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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枢纽建筑物 

1.1  大坝及电站 

自 2003 年蓄水以来，三峡枢纽建筑物、基础及工程边坡变

形、渗流渗压力、应力应变等相关指标监测值均在设计允许值

范围内，工程运行正常。2014 年安全监测基本情况如下： 

三峡混凝土重力坝轴线总长度 2309.47m，坝顶高程 185m，

最大坝高 181m，泄洪坝段建基面最低高程 4.0m，最大底宽度

126.73m，泄洪坝段及厂房坝段坝顶宽度分别为 40m 及 40.5m。

2014 年蓄水前后，三峡混凝土重力坝坝基水平位移变化较小，坝

基垂直位移变化在 0.61mm～3.56mm 之间；坝基累计水平位移在

-0.59mm～4.29mm 之间，累计垂直位移在 4.29mm～29.76mm 之

间；相邻坝段沉降差在 2.0mm 以内，表明坝基无不均匀沉降。 

2014 年蓄水前后，坝顶呈现向下游方向位移增大，位移变

化在 0.56mm～9.20mm 以内；年度内坝顶向下游最大累计水平

位移为 27.39mm，年变幅最大为 25.43mm。坝体向下游位移量，

在低温季节水位抬升期间增量增加，在高温季节水位回落期间增

量减小，大坝变形规律正常。 

三峡水库正常蓄水位为 175m，2014 年 9 月 15 日开始 175m

蓄水，起蓄水位为 164.63m，2014 年 10 月 31 日蓄至 175m，蓄

水量95.8亿m3。2014年蓄水前后，坝基总渗流量增加29.17 L/min；

年度内坝基总渗流量约为 400L/min，总体上呈逐年减小趋势，渗

流量远小于设计值；各坝段实测扬压力均小于设计值。 

三峡 70 万 kW 水轮发电机组蜗壳规模大（平面最大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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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上最小水深），船闸高边坡最大开挖高度达 170m。2014

年蓄水前后，船闸一闸首基础水平位移量变化在±0.3mm

以内，挡水前沿渗流量增加 1.62L/min，基础扬压力系数

小于设计值。目前，各闸首向闸室中心线累计水平位移

6.21mm，水流向累计水平位移 4.91mm；船闸南、北线基

础排水廊道渗流量分别为 501.94L/min、382.17L/min。船

闸高边坡的位移年变化在 0.5mm 以内；南、北坡最大累

计水平位移分别为 74.27mm、58.82mm，边坡岩体变形稳

定。船闸建筑物工作性态正常。  

三峡船闸自 2003 年 6 月对社会船舶开放以来，截至 2014 年

底，三峡船闸已累计运行 105324 闸次，累计通过货物 7.5 亿 t，

是三峡工程蓄水前葛洲坝船闸投运后 22 年（1981 年 6 月至 2003

年 6 月）过闸货运量 2.1 亿 t 的 3.6 倍。 

垂直升船机建设有序进行。 

1.3  茅坪溪防护坝 

大坝防渗轴线全长 1840.00m，坝顶高程 185.00m，心墙底座

建基面高程为 81m，最大坝高 104.00m。2014 年蓄水前后，茅坪

溪防护坝基础垂直位移变化在 1.0mm 以内，目前基础沉降在

19.65mm～25.40mm 之间；蓄水前后，坝顶水平位移变化在

2.69mm～9.11mm 之间；坝顶垂直位移变化在-0.54mm～0.29mm

之间；目前，坝顶累计水平位移最大为 92.83mm，累计沉降

212.56mm。 



5 

 

蓄水前后，混凝土沥青心墙前后有 70m 左右水头差，表明心

墙防渗性能良好；年度内坝基最大渗流量为 2625.0L/min，目前坝

基渗流量为 1717.9 L/min，小于设计值。 

茅坪溪防护坝工作性态正常。 

（注：目前测值指 2014 年 12 月底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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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库运行实况 

