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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调度：
防洪与蓄水双赢

“在长江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的各项
工作中，防洪调度始终是第一位的。”水
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副
局长郑静告诉记者，发挥水利工程的防
洪效益，守护长江安澜，是长江流域治
理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2021 年全国发生多轮持续强降雨，
长江流域 156 个水文站发生超警戒及以
上洪水：9 月，“长江 2021 年第 1 号洪
水”在上游形成；汉江遭遇20年一遇的
秋季大洪水……防洪形势十分严峻。

郑静表示，联合调度是取得秋汛防
御胜利的重要手段。整个汛期，长江委
共发布调度令86个，科学安排流域内水
库群拦洪削峰错峰，分摊各河段的防洪
压力。

在防御长江 1 号洪水的过程中，三
峡水库削峰平洪，同时，金沙江下游乌
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等梯级
水库联合拦洪，将金沙江来水削减至约
0.65万立方米/秒。

“三峡及上游水库群共拦蓄洪水116
亿立方米，将沙市、城陵矶水位控制在
警戒水位以下2.1至3.2米，显著减轻了
中下游地区防洪压力。”郑静说。

科学精准的水库群联合调度在防御
汉江秋汛过程中也取得显著成效。丹江
口、石泉、安康、潘口、黄龙滩、鸭河
口等干支流控制性水库联合拦洪，应对

来水；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流量
加大，送水北上。最终，汉江流域超警
天数缩短了8至14天，避免丹江口以下
河 段 超 保 证 水 位 和 杜 家 台 分 蓄 洪 区
启用。

洪水虽如猛兽，但调度得当也能资
源化利用。根据水文气象滚动预报和上
游水库调度运行情况，长江委动态调整
丹江口水库出库流量，利用第 7 次洪水
过程实现了防洪和蓄水的双目标——汉
江中下游水位不超警戒线、丹江口水库
首次蓄水至 170 米正常蓄水位，既保障
了防洪安全，又为丹江口水库发挥供
水、发电等综合效益奠定基础。

联合调度工作跨流域、跨区域、跨
部门，统筹难度可想而知。长江秋汛为
何能兼顾防洪与蓄水需求？郑静认为，
开展洪水调度推演、精准监测预报、科
学联合调度等工作是长江流域水旱灾害
防御成效显著的重要基础。

长江委提前10天以上预测出汉江流
域的降雨过程，提前1到3天准确预测丹
江口入库洪峰量级及洪水过程，为联合
调度赢得时间上的主动。

“今年，我们还将继续完善方案预案
体系，健全流域水旱灾害防御和水工程
联合调度工作机制，全面提升‘预报、
预警、预案、预演’能力。”郑静表示。

生态修复：
为长江增添活力

水利工程在防洪、供水、发电、航
运等领域功不可没，但其建成也会使流
域内的水文水动力条件发生改变。

“特定的水文水动力特征，是水生态
过程的原初推动力。”中国科学院水工程
生态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黄道明告诉记
者，早在1992年针对三峡工程开展的环
评报告中，大坝对长江中下游鱼类生存
环境的影响就被纳入考量。当时提出的

“人造洪峰”，就是要通过人工调度，为
长江中游的“四大家鱼”在繁殖期提供
适宜产卵的水文水动力学条件，让这些

“江中居民”更好生存。
这项从生态修复角度出发开展的三

峡工程调度工作，被称作“生态调度试
验”。自2011年起，长江委利用每年5月
至 6 月三峡水库汛前腾空库容的契机，
择机开展促进“四大家鱼”自然繁殖的
生态调度试验。黄道明表示，5月到6月
正是长江中下游鱼类重要繁殖期，充分
利用腾空库容的时机和流量，依据生态
调度目标对象的生态需求，优化调度方
案，从而提升生态保护效益。

“‘四大家鱼’既是我国淡水养殖
的重要对象，也是产漂流性卵鱼类的典

型代表。因此，生态调度不仅能保护
‘四大家鱼’优质水产养殖种质资源，同
时能促进相似习性的其他鱼类繁殖。”黄
道明认为，生态调度有利于长江中下游
鱼类自然种群的恢复，并能与正在施行
的长江十年禁渔工作互为补充，有利于
长江中下游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生态系
统结构功能的修复。

多年监测数据显示，长江“四大家
鱼”产卵规模显著增加。2019年生态调
度期间“四大家鱼”繁殖规模约 30 亿
粒，是 2011 年首次进行生态调度时的
50倍。

