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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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3 年底，安全监测基本情况如

下： 

2013 年蓄水前后，三峡混凝土重力坝坝基水平位移变化在

1.0mm以内，坝基垂直位移变化在 1.0mm～3.0mm之间；目前，

坝基累计水平位移在 0.59mm～3.85mm 之间，累计垂直位移在

6.87mm～28.94mm 之间；相邻坝段沉降差在 2.0mm 以内，表明

坝基无不均匀沉降。 

2013年蓄水前后，坝顶呈现向下游方向位移增大，位移变

化在 14.73mm 以内，与上年度相比变化幅度在 2.0mm 以内；

年度内坝顶向下游最大累计水平位移为 29.68mm，年变幅最大

为 29.45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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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蓄水前后，坝基总渗流量增加 23.56 L/min；年度内坝

基总渗流量约为 400L/min，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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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组蜗壳钢板应力多在 140MPa以内，蜗壳与砼开合度变化

在 5.0mm 以内，蜗壳外包砼钢筋应力多在 20MPa 以内，蜗壳外

包砼应力多在-2.5MPa～1.5MPa之间，机组蜗壳运行平稳。 

地下厂房围岩变形基本稳定，拱顶围岩变形在-0.9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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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mm之间，边墙围岩变形-0.31mm～24.19mm之间，蓄水前后

围岩变形变化在±0.2mm以内，蓄水对围岩变形影响很小；地下

水位一般低于测压管口，蓄水对地下水位基本无影响。 

截止 2013年 12月 31日，泄洪深孔累计启闭 2904次，累计

运行 134987.74h；排漂孔累计启闭 312次，累计运行 14707.78h；

排沙孔累计启闭 33次，累计运行 617.17h；表孔累计启闭 133次，

累计运行 1764.93h。 

1.2  船闸及垂直升船机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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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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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mm，水流向累计水平位移 5.21mm；船闸南、北线基础排

水廊道渗流量分别为 274.28L/min、395.14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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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3mm、58.08mm，边坡岩体变形稳定。船闸建筑物工作

性态正常。 

自 2003年 6月投入运行以来至 2013年，三峡船闸已累计运

行 94558闸次，通过三峡船闸货运总量达 6.4亿 t。 

垂直升船机正在建设中。 

1.3  茅坪溪防护坝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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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mm～25.87mm之间；蓄水前后，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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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水平位移变化在-1.46mm～7.89mm之间；坝顶垂直位移变化在

-2.18mm～3.23mm之间；目前，坝顶累计水平位移最大为 93.71mm，

累计沉降 204.9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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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4.3L/min，目前

坝基渗流量为 1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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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12月底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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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库运行实况 

2.1  来水情况 

2013年三峡水库来水总量为 3680亿 m3，较初步设计多年均

值 4510亿 m3（1877～1990系列）偏枯 18.2％，为建库以来排第

3位的枯水年份，仅次于 2006年和 2011年。 

三峡水库年最大洪峰流量 49000m3/s，出现在 7月 21日；年

最小流量 3600m3/s，出现时间为 2月 6日。全年三峡水库库水位、

三峡入库及三峡枢纽下泄流量过程线见图 2-1（日均值），各月来

水情况见表 2-1。 

 
 

图 2-1  2013 年三峡水库库水位及出入库流量过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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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2013 年 1～12 月坝址来水统计表 

平均流量 
多年平均 

1877～1990 
距多年平均

建库以来 

2003～2012 
距建库  

月份 
（m

3
/s） （m

3
/s） （%） （m

3
/s） （%） 

1 5030 4350 15.6 4860 3.5 

2 4100 4000 2.5 4340 -5.5 

3 4990 4500 10.9 5060 -1.4 

4 6420 6720 -4.5 6800 -5.6 

5 10400 12000 -13.3 10600 -1.9 

6 15800 18600 -15.1 16400 -3.7 

7 31600 30000 5.3 27300 15.8 

8 19300 28200 -31.6 23500 -17.9 

9 18900 26600 -28.9 22800 -17.1 

10 10400 19800 -47.5 14600 -28.8 

11 7040 10700 -34.2 9180 -23.3 

12 5380 6030 -10.8 5760 -6.6 

年平均 11700 14300 -18.2 12700 -7.9 

 