2.1  来水及气象情况 

2014 年汛期（6 月～9 月），长江上游流域降水总量正常略偏

多，时空分布不均。从空间上看，6 月～9 月上游流域降水总体

呈现东南地区偏多的特征。岷沱江流域、嘉陵江流域总体基本正

常，乌江流域、三峡区间偏多 1～2 成。从时间上看，6 月份上游

流域降水正常略偏多，其中金沙江下游和岷沱江、嘉陵江略偏多，

乌江和三峡区间东段略偏少，其它地区正常；7 月份上游流域降

水正常略偏少，其中金沙江下游、岷沱江和乌江偏多，嘉陵江和

长江干流沿线地区偏少；8 月份上游流域降水偏多 2.4 成，其中

岷沱江和乌江偏多 1.5 成，金沙江下游、宜宾-重庆、重庆-万州偏

多 4 成左右，万州-宜昌则偏多达 1 倍；9 月份副高明显偏强，受

华西秋雨影响，上游流域强降水过程偏多，且降水主要集中在嘉 

陵江中东部地区和长江干流沿线，其中嘉陵江偏多达 6 成，三峡

区间偏多达 1 倍，见表 2-1。 

2014 年三峡水库来水总量为 4380 亿 m3，较初步设计多年均

值 4510 亿 m3（1877～1990 系列）偏枯 2.9％，较三峡水库建库

以来均值 3960 亿 m3（2003～2013 系列）偏丰 10.6%。从年内分

配上看，与初步设计多年均值系列相比，2014 年三峡水库来水以 

1 月～4 月、9 月、12 月偏多，5 月～8 月偏少。汛期 6 月～9 月

来水呈现前枯后丰的特点，年最大洪峰流量 55000m3/s，出现在 9

月 20 日。各月来水情况见表 2-2。三峡水库日均库水位、入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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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14年三峡水库库水位及出入库流量过程线 

表 2-1  2014年 6～9月长江上游流域逐月降水特征值（单位：mm） 

月份 项目 
金沙江

下游 
岷沱江 嘉陵江 乌江 宜-重 重-万 万-宜 

6月 

雨量 163.4 162.1 150.5 168.1 162.1 183.9 144.5 

历年平均 135.6  138.9  141.4  200.0  161.8  184.1  165.6  

距平(%) 21  17  6  -16  0  0  -13  

7月 

雨量 215.6 222 136.6 238.6 150.7 69.9 127.3 

历年平均 168.3 199.8 205.4 188.6 189.5 175 196.3 

距平(%) 28  11  -33  27  -20  -60  -35  

8月 

雨量 196.4 238.1 169.1 164.7 208.9 203.9 330.4 

历年平均 135.4 206.8 169.9 141.1 156.9 139.3 153.9 

距平(%) 45  15  0  17  33  46  115  

9月 

雨量 108.1  111.7  219.6  94.4  131.9  217.3  254.9  

历年平均 110.7  123.6  



8 

 

 

表 2-2  2014年 1月～12月坝址来水统计表 

 

月份 

平均流量 
多年平均 

1877～1990 
距多年平均 

建库以来 

2003～2013 
距建库 

（m
3
/s） （m

3
/s） （%） （m

3
/s） （%） 

1 4700 4350 8.05 4870 -3.94 

2 4680 4000 17.00 4320 8.33 

3 5490 4500 22.00 5060 8.50 

4 9620 6720 43.15 6760 42.31 

5 9330 12000 -22.25 10600 -11.98 

6 15600 18600 -16.13 16400 -4.88 

7 26200 30000 -12.67 27700 -5.42 

8 26400 28200 -6.38 23100 14.29 

9 32500 26600 22.18 22400 45.09 

10 16100 19800 -18.69 14200 13.38 

11 9320 10700 -12.90 8980 3.79 

12 6230 6030 3.32 5730 8.73 

年平均 13900 14300 -2.80 12500 11.20 

 

 

2014 年三峡坝区年平均气温 17.1℃，较历史平均值 17.2℃

偏低 0.1℃，年最高气温 39.9℃（出现在 2014 年 7 月 30 日），年

最低气温-2.5℃（出现在 2014 年 2 月 14 日）；年降水量 967.5mm，

较历史平均值 1136.2mm 偏少 1-2 成；年极大风速 23.7 米/秒（9

级，出现在 2014 年 7 月 31 日），极大风速达到 5 级日数 81 天、

6 级日数 15 天、7 级日数 11 天、8 级日数 5 天、9 级日数 1 天。 

2.2  消落期调度 

    2013 年 11 月 11 日 14 时，三峡水库第四次蓄水至 175m。之

后，根据来水情况及航运、发电、供水等需求逐步消落水位。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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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月 26 日 0 时起，水库开始为下游补水。起始水位为 174.71m，

