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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历时5年编撰、总计260万字的《长江三峡工程关键技术研究与实践》日前首发。

该书全面回顾了三峡工程的研究论证、勘测设计和建设历程，介绍了枢纽工程布置和运行情况，总结了各建筑物、机电

设备和施工方面的重大技术问题的研究、实践和运行检验，为我国乃至世界水利水电建设提供重要技术支撑和珍贵参考。

出版以独特的功能连接、支撑着国计民生。该书将三峡工程关键技术及其成果总结出来、记录下来、传承下去，为水利

水电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持续前行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宝贵财富。本版特刊发《长江三峡工程关键技术研究与实践》

首发暨研讨会上的嘉宾发言，介绍图书编撰过程，缅怀三峡工程建设者、图书编写者郑守仁院士。

《长江三峡工程关键技术研究与
实践》 一书是郑守仁院士在身患癌
症，生命最后一段时间完成的，体
现了科学家精神。科学家精神是中
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建设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源泉之一。
三峡集团作为全球最大水电开发企
业和我国领先清洁能源集团，成立
30 年来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第一动
力，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和三峡精
神，不断深化对水利水电、新能
源、生态环保发展规律的认识，更
加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给予三
峡工程“一个标志、三个典范”高
度评价的重要意义，更加深刻地感
悟“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
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
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
搏”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三峡
集团的改革发展史，就是一部勇攀

科技新高峰的创新史。一代又一代科
技工作者在开发建设世界最大清洁能
源走廊、打造海上风电引领者、深耕
长江大保护事业中，组织攻克了特高
拱坝建造、水电重大装备制造、海上
风电重大装备制造、深远海一体化施
工、珍稀动植物保护和江河湖库水源
地综合保护等关键核心技术难题，
取得了一批原创性、引领性科技创
新成果。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
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
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像郑
守仁院士这样的科技工作者在水利
水电行业树立起了科技创新的丰
碑。郑守仁院士具有坚定的理想信
念，是我国水利事业发展中涌现出
的杰出代表。从事水利工作 57 年
来，他满怀对党、对祖国、对人
民、对水利事业的无比热爱，把全
部心血和汗水挥洒在江河大地上，

用一生书写忠诚，用生命诠释信仰。
郑守仁院士具有严谨的科学精

神，矢志创新，求真务实，是推动
长江水利工程关键技术不断进步的
大国巨匠。在近 60 年的工作生涯
中，他常驻施工现场，坚持设计与
施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攻坚克
难，精益求精，及时解决许多与设
计有关的技术难题，带领团队勇攀
世界大坝建设高峰。自全面负责三
峡工程设计以来，攻克了一道道世
界级技术难题，创下了十几项优化
设计成果，推广应用一系列新技术
新材料，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他全力研究和传授水利工
程关键技术，著有学术论文 50 余
篇、专著 6 部，其中 《长江三峡工
程关键技术研究与实践》 是重大水
利水电工程的技术典范，为水利水
电行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技术经验。

郑守仁院士谦和朴诚，淡泊名

利。他常年以工地为家，被称为
“工地院士”。在两次确诊患癌后仍
坚持边治疗、边工作，与病魔作斗
争，与时间赛跑，更加忘我地工作。
他一贯坚持民主科学决策，集思广
益，群策群力，并在关键问题上敢于
拍板、善于决断。他注重发挥传帮带
作用，激发年轻技术骨干的主动性和
创造性，培养了一批骨干人才。

我们要学习郑守仁院士对党忠诚
的政治品格、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
勇于创新的科学态度、求真务实的工
作作风、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上善
若水的开阔胸襟、扶危救困的济世
情怀、甘当人梯的大师风范。

我们期待加强与专家学者和社
会各界的全方位交流与合作，积极
践行新时代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
为党和人民守护好长江母亲河，为
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
力的水利支撑保障！

传承科学家精神 建设科技强国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研究院首席专业师 戴会超

作为研究水资源的学者，我经常
会被人问到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
要修三峡工程？”我想，提到三峡工
程，首先就必须提到水。水是生命的
源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
要的物质资源之一。中国人自古以来
就对水有着极其朴素而真挚的感情，
所谓“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也被认
为是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之一。但遗憾
的是，我国人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世
界人均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且
时空分布极不均衡，不仅水量南多北
少 ， 还 深 受 大 陆 季 风 气 候 影 响 ，
6—9月降水量约占全年的70%，而到
了枯水期，即使把河道的水全部抽
干，也不足以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的用水需求。面对这种基本国情，修
建以水库大坝为代表的水利工程成为
一种必然的选择，这一方面可以减少
汛期的洪涝灾害；另一方面也可以实
现洪水资源化利用，增加枯水期的水
资源供给。就这个层面来说，修建三
峡工程，并不是为了单纯的经济利
益，而是满足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本
需求。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
改善川江航运，开发三峡水力发电的
设想，成为三峡工程建设的滥觞。毛
泽东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明确提出
了在三峡修建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以
解决长江中下游防洪问题的“治
本”方案，此后修建三峡工程上升