2.2  消落期调度 

    国家防总批准的三峡水库 2013 年汛前的消落方式为：2013

年 1月～4月下泄流量按照不小于 6000m3/s控制，同时满足葛洲

坝下游庙嘴水位不低于 39m，至 5 月 25 日水库水位逐步降至

155m，6月 10日消落至防洪限制水位。 

    2013年汛前，根据国家防总批复的消落方式，结合上游来水

情况，为满足下游航运、供水以及发电等需求，三峡水库水位从

174.55m开始消落，至 6 月 10 日 0 时库水位 146.3m，消落至汛

限水位变幅范围以内。消落期间，累计为下游补水 210.5亿 m3，

补水天数 146天，日均补水流量 1410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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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落期间，三峡水库开展了生态调度和库尾减淤调度试验。

5月 7日～5月 14日，三峡水库生态调度试验期间，三峡出库流

量分别按日均 6800 m3/s、7600 m3/s、8400 m3/s、9500 m3/s、10500 m3/s、

11500 m3/s、13500 m3/s、15000 m3/s控制。调度期间，宜都河段

因水温偏低（四大家鱼最低繁殖水温为 18℃，适宜水温为 21℃～

24℃），未监测到明显产卵现象，而下游沙市河段发现产卵现象，

鱼卵数量为 0.58亿粒；整个监测期间，宜都断面推算总卵苗数量

1.31亿粒，其中，鱼卵数量 0.96亿粒，宜都、沙市、监利河段推

算总卵苗数量 7.69亿。 

    5月 13日 0时至 20日 12时，三峡水库实施了库尾减淤调度

试验。减淤调度期间，寸滩平均流量 6209m³/s，三峡库水位从

160.17m消落至 155.74m，日降幅 0.59m。实测资料显示，试验期

间库尾大渡口至涪陵段（含嘉陵江段，总长约 169km）河床冲刷

量为 441.3 万 m³，减淤效果明显。其中，重庆主城区冲刷 33.3

万 m3。 

2.3  汛期调度 

2013年汛期，三峡水库入库洪水频次较少，峰值较小，最大

洪峰流量 49000m3/s，出现在 7月 21日。根据长江防总调度令，

三峡水库实施防洪调度 5次，最大削峰 14000m3/s，削峰率 28.6%，

累计拦蓄洪水总量 118.37亿 m3，见表 2-2。通过三峡水库拦洪错

峰，控制最大出库流量 35000m3/s，下游沙市站和城陵矶站水位

没有超过警戒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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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2013 年汛期三峡水库洪水调度情况 

洪水次数 
洪峰流量 

（m
3
/s） 

出现时间
起涨水位

（m） 

最高水位

（m） 
出现时间 

拦蓄洪水

（亿 m
3
）

1 37500 
7 月 3 日

02 时 
145.05 148.61 

7月 5日 9

时 
17.86 

2 34000 
7 月 7 日

08 时 
147.61 149.08 

7 月 08 日

06 时 
7.54 



 

8 
 

至 175m，各阶段具体水位控制可根据实际情况经批复后作适当

调整。一般情况下，2013年 9月 10日至 9月底，三峡水库下泄

流量不小于 10000m3/s；10月下泄流量不小于 8000m3/s；11月～

12 月下泄流量按葛洲坝下游水位不低于 39m 和三峡电站保证出

力对应的流量控制。当需要实施应急调度时，不受上述水位、流

量限制。 

根据以上批复意见，三峡水库自 9 月 10 日 0 时开始正式蓄

水，对应水位 156.69m，9 月底水位蓄至 167.02m，10 月底水位

蓄至 173.9m，11月 11日 14时蓄至 175m。本次蓄水过程，累计

蓄水位 18.31m，累计蓄水量 153.8 亿 m3，库水位日最大升幅

1.68m，日最大蓄水量 12.3亿 m3
。 

 

（1）8月下旬水库调度  

    8 月份，三峡来水较初步设计多年均值偏枯 31.6%。自 8 月

中旬开始，在预报后期无大洪水的情况下，为与蓄水相结合，三

峡水库逐步减小下泄流量，库水位开始逐步上浮运行。8 月底库

水位上浮至 150.04m。 

（2）9月份蓄水 

    9月份，三峡平均入库流量 18900m3/s，较初步设计多年均值

偏枯 28.9%，较蓄水以来均值偏枯 17.1%。其中，9月 14日 2时，

三峡入库流量 26500m3/s，为 9 月份最大入库流量。9 月 10 日 0

时三峡水库正式开始蓄水，对应水位 156.69m。9月份蓄水期间，

平均入库流量 19500m3/s，平均出库流量 15300m3/s。9 月底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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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至 167.02m，蓄水量 77.95亿 m3。 