至 2014 年 6 月 10 日 8 时水库消落至 146.06m。消落期间，三峡

水库根据下游需求开展了补水调度、压咸潮调度以及生态调度。

并在来水较大时，水库利用有利时机进行了回蓄，重复利用了库

容。 

（1）补水调度 

为满足下游航运及生态等补水需求，三峡水库从 2013 年 11

月 26 日 0 时开始分两个阶段为下游补水，累计补水 243.5 亿 m3，

累计补水天数 180 天，日均补水流量 1570m3/s。补水期间，下游

葛洲坝庙嘴水位最低日均水位 39.03m，满足通航水位要求。 

（2）压咸潮调度 

2014 年 2 月上中旬，三峡水库平均入库流量 4450m3/s，出库

流量按 6000m3/s 控制，平均运行水位 166.4m，较去年同期偏低

2m 左右。在库水位较去年同期水位偏低 2m 的情况下，为抑制长

江口地区咸潮入侵，三峡水库按照长江防总调度令从 2 月 21 日

起，下泄流量增加至 7000m3/s，为改善长江口咸潮入侵形势发挥

了积极作用。至 3 月 4 日，水库出库流量恢复至 6000m3/s。此次

压咸潮调度持续 11 天，水库平均下泄流量 7060m3/s，与正常消

落相比，水库多下泄水量约 10 亿 m3。 

（3）生态调度 

2014 年 5 月 14 日宜昌葛洲坝下江段水温首次达到 18℃，满

足四大家鱼自然繁殖基本条件，之后水温持续增加。6 月 4 日以

后，水温达到了 20℃以上。5 月 30 日起，三峡水库下泄流量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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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增加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根据长江防总调度令，6 月 4 日～

6 日，三峡水库开展了生态调度。调度期间，宜昌江段水温维持

在 20.3～20.6℃。，库流量分别为 15000 m3/s、16100 m3/s、

16500m3/s，出库流量分别为 15600 m3/s、17000 m3/s、18700m3/s，

日均出库流量持续增加，日均库水位从 147.27m 消落至 146.79m。

6 月 7 日三峡下泄流量维持 18500m3/s，生态调度结束。 

根据监测结果，宜都断面调度前两天，监测到零星家鱼产卵，

调度第三天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家鱼产卵现象，说明生态调度对宜

都河段四大家鱼繁殖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沙市和监利断面未

监测到明显的产卵现象。 

2.3  汛期调度 

2014 年汛期，三峡水库入库洪水频次、峰值均较去年增多，

大于满发流量 30000m3/s 左右的洪峰洪水过程共出现 8 次。年最

大洪峰流量为 55000m3/s，出现在 9 月 20 日 8 时，为历史罕见。

根据长江防总调度令，三峡水库实施防洪调度 10 次，最大削峰

26500m3/s，削峰率 54.1%，最高蓄洪水位 168.54m（9 月 15 日开

始蓄水前最高水位 163.03m），累计拦蓄洪水总量 175 亿 m3。 

2014 年汛期，三峡水库充分发挥拦洪错峰的作用，最大出库

流量 45000m³/s，避免了荆南四河超过保证水位，控制下游沙市

站水位未超过警戒水位，城陵矶站水位未超过保证水位，保证了

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安全。同时，在保证防洪安全的前提下，通过

合理调度，减低了通过两坝间的流量，提高了洪水期两坝间及中

下游的通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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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三峡水库根据上下游来水情况，在保证防洪安全的

前提下实施了疏散船舶调度。7 月 12 日开始，三峡水库入库及出

库流量持续在 25000m³/s 以上。截至 7 月 19 日 18 时，三峡坝区

因限航积压的中小船舶达 97 艘，三峡通航面临较大压力。为尽

快疏散滞留船舶，根据长江防总调度令， 22 日 6 时至 18 时按

25000m3/s 下泄，集中疏散积压船舶，之后再逐步加大下泄按

30000m3/s 控制，整个调度过程及时疏散待闸的中小船舶 116 艘。  

2.4  蓄水期调度 

2014 年 9 月～10 月份，三峡水库来水偏丰。9、10 月份月均

入库流量分别为 32500m³/s、16100m³/s，较初步设计多年均值 9

月偏丰 22.2%、10月偏枯 18.7%，较蓄水以来均值分别偏丰 45.1%、

13.4%。三峡水库开始蓄水时间由近几年的 9 月 10 日推迟至 9 月

15 日。蓄水过程中，通过蓄水调度与防洪调度相互转换，控制最

大出库流量 45000m3/s，合理控制了蓄水进程，保证了下游防洪

安全。9 月底水库蓄水至 168.58m，10 月 31 日 10 时蓄水至 175m。  

（1）9 月份蓄水 

9 月份，三峡水库出现了两场较大的洪水过程：第一场洪水

过程最大洪峰流量 49000m³/s，出现在 9 月 2 日 2 时；第二场为

双峰洪水过程，9 月 14 日 20 时出现第一次峰值 47000m³/s，20

日 8 时涨至本次洪水过程的最大峰值 55000m3/s，也是本年最大

入库流量。三峡水库对两次洪水过程实施了防洪运用。9 月 15 日，

三峡水库承接前期防洪运用水位 164.63m 开始蓄水，9 月底水库

蓄水至 168.58m。蓄水期间，平均入库流量 32700m³/s，出库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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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0m³/s。9 月份蓄水期间，库水位累计上升 3.95m，累计蓄水