记者了解到，生态调度试验要对典
型鱼类自然繁殖所需要的水文水动力学
条件进行多学科交叉的深入研究，依据
生态调度效果监测，不断优化技术参
数，统筹防洪、发电等多种调度，形成
协调有效的常规生态调度方案与机制。

“生态调度当前的难点在于，需要通
过大量的基础性研究了解不同水生动物
繁殖对水文水动力条件的诉求。”黄道明
还指出，生态调度方案制定需以目标对
象的生态需求为基础。“例如一些产粘沉

性卵的鱼类繁殖孵化与‘四大家鱼’不
同，它们需要相对稳定的水位涨落。此
时水库发电应采取基荷发电调度，减少
水位波动，促进生态效益。”

如果说生态调度试验是为长江水生
生物繁殖打造舒适的“产房”，那么增殖
放流就是直接为长江生态家族增添“新
成员”。

据介绍，放流站的地点一般根据鱼
类的分布状况和生境条件进行选择。由
于集中放流的鱼苗会成群活动，在局部
环境的选择上，会避开凶猛性鱼类和天
然敌害密集的区域，防止鱼苗被“团
灭”。当前主要采用标志放流的方法，跟

踪研究被放流种群在自然环境和生态结
构中的变化，不断优化方案，最终达到
种群自我繁衍的目标。

截至2021年11月，丹江口水库已累
计放流鲢鱼、鳙鱼、草鱼、青鱼、鳊
鱼、中华倒刺鲃、团头鲂等鱼种 170 万
尾鱼苗，大大增强了受保护物种的自我
修复能力。

“长江的生态功能要依靠水生生物的
生态过程来实现。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
生物结构的辅助措施，增殖放流有利于
恢复和提升长江生态系统的韧性。”黄道
明说。

岸线整治：
优化利用 复绿于人

在江苏南京，八卦洲环洲岸线郁郁
葱葱，仿佛为这座长江第三大岛佩上一
条“翡翠发带”。

八卦洲坐拥 30 多公里的长江岸线，
自2000年以来依托有利地形发展造船产
业。据了解，八卦洲南岸不足 4 公里的
岸线上，曾聚集21家船厂，高压泵喷砂

污染空气，过度密集的产业布局和粗放
的发展模式，一度使这座昔日的“江中
绿岛”黯然失色。

2018年以来，这里的生产岸线逐步
被清退。到2020年底，21家船厂全部拆
除，通过覆土植树恢复8.8公里的长江岸
线，湿地景观取代了厂房车间，“江中绿
岛”重新焕发了光彩。

八卦洲的故事并非孤例，这提示着
治江不仅要向水发力，还要治岸之乱。

“长江干流岸线清理整治的工作难度
较大，”长江委河湖管理局副局长谢作涛
说，“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涉及司
法诉讼或经济纠纷，有的涉及跨区域管
理职责不清，情况十分复杂。”

自2017年起，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
全面开展长江干流岸线利用项目清理整
治工作。历时近 4 年，共拆除河道管理
范围内违法违规建 （构） 筑物面积 238
万平方米，腾退长江岸线长度 162 公
里，完成滩岸复绿面积 1225 万平方米，
2441 个涉嫌违法违规项目已全部完成
整改。

“硬骨头”是如何被啃下来的？谢作
涛表示，河湖长制平台在长江岸线治理
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长江
委会同流域内 19 个省 （自治区、直辖
市） 建立起河湖长制协作机制，通过跨
区域议事协商和协调协作平台，构建起
长江流域河湖管护长效机制。

“许多省份通过河长会议、省级河长
巡河、暗访督查等形式，督促地方整
改。”谢作涛表示，在长江干流岸线利用
项目清理整治工作中，各省区市明确由
地方河长总负责，协调各相关部门通力
合作，组建专门的执法组和工作组，落
实整改责任。

由乱而治，长江岸线清理整治的实
效十分显著。长江干流沿线释放出的岸
线空间，大多进行了复绿建设。从砂场
林立、码头交错到河畅岸绿、优美整
洁，沿江百姓获得了更多亲水空间，在
江边闲庭信步已经成为幸福生活的常态。

“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贯彻落实长
江保护法，进一步强化河湖长制，加快
完善长江流域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体
系，强化岸线分区管理和用途管制，并
充分运用卫星遥感、视频监控、无人机
等技术，实行河湖空间的动态监控和涉
河建设项目的全过程监管。”谢作涛说。

上图：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乐天溪
镇王家坪村江段的西陵峡，船来船往，
冬景如画。 黄善军摄（人民图片）