（3）10月份蓄水 

    10月份，三峡水库承接 9月底水位 167.02m继续蓄水，待蓄

水量 75.85亿 m3。蓄水期间，上游来水持续走低，月均入库流量

10400m3/s，较多年均值偏少 47.5%，较蓄水以来均值偏少 28.8%，

为有实测资料以来历史同期最低。月均出库流量 7990m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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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三峡电站发变电设备运行情况良好。全年三峡电站

（不含电源电站）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为 3682.48 h，可用小时数

为 7930.89 h，等效可用系数为 93.73%；电源电站发电设备利用

小时数为 4591.64 h，可用小时数为 8294.15 h，等效可用系数为

94.68%。 

2013年 7月 1日，地下电站成功实现无人值班；7月 6日 34

台机组全部并网运行，7月 24日三峡电站总出力达到 2250万 kW，

并累计运行 145.03 h。 

2013年三峡电站共发生第一类非计划停运 7次，比 2012年

同期下降 22.22%。 

3.1.2 泄洪设备设施运行情况 

2013年，三峡枢纽泄洪深孔工作门启闭 4次，排漂孔工作门

启闭 5 次，排砂孔工作门启闭 15 次，表孔工作门启闭 0 扇次。

2013年泄洪深孔运行 171.72 h，排漂孔运行 31.2 h，排砂孔运行

322.42 h。泄洪设备设施启闭成功率 100%。 

3.1.3  2013 年～2014 年度检修情况 

2013年，三峡电站深入推进状态检修管理工作，进一步优化

岁修策略。根据三峡电站设备状态评估结果以及技术改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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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事故措施计划，除 4台机组正常维护不安排计划性检修外，共

安排进行 5台机组的 B修，4台机组的推力轴承专项处理，16台

机组的 C修，8台机组的 D修，500KV开关站 9个 GIS间隔设备

（含进出线路）和 6段母线检修，以及水工金结设备检修等。 

3.1.4 安全管理 

2013年，三峡电站深入研究全电站管理范围扩展和生产管理

方式转变带来的安全风险，坚持推进本质安全型企业创建工作，

加强电力安全生产管理、技术和工作标准的建设，健全和完善安

全生产责任体系、制度体系、技术体系、监管体系、应急救援体

系、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文化体系，并对影响机组安全运行的关

键因素进行分析评估，制定优化方案，在做好机组日常巡检维护

的基础上，以年度岁修为契机对全电站设备设施进行全面检修，

集中实施一系列反事故措施和规范整治项目，提升设备运行安全

可靠性和健康水平。2013年，三峡电站顺利通过电力企业安全生

产标准化达标评级复查，截至 12月 31日，三峡电站连续安全运

行 2694天。 

3.2  三峡电站发电情况 

2013 年，在年来水较多年平均值偏枯 18.2%、平均水位较

2012年同期偏低 1.82m的情况下，三峡电站通过优化机组工况与

运行方式，实现节水增发电量 44.31亿 kW·h，水能利用提高率

5.45%，三峡电站年发电 828.27 亿 kW·h（含电源电站 4.59 亿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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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0月 14日，三峡电站累计发电突破 7000亿 kW·h ，

为 2012年全国用电量 1/7，相当于替代了标煤约 2.31亿 t 、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5.25亿 t、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约 630万 t、减

少烟尘排放量约 62.3万 t。 

2013年，三峡电站参与电网系统调峰运行，其中平均调峰容

量 200.56万 kW、最大调峰容量 540万 kW，改善了调峰容量紧

张局面，促进了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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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运 

4.1  2013 年船闸运行情况 

2013年，三峡船闸安全、高效运行，共运行 10770闸次，通

过船舶 4.6万艘次，通过旅客 43.2万人次，通过货物 9707万 t（其

中上行货运量 602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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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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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8%。 