量 33.73 亿 m3。9 月份出、入库流量及水位过程见图 2-2。  

 
图 2-2  9月份三峡水库出、入库流量及水位过程线 

（2）10 月份蓄水 

10 月份，三峡水库承接 9 月底水位 168.58m 继续蓄水，距离

正常蓄水位差 6.42m，待蓄水量 62.07 亿 m3。10 月底，当库水位

已蓄至 174.5m 以上时，三峡水库再次出现一场涨水过程，最大

入库流量 25000m3/s，出现在 10 月 30 日 2 时。为确保水库运行

安全，三峡水库及时加大出库流量，10 月 31 日 10 时，水库蓄水

至 175m。蓄水期间，平均入库流量 16100m³/s，平均出库流量

13900m³/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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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电 

3.1 三峡电站运行及检修情况 

3.1.1 发电机组运行情况 

2014 年，三峡电站发变电设备运行情况良好。全年发电设备

（不含电源电站）利用小时数为 4394.79h，平均可用小时数为

8088.28h，机组平均等效可用系数为 94.25%。三峡电源电站发电

设备利用小时数为 5258.1h，平均可用小时数为 8408.24h，机组

平均等效可用系数为 95.98%。 

2014 年 7 月 14 日，三峡电站 34 台机组全部并网运行，8 月

25 日三峡电站总出力达到 2250 万 kW。全年全电站 2250 万 kW

设计额定出力运行 703.72h，34 台机组全部运行累计 974.17h，全

电站大于 2000 万 kW 运行 1113.12h。 

3.1.2 泄洪设备设施运行情况 

2014 年，三峡电站泄洪设备设施按调度启闭，其中：深孔工

作门因轮换运行，累计启闭 53 扇次，过流时间 1592.28h；表孔

工作门、排漂孔工作门、排砂孔工作门均启闭 0 扇次（闸门启闭

次数不含检修操作，开启和关闭合计为 1 次启闭操作）。泄洪设

备设施启闭成功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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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2013年～2014年度检修情况 

2013 年~2014 年度岁修，三峡电站共完成 30 台次发变组的

检修工作（其中 D 修 8 台次、C 修 17 台次、B 修 3 台次、专项

检修 2 台次），另有 4 台发变组仅做维护消缺，并以岁修为契机，

落实 61 项整改方案，对存在的 29 项影响机组安全运行的关键因

素进行控制。 

2014 年~2015 年度岁修，三峡电站计划安排专项处理 2 台次，

C、D 级检修 24 台次。整个岁修中还要对辨识出的 143 项设备风

险落实措施、进行整改，穿插完成 183 项非标项目。 

3.1.4 安全管理 

2014 年，三峡电厂坚持精益管理，努力打造本质安全型电站。

以本质安全建设为核心，以安全生产责任制为基础，通过加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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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三峡电站发电情况 

2014 年，三峡电厂结合来水情况，通过根据水位变化精心调

节机组出力、抬高发电水头等方式，进一步提升三峡电站的发电

效益。 

2014 年，三峡电站发电平均每 kW·h 耗水 4.31 m3，水能利用

提高率 5.47%，实现节水增发 51.1 亿 kW·h，年累计发电 988.19

亿 kW·h，创单座水电站年发电量新的世界纪录；历年累计发电

量 8108 亿 kW·h，相当于替代了标煤约 2.69 亿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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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运 