到国家规划高度并逐渐成为社会共
识。在以郑守仁院士为代表的几代
人的不懈努力下，三峡工程终于“横
空出世”，实现了当初“高峡出平
湖”的建设构想。

三峡工程到底安全不安全？就
三峡大坝自身而言，安全性没有任
何问题。第一，从设计理念来说，
大坝本身是按照能抵御“万年一
遇”的超大洪水而设计。有水文证
据可推演的长江历史最大洪水发生
在 1870 年，洪峰流量高达 10.5 万立
方米每秒，而三峡大坝的安全标准
按抵御“万年一遇再加 10%”的洪
水而设计。第二，这本书里也着重
讲到了，就是从工程构造来说，三
峡大坝是混凝土重力坝，是最结实
的坝型，不仅不怕长期浸水，其抗
压能力反而会在 100 年内水越泡越
强。实测结果也表明，已经蓄水 20
年的三峡大坝，目前的混凝土抗压
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设计标准。混
凝土重力坝不怕洪水漫顶，加上还
有 23 个泄洪深孔和 22 个泄洪表孔，
有超强泄洪能力，就更不怕超大洪
水的来袭了。第三，从实际运用来
说，从本世纪初开始蓄水以来，三
峡工程已经累计拦洪近 70 次，今年
还成功抵御长江 3 次编号洪水，充
分发挥了“大国重器”的防洪作
用，枢纽工程各建筑物、金属结构

和机电设备经受住了全面考验，就
这个情况而言，三峡工程的安全性
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三峡工程给长江带来了什么？
单就流域的发展来说，三峡工程为
长江流域的发展赋能。长江流域是
世界第三大流域，横跨中国东部、
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流域总面
积 180 万平方公里。这样广阔的流
域面积，也让长江的治理、开发、
保护从古至今都是国之要事。首
先，三峡工程让长江的生态保护进
入了新阶段。生态系统是地球的第
一大生产力，也是发展的本底，保
护好生态系统本身就是对发展的巨
大贡献。保护和发展不能对立起
来，一定要在保护的前提下发展、
在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强化保护。《长
江三峡工程关键技术研究与实践》
一书中，就专门分析了三峡工程对
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并提出了包括
水环境保护在内的一系列相应对
策，为我们更好地保护长江流域的
生态环境提供了更多理论参考。其
次，三峡工程的建设，也让我们进
入了清洁能源的新时代。大力发展
清洁能源，不断调整能源结构，是
推动我国走绿色发展之路的重要途
径，水电正是其中最基础的能源形
式。相对于风电、光伏等其他绿色
能源，水电在 1 分钟内即可实现从

零出力到满负荷的全过程，具有调
节性强、出力稳定、开发技术成熟
等综合优势。长江流域有着丰沛的
水力资源，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
库，打造以水电开发为基础、风光
水互补的清洁能源基地，对实现经
济社会绿色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再次，三峡工程的建设，让长
江成为了真正实现江河安澜的黄金
水道，为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澎湃动能。我曾经说，如果
把长江经济带比作一根扁担，那么
湖北正好位于“扁担”的正中央。
结合今天来说的话，三峡工程正好
是这个正中央的支点。正是这个支
点，让长江上中下游实现了“一肩
挑”，为推进长江流域的区域协同发
展奠定了重要的安全基础，提供了
包括能源在内的多重保障以及全新
的历史发展机遇。

今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将迎
来开工建设 30 周年，《长江三峡工
程关键技术研究与实践》 的出版无
疑是一份重要献礼。我希望以图书
首发为契机，让更多人了解这座凝
结了几代人心血和智慧的“大国重
器”，去更好地保护、利用好三峡工
程，让三峡工程能够真正实现“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继续为国家和
人民造福！

深刻解答关于三峡工程的三个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学及水资源学家 王浩

30 年前他主持三峡工程设计，
如今三峡大坝已巍然屹立在长江
上，发挥着巨大的效益，护佑着华
夏子孙。但他却离开了我们！

他被世人尊称为“长江之子”
“三峡之子”“当代大禹”“工地院
士”“大坝基石”“三峡脊梁”“水利
工程师的标杆”等等，怎么评价都
不为过！

他是一个无欲无求，只为工作
的人；是一心一意只为三峡，以三
峡工地为家、以三峡的事为重为首
的人！

他 是 一 个 值 得 我 敬 仰 的 人 ，
值得我一辈子学习的人，以为楷
模的人。

他就是郑守仁院士！
《长江三峡工程关键技术研究与

实践》 是他老人家用尽最后力气撰
写的书。睹物思人，我想起了与郑
守仁院士的点点滴滴。他带领我们
建成了三峡工程，又带领我们对金
沙江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乌
东德 4 个水电站进行质量检查、技
术咨询。他带领我们将三峡工程申
报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无
论干什么都那么认真，那么精心！