2013年通过三峡船闸船舶的总额定吨为 16214万 t，其中上

行过闸货船总定额吨为 8050万 t，平均载重系数为 0.75；下行过

闸货船总定额吨为 8163万 t，平均载重系数为 0.45。过闸货船平

均单船额定吨位达到 3759t，3000t级以上船舶占过闸船舶总艘次

的比例达到 75.8%，5000t级以上船舶的占比为 30.2%。过闸船舶

继续向大型化发展。 
表 4-1   2013 年三峡通航数据统计表 

2013 年 
通 过 量 

上 行 下行 合计 

闸 次 5350 5420 10770 

艘 次 22726 22943 45669 
客运量 

（人次） 219583 212747 432330 

客船定额人数 
（人次） 443398 439922 883320 

货运量 
（t） 60290411 36776313 97066724 

货船定额吨 
（t） 80503720 81632986 162136706 

三 
峡 
船 
闸 

集装箱标箱 
（TEU） 

306842 297699 604541 

三峡区段滚装运输 
（t） 

5629365 4526200 1015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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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三峡船闸通航率为 95.2%，高于 84.1%的设计指标；
扣除岁修工期后计算的通航率为 97.8%。船闸闸室面积利用率为
71.3%。 

表 4-2   2013 年三峡船闸停航统计汇总表（单位：小时） 

三峡船闸 
停航原因  

南线 北线 

次数 19 15 
浓雾 

小时 106.09 92.4 

次数 9 5 
大风 

小时 33.33 27.02 

次数 0 0 
大流量 

小时 0 0 

次数 0 1 
船闸岁修 

小时 0 468 

次数 10 12 
例行保养/检修 

小时 79.45 39.7 

次数 1 0 
船舶碍航 

小时 2.5 0 

合计（小时） 221.37 627.12 

  

4.2  船闸设施设备状况 

2013 年，三峡船闸安全、高效运行。主要运行设备完好率

100%，全部设备完好率 99.38%，设备设施处于良好工况。 

2013年，通过实施船闸集控楼和启闭机房的维修改造、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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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闸集控系统大屏改造、北五闸室浮式系船柱改造、基础排水廊

道整治和船闸油管沟盖板改造、消防水系统改造、桥机改造、一

闸首上游引航道边坡喷护、船闸北坡排水沟整治工程，杉木溪锚

地水毁设施维修、仙人桥和沙湾锚地航道清淤、南线船闸一闸首

人字门启闭机油缸总成整体更换等项目，保障了船闸设施设备的

正常运行。 

成功促成三峡船闸大型陶瓷活塞杆启闭机油缸国产化。三峡

船闸一、二闸首人字门启闭机油缸原为进口设备，活塞杆为陶瓷

杆，采购价格高且存在技术壁垒。中国三峡集团组织相关单位，

研究采取综合措施，于 2013 年 9 月成功促成大型陶瓷活塞杆启

闭机油缸由国内厂家研制。船闸大型陶瓷活塞杆启闭机油缸国产

化不仅降低了同类设备的采购成本（约为同类进口设备的五分之

一），而且提高了国产设备的制造水平，为今后此类设备的运行

检修和更新提供了可靠保障。 

针对过闸船舶大型化后干舷高度升高的情况，研究实施了北

五闸室浮式系船柱试验性改造工程。协调通航部门在西陵长江大

桥至葛洲坝三江防淤堤头两坝间航道开展了 25000m3/s、30000 

m3/s和 35000 m3/s流量级的实船试验。完成三峡船闸上游永久趸

船、下游增设靠船墩工程建设，缩短了过闸船舶待闸距离，可提

高三峡船闸日均单向运行 1至 2个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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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船闸检修 

2013年 3月 2日至 21日，中国三峡集团组织完成了三峡北

线船闸岁修工作。按照《三峡船闸运行管理手册》的要求，岁修

贯彻“大修小修化、小修日常化”的检修思想，总结 2012 年南

线船闸岁修经验，研究采取了一系列科技和管理创新成果，在检

修交通、廊道通讯、安全管理、质量控制、进度管理和通航保障

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圆满完成北线船闸全线输水系统、基

础排水廊道、闸室底板和边墙等土建结构，以及人字门和反弧门

等金结机电设备的全面检查和系统维修任务。 

本次岁修施工质量优良。在对土建工程、金属结构和机电设

备进行全面检查中，没有发现存在影响运行安全、结构和设备安

全的重大问题；对于检查中发现的缺陷，通过采取修理、调整、

更新、改造等措施，恢复和提高了北线船闸设备设施的性能。船

闸的水工结构、金属结构和机电设备的运行安全隐患被排除，技

术性能达到设计要求。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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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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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天溪污水处理厂是由中国三峡集团投资建设的三峡工程