4.1  2014年船闸运行情况 

2014 年，三峡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共运行 10794 闸次，通

过船舶 4.4 万艘次，通过旅客 52 万人次，通过货物 10898 万 t（其

中上行货运量 6137 万 t）。船闸运行闸次数和上行货运量均创历

史新高。三峡区段翻坝滚装运输货运量 1225 万 t。过闸物资中，

位于前五位的货物依次为矿建材料（主要是黄沙）、矿石、煤炭、

集装箱、钢材, 占全部过闸运量的 80%。 

2014 年通过三峡船闸船舶的总额定吨为 16023 万 t，过闸货

船平均单船额定吨位达到 3604t，总实载吨为 10898 万吨，平均

载重系数为 0.68；总额定吨、平均单船额定吨，较 2013 年变化

不大；平均载重系数较 2013 年的 0.60 略微提高。过闸船舶继续

向大型化发展，但趋势有所减缓。 

表 4-1   2014年三峡通航数据统计表 

通 过 量 
2014年 

上 行 下行 合计 

三 
峡 
船 
闸 

闸 次 5407 5387 10794 

艘 次 22357 22101 44458 

客运量 
（人次） 264257 256777 521034 

客船定额人数 
（人次） 510074 510396 1020470 

货运量 
（t） 61374072 47606076 108980148 

货船定额吨 
（t） 80750000 79480000 160230000 

集装箱标箱 
（TEU） 

376317 353292 729609 

    2014 年，三峡船闸通航率为 97.08%，高于 84.1%的设计指标。

船闸闸室面积利用率为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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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2014年三峡船闸停航统计汇总表（单位：小时） 

停航原因  
三峡船闸 

南线 北线 

浓雾 
次数 12 11 

小时 90.21 74.15 

大风 
次数 8 11 

小时 44.40 48.36 

大流量 
次数 1 1 

小时 75.00 75.00 

船闸岁修 
次数 0 0 

小时 0.00 0.00 

例行保养/检修 
次数 11 10 

小时 46.15 58.69 

船舶碍航 
次数 0 0 

小时 0.00 0.00 

合计（小时） 255.76 256.20 

  

4.2  船闸设备设施状况 

2014 年三峡船闸通航率为 97.08%，高于 84.1%的设计指标；

主要运行设备完好率 100%，设备设施停机故障率为 0.3%，设备

设施处于良好工况。高边坡及船闸建筑物整体稳定，上下游引航

道及连接段适航性能良好，三峡船闸（含待闸锚地）工作性态正

常，各项运行技术指标满足设计要求，保持安全、高效运行。 

4.2.1运行管理制度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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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将《三峡船闸运行管理手册》应用于船闸运行管理，通

航效益不断提升。进一步完善船闸运行管理制度体系，初步完成

三峡船闸山体排水洞、船闸南北高边坡、船闸上游导航待闸趸船

等的运行维护管理规程和潜水排污泵及深井泵运行检修规程的

编制；修编《三峡船闸闸室灭火救援应急预案》和《三峡枢纽船

闸运行事故应急预案》。 

4.2.2设备设施维护检修 

2014 年，通过实施北线船闸工业电视监控大屏改造、集控系

统软硬件升级改造、现地子站 PLC 系统硬件升级及程序优化、船

闸泵房润滑水管改造，改善了船闸运行环境；输水廊道斜井段检

修工装开始试制、人字门同步顶升系统研制进入产品调试阶段、

启动载人升降车车库及电动吊篮库房、建设南线船闸永久检修供

电系统，丰富和完善了检修工装、工艺，检修效率将进一步提高；

实施南线桥机改造、仙人桥和沙湾锚地清淤、船闸一闸首上游引

航道边坡喷护等项目，消除了船闸和锚地运行的安全隐患。 

4.2.3拓展三峡工程通航效益 

三峡船闸上游增设的 70m 导航待闸趸船和下游增设的靠船

墩运行状况良好，每天可提高船闸运行 1～2 个闸次，提高船闸

单向年货运通过能力约 500 万吨；协调通航管理部门在三峡-葛洲

坝两坝间水域开展了汛期 40000 m3/s 和 45000m3/s 流量级通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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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实船试验，进一步验证和完善两坝间航道汛期通航流量标准，

探索保障两坝间通航安全和提高汛期通航效率的途径；开展“三峡

及葛洲坝既有船闸扩能改造工程方案”课题研究，系统研究了影响

船闸通过能力的因素，提出了船闸扩能改造的工程措施和提高三

峡枢纽货运通过能力的综合方案，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挖潜措施

的逐步落实，2030 年前后船闸年单向通过能力可达 1.1 亿吨，为

下一步采取挖潜措施、扩大三峡枢纽货运通过能力奠定了基础。 

4.3三峡南线船闸 2015年计划性检修准备 

组织确定了检修内容、部分检修实施单位、初步检修时间等，

建立了计划性检修组织管理机构，明确船闸管理、运行、保障、

监理、检修等单位的分工，编制检修技术要求。截至 2014 年底

主要检修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 

4.4三峡升船机运行准备工作 

组织《三峡升船机运行管理手册》的编制工作；建设三峡升

船机上、下引航道水位观测站，观测涌浪和水流条件变化，并开

展资料初步分析，为三峡升船机的安全运行提供技术支撑。 

目前，升船机的各项生产准备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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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态与环境 

