特点。水库正常蓄水位 1200m，海拔 1100－1200m 范围内，植被以稀树灌草丛为主。 

1998 年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以前雅砻江具有通过河道漂木的功能。在建设二滩水电站之前，

雅砻江流域森林采伐量大。1985 年以前，雅砻江流域木材年产量 110 万 m
3
，到 1994 年已经降

至 30－40 万 m
3
。二滩水库淹没区绝大部分已经被人类活动所破坏，原生植被呈片状零星分布，

各林块面积在 10－200 公顷不等，10100 公顷水库中仅保留共计 1000 公顷相对未被破坏的原生

植被，约占水库淹没总土地面积的 10%。 

1995 年 10 月～1996 年 7 月进行的野外调查形成了《二滩水库区多样性调查报告》。调查表

明，水库淹没区的生物多样性状况较差，没有需要特别保护的濒临灭绝的物种或动植物。绝大

部分区域已经遭到人类活动的破坏，一半以上的面积已用于种植、放牧、居住和木材采伐（含

薪炭林），或是荒山草破。二滩工程分属于中国 12 个“特有鸟类区(EBA)”的“华南森林（海拔

2000 以下的低山地带）”和“四川中部森林（海拔 2000m 以上的山区）”特有鸟类区内。鸟类被

作为生物多样性指示动物进行跟踪调查。库区防护林带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减免措施，尤

其是营造和保护好防护林带内生物多样性丰富的阔叶林，对濒危鸟类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 

根据二滩水电站库区渔门气象剖面的观测资料，水库蓄水后总体上的微小变化包括：天然

降水增加，平均相对湿度增大，太阳日照时数正常并略有减少，极端高温降低，极端低温升高，

气候出现干季有降雨、雨季无大涝的新特点。攀枝花市尤其是水库周边地区干热河谷气候发生

了有利于植被生长、动物生存的变化，两栖、爬行类动物有了更好的生存环境，有利于生物多

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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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滩水电站库区气象观测渔门剖面 

 1997 1998 1999 2000 

断面年平均相对湿度 66% 68% 69% 71% 

年平均降水总量(mm) 1098.6 1493.2 1533.6 1372.0 

日照总时数（小时）（1#站） 2465.8 2275.2 2395.2 2189.7 

年极端 高气温(℃) 39.4 39.0 37.7 36.3 

年极端 低气温(℃) -0.8 -0.2 -1.9 -0.8 

雨季开始日 6 月 14 日 5 月 24 日 6 月 7 日  

平均雨日（日） 140 156 137 147 

注：1998 年 5 月 1 日水库下闸蓄水 

 

泥沙淤积。二滩库尾以上流域多年平均输沙模数为 233t/km
2
，悬移质含沙量 0.435kg/m

3
。

根据模型试验及计算，水库运行 30 年损失库容 2.5 亿 m
3
，泥沙淤积至坝前 83km；运行 100 年，

泥沙淤积至坝前 53km 处，库容损失 10.7 亿 m
3
；运行 250 年后，死库容损失 95%，有效库容损

失 55%。但是，上述预期淤积情况未考虑二滩上游正在建设的锦屏水电站和规划中的其他大坝，

也未考虑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雅砻江生态环境整体保护方案后水土

保持状况改善而导致入库泥沙将大大减少等因素。 

 

3．4  二滩公司对环境的关注和作出的努力 

负责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的使命，决定了二滩人在环保的问题上不能短视。作为流域开发

商，我们既是流域水电开发的积极推动者，也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倡导者和忠实实践者。 

二滩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早在 1980 年与工程可行性研究同步开展，并分别于 1988 年 5 月

和 1994 年 12 月两次按照世界银行的要求按照当时新的环保标准进行了环境评估，并通过世界

银行的审查。 

1992 年 4－5 月，二滩公司与环保志愿者一起对雅砻江流域进行了生态环境综合考察，对

雅砻江流域总体生态环境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深入的认识。我们痛心地看到，由于此前长期过度

采伐，雅砻江中游很多原本繁茂的森林，在当时已经只剩下光秃秃的山头和累累的树桩。 

1997 年 9 月 16～10 月 18 日，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央电视台、攀枝花市委宣传

部、成都勘测设计院联合组织了雅砻江流域水能与生态环境考察，考察队员溯江而上，深入青

海省江源县，一直追寻到雅砻江源头，历时 33 天，行程 6000 多 km，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通过中央电视台将雅砻江流域内因为过去森林过度采伐、高原草场过度放牧等原因导致的生态

退化情况展现在观众眼前，大声疾呼保护长江上游生态环境。此举对唤起全社会对西部生态、

对森林过伐等问题的关注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为更好地保护水库周边生态环境，二滩公司早在 1993 年就积极支持攀枝花市申报设立“二

滩国家森林公园”，并于 1993 年 10 月 4 日获得批准。在攀枝花市和二滩公司的共同努力下，二

滩水库周边在建设二滩水电站前常年枯黄的山头现在已经被终年蓊郁的树林覆盖，二滩库区已

经变成一个以美丽的湖光山色闻名遐迩的阳光之旅的旅游热点。 

水库淹没区内有四个乡镇历史上发生过血吸虫病病例，二滩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帮助疫区进

行彻底治理，包括当地群众身体检查和治疗；在水库蓄水前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进行库区灭螺，