左图：与长江水系相连的安徽铜陵
缸 窑 湖 湿 地 内 ， 百 鸟 齐 飞 生 态 美 。

周 峰摄（人民图片）

防御水旱灾害、修复水生生态、管护河湖岸线

让长江绽放生命光彩
本报记者 朱金宜

防御水旱灾害、修复水生生态、管护河湖岸线

让长江绽放生命光彩
本报记者 朱金宜

长 江 是 哺 育 中
华 儿 女 的 母 亲 河 ，
中华民族对长江的
呵护与喜爱根植于
每 个 人 的 基 因 之
中。要保护好一条
长 达 六 千 多 公 里 、
横贯中国东中西部
地区的大河，尤其
需 要 凝 聚 各 方 的
合力。

这 合 力 ， 需 要
人与自然相向而行
的努力。“万物并育
而不相害，道并行
而不相悖”，这其中
蕴含的正是自然规
律的奥妙。作为一
条 世 界 第 三 的 长
河，有着自己完整
的生态系统，孕育
了无数动植物在其
中繁衍生息，人类
要 想 与 长 江 为 伴 ，
也同样应该遵循这
系 统 的 法 则 。 因
此，一方面，我们
要“无为”，停止过
度的人为活动，另
一方面，我们又要
积极“有为”，在尊
重自然规律的基础
上，主动采取措施
修复长江的生态系
统功能，使长江恢
复良好的生态环境。

长江保护和治
理 并 非 是 头 痛 医
头、脚痛医脚，而
是 一 项 系 统 工 程 ，
只有我们心往一处
想 ， 劲 往 一 处 使 ，
才能形成合力，行
稳致远，而搭建长
江保护的交流合作
机制，便是形成长
江保护合力的重要
保障。

近年来，跨省份、多部门间搭建起的长江流域河湖
长制协作机制，凝聚形成流域统筹、区域协同、部门联
动的河湖管理保护格局，打通了长江保护的信息和资源
壁垒。此外，长江水利委员会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等地市人民政府，华能澜沧江公司、国家电投等企业以
及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签署实施共抓长江大
保护战略合作协议，将长江保护写在了城市发展规划的
首要处、标在了项目工程开始的第一页。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互联网应用扩展到我们
生活的方方面面，保护长江，同样也不可缺少人与科技
的合力。当前，智慧河湖建设为长江保护增添了新手
段、新动力。更多、更全、更准确的数据分析，为长江
保护提供了有力的决策依据。

因为季节气候的差异，长江有明显的汛期。在应对
2021年9月29日丹江口近十年来最大入库洪峰洪水——
24900立方米每秒量级洪峰时，经过科学调度，洪峰平稳
度过丹江口大坝，保障了中下游的城市和人民安全。这
些年，借助越来越先进的技术，长江洪水的调蓄越来越
有章法，也越来越有把握。

如今，长江的河湖管理基础数据与地理信息数据实
现了互通及融合，卫星遥感、无人机、移动端APP等信
息手段也都派上了用场，河湖水域岸线动态监控得以实
现，工作效能大大提升。

要让长江流向更远的未来，归根结底是凝聚起长江
保护与发展的合力。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6年1月5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为长江
经济带发展定下了这一总基调、大方向，长江自此开启
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篇章。6年来，长江沿线
省区市合力推进长江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唱响了一曲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大合唱。

长江保护法已经实施一周年了，但长江保护任重道
远，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仍有许多工作可以做，这都需要
我们有抓铁有痕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在长江保护
的路上，容不得丝毫懈怠，唯有凝聚起天时地利人和的
合力，才能让长江这一江碧水永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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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
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长江，自
唐古拉山脉启程，向东奔流而去，横
贯蜿蜒，其干流串联起中国 11 个省
份，承载着重要的政治、经济、生态
环境、文明和文化功能，在北纬
30°附近的中国大地上见证国运之腾
飞、民族之兴旺。

然而，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无序
开发、过度利用等问题，一度使长江
生态不堪重负。在全球气候变化等因
素的叠加影响下，水旱灾害频发、生
物多样性锐减、江岸水土流失等生态
环境问题愈加尖锐。

大江奔涌，催促革新。近年来，
在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重要讲话精神的引领下，长
江流域治理管理不断走向纵深，多措
并举共护一江碧水欢畅东流。

“美丽中国”版特开设“长江巡礼”
栏目，今日刊发第一期，以飨读者。

——编者

▲丹江口水库泄洪。 单金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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