5.1  三峡坝区环境保护 

5.1.1 坝区环保设施运行 

2014 年三峡坝区主要运行的环保设施为乐天溪污水处理厂

和风箱沟垃圾填埋场，运行情况如表 5-1 所示。 
表 5-1  2014年三峡坝区环保设施运行情况 

处理 

项目 

主要 

设施 
建设情况 

工艺 

情况 
运行维护情况 备注 

生 

活 

污 

水 

乐天溪

污水处

理厂 

2010 年 8

月建成投

入运行。  

前置

厌氧

改良

型氧

化沟

工艺  

污水处理厂全 年处理

量约为 132 万 m3，处理

后 COD、氨氮等污染物

排放达到《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B 标准，其中 COD 和氨

氮年均削减率 分别达

70.95%和 80.51%。  

污 水 处 理 厂

不 仅 对 枢 纽

管 理 区 生 活

污 水 进 行 有

效处理，还接

纳 了 部 分 周

边村镇污水。 

生 

活 

垃 

圾 

风箱沟

垃圾填

埋场 

1997 年建

成。   

卫  

生  

填  

埋  

枢纽管理区生 活垃圾

年产生量约 1200t，全

部卫生填埋处理。  

对 部 分 周 边

村 镇 生 活 垃

圾 也 进 行 收

纳填埋处理。 

 

5.1.2 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 

2014 年，三峡坝区水土保持工程设施功能有效发挥，生态保

护效果明显。三峡坝区水保设施运行正常，植被生长情况良好。 

2014 年，三峡坝区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工作按照坝区规划有

序实施，施工项目主要包括：三峡左岸高程 185m 平台水保绿化

完善工程、地下电站边坡排水系统及绿化完善工程、三峡地区珍

稀特有资源性植物迁地保护等。2014 年完成长江珍稀鱼类保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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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生态湿地及水保绿化方案、三峡工程博物馆（筑）室外景观方

案，设计水保绿化总面积超过 20 万 m2。 

5.1.3 珍稀植物保护 

5.1.3.1 种质资源圃建设现状 

2014 年种质资源圃及周边绿化养护管理工作按年度计划有

序进行，三峡特有、珍稀植物逐步适应三峡坝区生长环境。 

5.1.3.2 珍稀植物组培研究 

按照实验计划，2014 年针对多种三峡特有、珍稀植物和高档

温室花卉进行组培研究，全年共开展珍稀植物组培实验达 1320

次，高档花卉 285 次。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香果树组培研究成功，

珍稀植物红豆杉、珙桐、连香树等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试验进展。 

5.1.3.3 珍稀植物传统繁育 

2014 年，通过对照往年传统繁育经验和当年气候特点进行繁

育方案设计，全年对荷叶铁线蕨、红豆杉、杜仲、黑壳楠、紫楠、

七叶树等多种植物进行传统繁殖研究，木本植物共播种 4200 粒，

出苗 3500 株，出苗率 83.3%，出苗率比上年高出 16.6%。 

5.1.4坝区环境质量状况 

2014 年，三峡坝区长江干流太平溪和乐天溪断面水质优良，

年度水质均符合Ⅰ类标准。茅坪溪和高家溪流入坝区的水质较差，

年度水质均劣于 V 类标准，茅坪溪超Ⅲ类水质标准参数为氨氮、

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和总磷；高家溪超

Ⅲ类水质标准参数为化学需氧量和五日生化需氧量。三峡坝区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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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水厂水源水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要求，

出厂水与管网末梢水质均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要求。三峡坝区二氧化硫及二氧化氮日平均值

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一级标准。办公生

活区的总悬浮颗粒物日平均值符合一级标准的占 46.5%，符合二

级标准的占 51.4%；施工作业区的总悬浮颗粒物日平均值符合一

级标准的占 45.1%，符合二级标准的占 53.5%。 

2014 年，三峡坝区办公生活区昼间和夜间环境噪声平均水平

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区域标准；施工

作业区、边界外敏感点等噪声等效声级符合国家标准规定；江峡

大道和西陵大道等交通干道环境噪声平均水平分别符合 4a类和 3

类区域标准。 

5.2 库区泥沙 

5.2.1 进出库沙量 

    以朱沱站、北碚站和武隆站为入库水文站，2003 年～2013

年输沙量为 1.96 亿 t，寸滩、武隆两站年均沙量之和为 1.86 亿 t，

较论证值减少了 62%。2014 年，三峡入库输沙量为 0.554 亿 t，

较多年均值（1956 年～2014 年）偏少 86%。 

黄陵庙水文站位于三峡水库坝下游，距三峡大坝 12km，是

三峡水库出库控制站。黄陵庙水文站 2014 年输沙量为 0.105 亿 t。

2014 年宜昌站输沙量为 0.094 亿 t。三峡水库 2014 年逐月出入库

沙量如图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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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三峡水库 2014年逐月出入库沙量 