消灭血吸虫病的传染源和传染媒介。二滩公司为防治血吸虫病的努力得到了各级政府、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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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世界银行和当地百姓的一致赞誉。 

秉承环境友好的理念，二滩公司不但投入大量资金营造库区防护林带，绿化大坝周边生产

区域，同时投入大量人力直接负责库区防护林带的维护管理；目前，二滩电厂每天都对库周防

护林进行巡逻，二滩电厂也同时负责长期进行库区气象观测、泥沙检测、水质、水温等监测。 

国家已经批准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 0.1 分/kwh 从售电收入中提取水库维护基金，并

将其中的 20%用于二滩库区及流域环境保护。 

在电站投运后的管理工作中，二滩公司深刻认识到法律制度保障和公众参与、全民行动是

保护二滩水库周边生态环境的关键。二滩公司积极推动四川省政府制定了大中型水库管理办法。 

 

3．5  世界银行的环境调查与评价 

在工程建设期间，世界银行每年派出环保移民检查团对电站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和指导。1995 年 10－12 月、1996 年 3－5 月和 2001 年 3－5 月，世界银行分别派遣环境专家对

库区进行了陆生生物多样性调查，鸟类作为陆生生物多样性的指示生物，被作为重点调查对象。

2001 年的调查显示，部分森林植被有所改善，库岸防护区的森林植被正在恢复，近坝区的次生

林生长状态较好，库周生物多样性指标没有下降。调查工作也包括广泛访问当地群众，通过深

入研究当地群众生活状况与森林保护的关系，鼓励部分地区的当地居民开展生态旅游，使他们

从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受益，经济收入的增加又会促使他们进一步保护森林与植被。 

作为我国第一个全面与国际接轨又同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大型水电工程，在众多合作伙伴的

共同努力下，二滩水电站的环境保护工作满足了国家与世界银行的双重环境保护要求，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受到世界银行的高度评价。（摘自世界银行审定的《世行贷款项目完工报告――环

保专题报告》第 57 页）。 

2001 年 5 月 10 日，二滩水电站工程环境保护工作通过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组织的竣工验收。 

 

4 可持续发展 ──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的明天 

 

二滩水电站在工程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本世纪建成投产的 大水电站二

滩水电站头两台机组发电，标志我国水电建设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1998 年中国科学院和中

国工程院 587 名院士投票评选将二滩水电站建成投产列入 1998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以水电工

程世纪丰碑的姿态载入我国工程建设史册。 

二滩十年的建设历程今天已经变成一个历史定格，是我们按照“流域、梯级、滚动、综合”

的开发原则进行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的起点。二滩工程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经验为雅砻江

流域开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4．1 “流域、梯级、滚动、综合”的开发原则 

以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代表的流域水电开发商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我国的出现不

过约 10 年的时间。流域水电开发公司是以特定流域水系的水能资源为开发对象，由国家赋予水

系的流域开发权，以水电项目建设和后续营运为战略业务单元，以促进实现流域整体经济、社

会、环境等效益 大化为目标的水电开发商。流域水电开发模式经过短短 10 年左右的探索，总

结出了“流域、滚动、梯级、综合”的发展原则，如今已经被业界广泛接受。 

“流域”原则是实现河流协调、可持续开发的科学的水能资源开发战略。河流水能资源自

身的自然特性决定了对相对独立的一条河流的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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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流域进行拆分，不利于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利于梯级补偿效益的协调与发挥，不利于流

域内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由一个流域开发商对相对独立的一条江进行水能资源开

发是实现流域水能资源合理开发和环境保护的 佳形式和保障。 

梯级：水能资源开发的自然特性及上下游电源点的内在联系决定了流域水电开发应该科学

规划、有序、分步实施的原则。 

滚动：流域开发商以母体电站为起点，通过母体电站的运营，以其收益实现后续项目开发

的连续性；在项目实施、电站运营中关于项目管理、电站运营方面的管理能力的滚动积累，使

梯级开发的管理效率、资源使用效率逐渐提高。滚动是流域开发商成长和学习的过程，也是开

发商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流域滚动开发为开发商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成长为学习型组织的机

会。 

综合：在水能资源开发的同时，通过综合开发流域范围内相关资源，比如旅游、渔业、航

运、农业等，实现“流域”原则所追求的整体社会、经济、环保等效益。 

 

4．2  公司宗旨：流域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 

根据国家授权，二滩公司正在按照“流域、梯级、滚动、综合”方针实施雅砻江流域水电

开发。为了实现流域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二滩公司正在制订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与

生态环境整体解决方案，并将在雅砻江流域梯级规划中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互促

互补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二滩公司于 2003 年确立了与清华大学等著名高校的长期科研合作关

系。经过申请，国家人事部已经批准在二滩公司设立博士后工作站并已经于 2004 年 3 月挂牌，

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将是博士后工作站核心科研课题之一。 

开发雅砻江水能资源是党和国家赋予二滩公司的光荣使命，努力实现流域社会、经济和环

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在开发雅砻江流域得天独厚的水能资源的过程中，我们将秉承环境友好的理念，始终坚持

可持续发展战略，按照“流域、梯级、滚动、综合”的原则实施开发，在成功建设二滩水电站

和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把雅砻江流域建成中国乃至全世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又一成功典范，用我们的双手造就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田纳西式的雅砻江河

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