枢纽管理区左岸排水系统末端污水处理工程，位于乐天溪与长江

的交汇处以西，总占地面积 12273m2，污水收集系统管网 8.4km，

服务人口主要由管理区常住人口、旅游人口以及枢纽管理区附近

部分集镇的人口组成。近期污水处理规模按 0.5×104m3/d设计，

服务人口约为 2 万，远期 2020 年污水处理规模按 1.0×104m3/d

设计服务人口约为 4万。乐天溪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执行国家《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标准。 
表 5-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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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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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处 理 污

水量为 2000-4000m3，

设施运行正常，全年共

处理污水 43.8 万 t，全

部达标排放，其中化学

需氧量、氨氮削减率分

别 达 到 84.42% 和

7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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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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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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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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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水利枢纽茅坪左坝头渣场水保

绿化、下游隔流堤边坡修复工程、枢纽管理区交通换乘中心绿化

工程、三峡坝区左岸次干道行道树恢复及完善工程、三峡水利枢

纽浸水湾至高家溪施工场地绿化工程、三峡升船机上引航道左侧

边坡维修工程等。监测显示,已建成的水土保持工程设施功能有效

发挥、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明显。 

5.1.3 珍稀植物保护 

5.1.3.1种质资源圃建设现状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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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植物组培繁育 

2013年，通过不断总结经验，在珍稀植物和高档花卉组培实

验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全年共进行组培实验共开展实验 1331

次，高档花卉 276次。经过一年努力，特色观赏木本植物枫香取

得组培研究成功，获得组培苗达 300余株，珙桐、红豆杉、野山

楂、紫薇等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试验进展。温室花卉如红掌、橡

皮树、朱顶红、大花蕙兰等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5.1.3.3珍稀植物传统繁育 

2013年，通过精心培育，大部分三峡特有珍稀植物开始大量

结果，主要有红豆杉、杜仲、紫楠、三峡槭等植物种子，全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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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三峡坝区办公生活区昼间和夜间环境噪声年均值分

别符合 2类和 1类区域标准；施工作业区、边界外敏感点及作业

现场噪声均符合国家标准规定；交通干道环境噪声符合《声环境

质量标准》4a类区域标准。 

5.2 库区泥沙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长江上游径流量小幅减少，受水利工

程拦沙、降雨时空分布变化、水土保持、河道采砂等因素的综合

影响，输沙量明显减少，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三峡上游来沙

减小趋势仍然持续。根据三峡水库蓄水以来泥沙观测成果显示，

三峡库区冲淤情况满足或优于原预测成果，库区泥沙冲淤未对通

航等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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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输沙量为 2.03亿 t，为初步设计值的 40%。2013年，三峡入库

输沙量为 1.27亿 t，较多年均值（1956年～2013年）偏少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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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输沙量为 0.328亿 t。

2013年宜昌站输沙量为 0.30亿 t。三峡水库 2013年逐月出入库

沙量如图 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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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三峡水库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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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2月，水库泥沙淤积 15.31

亿 t，近似年均淤积 1.39亿 t，仅为论证阶段的 40%左右，水库排

沙比为 24.5%。2013年，三峡库区泥沙淤积 0.942亿 t，水库排沙

比为 25.8%。三峡水库 2013年逐月淤积量如图 5-3所示。 

 
图 5-3 三峡水库库区 2013 年逐月淤积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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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皇华城 S207（距坝 360.4km）断面

 (c) 土脑子（距坝 458.5km）S253 断面 

图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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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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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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重庆

主城区河段共冲刷 955.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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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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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9亿 m3，深泓平均淤厚 33.9m，最大淤厚 66m。

从淤积部位来看，90m（吴淞高程）以下河床淤积泥沙 1.124 亿

m3，占总淤积量的 74%，110m（吴淞高程）以下河床淤积泥沙

1.363亿 m3，占总淤积量的 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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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闸上、下游引航道有局

部淤积，经过清淤，未影响通航。 

5.3 库区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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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库区主要

支流水体以中营养状态为主，所占比例为 6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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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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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三峡库区主要支流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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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0.0% 69.2% 25.0% 3.4% 2.4% 