5.2.2 水库淤积量 

由于三峡入库泥沙较初步设计值大幅减小，三峡库区泥沙淤

积大为减轻。根据三峡水库入库与出库沙量之差，在不考虑区间

来沙的情况下，2003 年 6 月～2014 年 12 月，水库泥沙淤积 15.759

亿 t，近似年均淤积 1.31 亿 t，仅为论证阶段的 40%左右，水库排

沙比为 24.4%。2014 年，三峡库区泥沙淤积 0.449 亿 t，水库排沙

比为 19.0%。三峡水库 2014 年逐月淤积量如图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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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开始出现少量淤积。 

2003 年 3 月～2014 年 10 月，库区典型断面冲淤变化如图 5-3

所示。 

  
(a) S34（距坝 5.6km）断面     

 

 (b) 皇华城 S207（距坝 360.4km）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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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土脑子（距坝 458.5km）S253 断面 

图 5-3 三峡水库典型断面冲淤变化 

5.2.4 重庆主城区冲淤积 

重庆主城区河段位于三峡水库 175m 变动回水区内。河段从

长江干流大渡口至铜锣峡、支流嘉陵江井口至朝天门，全长约

60km。近年来，三峡入库悬移质和推移质泥沙均明显减少，加之

受三峡水库运行调度、河道采砂等影响，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重庆

主城区河段的泥沙淤积问题。2003 年 5 月~2014 年 12 月，重庆

主城区河段共冲刷 1454.6 万 m3。重庆河段呈冲刷态势，未出现

累计性淤积的现象，各个大港口运行正常。 

5.2.5坝前河段泥沙淤积 

三峡水库蓄水运行以来，2003 年 3 月～2014 年 10 月，坝前

段（大坝～庙河段，长约 15.1km）175m（吴淞高程）以下河床

总淤积量为 1.604 亿 m3，深泓平均淤厚 33.6m，最大淤厚 64.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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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前泥沙淤积体低于电厂进水口的底高程 108m，不影响机组取

水。 

5.3 库区水质 

5.3.1 水体营养状况 

三峡库区水华监测网络的监测结果表明：2014 年，库区主要

支流水体以中营养状态为主，所占比例为 56%。时间分布上，支

流富营养化主要发生在消落期和汛期，汛期较为严重；空间分布

上，重庆库区和湖北库区支流发生富营养化的概率没有显著差

异。 
表 5-2 三峡库区主要支流 2014 年营养状态统计表 

营养状态 

年份 
贫营养 中营养 

轻度 

富营养 

中度 

富营养 

重度 

富营养 

2014 年 0.0% 56% 28% 11% 4% 

2014 年，库区主要支流水体富营养化发生在 3 月～10 月，

富营养状态所占比例范围为 8%～100%，6 月份支流水体富营养

状态比例最高（如图 5-4）；1 月、2 月和 11 月、12 月，各支流水

体均处于中营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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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2014年三峡库区主要支流水体营养状态时间分布图 

5.3.2 水华发生动态 

（1）水华发生频次 

2014 年度，库区典型水华累计发生 5 起，涉及河流 4 条，分

别为苎溪河、小江、梅溪河和神农溪。4 月-5 月、7 月-9 月苎溪

河分别发生硅藻、蓝藻-硅藻水华， 5 月小江发生蓝藻-硅藻水华、

6 月-7 月神农溪发生蓝藻-硅藻水华，8 月梅溪河发生蓝藻-硅藻水

华。 

（2）水华优势藻种 

2014 年度，库区水华优势种以多种共存的复合类型较为常

见，主要有硅藻-隐藻型、硅藻-绿藻型、硅藻-蓝藻型，单一优势

藻种的类型主要为绿藻和蓝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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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中华鲟及珍稀鱼类保护 