回想这点点滴滴，历历在目。他虽
然离开我们 4 年了，但他留给我们
的宝贵财富却不会离开我们。他给
我们留下了三个“三峡”：他带领我
们以混凝土筑就的实体三峡、他倾
注心血跃然纸上书写的笔墨三峡、
以他的精神品格构建的灵魂三峡。
我想这三个“三峡”都值得弘扬，
值得传承，而且一定能传承！

“三峡”永流传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一级咨询师 李文伟

历时8年前瞻谋划与精心编写的《长江三峡工程
关键技术研究与实践》终于出版面世。作为本书作者
代表之一，我谨向各位领导、嘉宾和朋友表示最诚挚
的谢意。

今年是三峡工程主体工程正式开工30周年。作
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难度空前的水利工程，三峡
工程集全国科技力量，经过40多年的科学论证，攻
克了前期项目论证阶段的一系列重大技术难题。在长
达20年的三峡工程建设时期，数以万计的三峡工程
建设者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超凡的勇气、卓越的
才华，破解了大江截流及深水围堰施工、高坝筑坝
技术、大型通航建筑物技术、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制
造和超高压输变电装备等一系列世界级技术难题，创
造并牢牢掌握了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使我国在水利
水电科技领域实现了由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飞
跃。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三峡工程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发展的重要标志，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
办大事优越性的典范，是中国人民富于智慧和创造性
的典范，是中华民族日益走向繁荣强盛的典范。

自 2003 年蓄水以来，三峡水库累计拦洪近 70
次，拦洪总量超过2200亿立方米；三峡电站累计发
电量超17000亿千瓦时；三峡船闸累计运行超过20万
闸次，过闸货运量近21亿吨；三峡水库累计向下游
补水超2400天，补水总量超3400亿立方米；库区珍
稀动植物种群资源不断扩大。可以自豪地说，三峡工
程的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等效
益显著，是当之无愧的“大国重器”。

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习近平总书记
的话我们始终铭记在心。三峡工程创下了当今世界最
大的水利枢纽工程等112项世界之最，以及934项发
明专利。这些伟大成就，是几代水利科技工作者不懈
探索、不断创新的成果。作为三峡工程的建设者，我
们有责任和义务，竭尽所能把在建设三峡工程中创新
和积累的关键核心技术、宝贵经验进行全面系统整
理，郑重地记录、保留并传承下去，这是我们编写该
书的使命和初心所在。

着手编写这本书，始于2015年三峡水利枢纽工
程竣工验收之后。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一大批领导、
专家和同仁的倾心帮助和大力支持，上百名技术专家
参与到编写工作中来，有德高望重的院士，有承上启
下的行业专家，还有精力充沛的年轻一代。他们有的
直接参与编写，有的为本书提供相关资料并给予指
导，有的参与审稿和校对工作……没有他们的辛勤努
力和付出，就不会有这本书的丰硕成果。

此时此刻，我深情缅怀我的恩师郑守仁院士，他是
三峡工程总设计师，是本书最重要的发起人和组稿人。
郑守仁院士坚守三峡工地26年，以工地为家，见证了
三峡工程建设的整个过程，带领团队攻克了大江截流、
高坝浇筑等一道道技术难关，他的崇高品质影响着我
们一代又一代水利人。这本书，是郑守仁院士留给我们
的智慧集成。2015年，他就开始着手本书的编写，亲自
梳理、归纳、总结了大量资料，倾注了无数心血和汗水。
2019年，他病重住院，躺在病床上最挂念的是三峡工
程整体竣工验收的事儿，还有该书的编写情况。2019
年底和2020年1月，我两次去探望，十分虚弱的他总是
谈及这本书，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将这本书尽快编撰好。
恩师离开我4年了，如今该书顺利出版，我想这是对恩
师最好的慰藉。

本书全面回顾了三峡工程的研究论证、勘测设计
和建设历程，介绍了枢纽工程布置和运行情况，对大
坝、电站厂房、船闸、升船机等各建筑物、机电设备和施
工方面的重大技术问题的研究、实践和运行检验，包括
高水头超大泄量泄洪消能，坝体大孔口结构设计及封
堵，浅埋超大地下洞室围岩稳定控制，巨型水轮发电机
组设计、制造及安装，大型船闸通航水力学及输水系
统，齿轮齿条全平衡式升船机，大流量深水河道截流及
深水高土石围堰、大坝混凝土高强度施工及温控防裂
等一大批国际领先的关键技术进行了详细说明。

此外，书中还分析评述了水库移民、生态环境、
地质灾害、长期运用、人防安全、优化调度等备受关
注问题的研究和对策及实施效果，力求准确、真实、
全面地反映三峡工程这一重大水利水电工程技术典范
的全貌，能让读者深入了解三峡工程的重点技术难题
及其解决过程，更为水利水电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可
借鉴的经验和做法。

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的接
力传承与开拓创新。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凝结了无数三
峡工程工作者的智慧与心血，更是老一辈专家留给后
续科技工作者的宝贵知识财富，对中国乃至世界水利
水电建设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为培育和发展
新质生产力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和技术支撑。

让读者全面了解
三峡工程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长江设计集团
原总工程师 王小毛

着眼科技创新 呈现科技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