2013 年，库区主要支流水体富营养化发生在 2 月～10 月，

富营养状态所占比例范围为 11.8%～75.9%，6月份支流水体富营

养状态比例最高（如图 5-5）；1 月、10 月和 11 月，各支流水体

均处于中营养状态。 

 
图 5-5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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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度，库区典型水华累计发生 6起，涉及河流 4条，分

别为苎溪河、小江、大宁河和神农溪。2月下旬苎溪河发生隐藻-

硅藻水华，4月-5月小江发生蓝藻水华、神农溪发生硅藻-蓝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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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9月-10月大宁河发生蓝藻水华。 

（2）水华优势藻种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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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华发生的前提是营养物质的富集，减少和控制污染物的排

放、降低外源性营养物质向支流水体的输入才能从源头控制三峡

水库藻类水华的发生。另外，库区部分支流建调节坝（如苎溪河、

小江等），导致调节坝坝上游水体流速进一步减小，同时与长江

干流水体交换进一步减少，从而增加了水华发生的风险。 

5.4  中华鲟保护 

2013年中华鲟研究保护工作情况： 

（1）中华鲟全人工繁殖研究。继 2009年中华鲟首次全人工

繁殖成功之后，2013 年顺利取得第 5 次成功，产卵规模达到 30

万粒，出苗 19 万尾，再创新的记录，该技术已获得湖北省科技

进步奖。这项工作的连续成功，表明中华鲟全人工繁殖技术体系

已经趋于成熟，已具备了持续补充长江中华鲟种群资源的能力。 

（2）“中华鲟全基因组学研究”工作。继中华鲟全人工繁殖

研究体系基本成熟后，为从更深层次水平研究和保护中华鲟，建

立鲟鱼类物种种质资源保存技术体系，启动了中华鲟全基因组学

研究相关工作。 

（3）子二代中华鲟海化试验。经研究表明，子二代中华鲟

可以从纯淡水的养殖环境顺利过渡到盐度为 30‰的海水中，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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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水环境淡化到淡水环境，成活率 100%，摄食正常。海化过

程中血清渗透压、血清离子浓度及钠/钾-ATP酶活力均在 144小

时内达到稳定水平，且通过鳃组织显微结构观察结果表明，子二

代中华鲟在盐度变化后的水体中具较强的渗透调节能力和适应

能力。 

（4）人工增殖放流。4 月 17 日，在宜昌市胭脂园“长江珍

稀鱼类放流点”，中国三峡集团联合宜昌市人民政府、世界自然

基金会、阿里巴巴集团共同举办 2013 年长江三峡中华鲟放流活

动，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和当地保护中华鲟

志愿者一起将 8000 余尾中华鲟幼鱼放归长江。该批放流的中华

鲟遗传多样性更丰富，为 5个不同年份繁殖获得，其父本、母本

来源完全不同，因此具有更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对维持种群优势

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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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底，已累计放流中华鲟 55次。 

表 5-3  中华鲟研究所历年放流中华鲟数量一览表 

中华鲟放流规格及数量（尾） 

放流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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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4236000 771735 6317 35 5014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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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漂浮物清理 

2013年，三峡坝前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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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 万 m3；基本

完成了坝前清漂码头土建工程，新建的三艘机械化清漂船完成建

造，将于 2014年投入使用。 

5.6  水库诱发地震 

2013年 1月 1日 0时至 2013年 12月 31日 24时，由长江三

峡工程诱发地震监测系统记录到的三峡重点监视区 M0级以上地

震 681次，其中，M0-0.9级地震 582次，M1-1.9级地震 89次，

M2-2.9级地震 9次，M4-5.9级地震 1次，最大震级 5.1级。 

据长江三峡工程诱发地震监测系统台网测定，2013年 12月

16日 13时 04分在湖北省巴东县（北纬 31.1度，东经 110.4度）

发生 M5.1 级地震，震源深度 5km，震中位置距离三峡大坝直线

距离约 65km。由中国三峡集团建设的三峡大坝坝体和坝址区自

由场地震监测测点完整记录到该次地震事件，根据分析，本次地

震大坝区域地震烈度确定为 III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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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发现异常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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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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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2013年最大地震为 2013年 12月 16日湖北省巴东县 M5.1级

地震，没有超出三峡工程论证结论的预测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