2014 年中华鲟及珍稀鱼类研究保护工作情况： 

（1）中华鲟物种保护技术取得新突破。中华鲟全人工繁殖

不仅连续成功，而且实现雌鱼再次成熟产卵；中华鲟雌核发育再

次成功、中华鲟基因组研究推进顺利、中华鲟子一代养殖群体基

本确认个体间遗传关系；精子超低温保存技术获得了较大的进

展；针对长江珍稀鱼类种质资源库建设，进行技术准备工作，顺

利培养出了匙吻鲟的心脏、脾脏组织细胞；创新鲟鱼性腺发育检

测技术，使用内窥镜与 B 超相结合的检测方法，不仅对鲟鱼伤害

小，而且更加直观、快速、准确。 

（2）水生态修复工作。中华鲟自然繁殖监测通过产卵场水

面视频监控系统和声呐及传统方法，多次监测到单体及群体中华

鲟信号；连续第 4 年对三峡水库针对四大家鱼繁殖的生态调度效

果进行了监测，本年度调度期间，宜都、沙市江段均监测到较大

规模四大家鱼自然繁殖，宜都江段调度期间繁殖规模为 0.47 亿

尾，沙市江段调度期间繁殖规模为 0.54 亿尾，生态调度效果显著；

对宜昌至监利江段水文传播运行规律进行了模型分析，进一步量

化了生态调度对不同江段的影响程度；三峡库区生态系统结构重

建及其演化趋势研究项目启动。 

（3）人工增殖放流。4 月 13 日，在宜昌市胭脂园“长江珍稀

鱼类放流点”，中国三峡集团与宜昌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2014 年

长江三峡中华鲟放流活动，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大自然保护协会和当地保护中华鲟志愿者一起将 2000 余尾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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鲟幼鱼放归长江。这批放流的中华鲟规格大，放流总重量刷新记

录。放流的中华鲟有 18 尾大个体首次采用声呐跟踪技术，并沿

江布设 9 个监测点，监测发现放流鱼种 4 月 13 日放流后，最早

在 5 月 9 日即到达河口，监测工作取得了新突破。 

自 1984 年以来，中国三峡集团每年持续向长江增殖放流中华

鲟，截至 2014 年底，已累计放流中华鲟 56 次。 

表 5-3  中华鲟研究所历年放流中华鲟数量一览表 

放流年份 

中华鲟放流规格及数量（尾） 

仔鱼         

(1cm～5cm) 

幼 鱼     

(10cm～35cm) 

亚成体鲟     

(1 龄以上) 
产后亲鱼 合 计 

1984～1990 1476000 8500 347  1484847 

1991～1995 1350000 34000 10 16 1384026 

1996～2000 1410000 154100 110 14 1564224 

2001～2005  183612 1000 2 184614 

2006～2010  385413 758 3 386174 

2011～2012  1110 1058  2168 

2013  5000 3034  8034 

2014   2000  2000 

合计 4236000 771735 6317 35 5016087 

 

5.5  漂浮物清理 

2014 年，三峡坝前实现了漂浮物全部被打捞上岸并运送至华

新水泥厂进行无害处理，全年坝前清漂量 9.8 万 m3；坝前清漂码

头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新建的三艘机械化清漂船经过汛期和蓄

水期清漂作业的磨合，整体运行状况良好，坝前清漂能力得到了

进一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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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水库诱发地震 

2014 年 1 月 1 日 0 时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长江三峡

工程诱发地震监测系统记录到三峡重点监视区 M0 级以上地震

1207 次，其中，M0-0.9 级地震 1002 次，M1-1.9 级地震 188 次，

M2-2.9 级地震 12 次，M3-3.9 级地震 3 次，M4-4.9 级地震 2 次，

最大震级 4.5 级。 

2015 年 3 月 27 日、30 日和 5 月 26 日，三峡水库库首段发

生了三次超过 M3.0 级地震，震中位于秭归县郭家坝镇及屈原镇，

震中震级分别为 M4.2 级、M4.5 级和 M3.4 级，在坝区产生了有

感震动。三峡大坝坝体和坝址区自由场地震监测测点完整记录到

各次地震事件，测定坝区的烈度分别为Ⅲ（+）度、Ⅳ（+）度和

Ⅲ（-）度，均小于大坝抗震设计采用的 VII 度设防烈度。地震发

生后，中国三峡集团及时对枢纽建筑物开展了加密观测和巡视检

查。通过对此次地震前后监测数据对比分析，三峡枢纽建筑物及

基础变形、渗流渗压、应力应变等监测数据变化量较小，未发现

异常情况。本次地震事件对三峡枢纽建筑物及基础未产生影响，

工程运行安全、正常。 

总体来讲，三峡水库蓄水以来，地震活动强度整体不高， 

2014 年最大地震为 2014 年 3 月 30 日湖北省秭归县 4.5 级地震，

没有超出三峡工程论证结论的预测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