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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诗 词

大会》热播
期间，且不论

参 赛 选 手 的 表
现，仅是回味那些

诗句，就是一份美
好的享受。诗句中描

绘的春天，对于今天的
我们，无疑就是梦中的

春天。
“碧玉妆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
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
刀”“好雨知时节，当春乃
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无声”“天街小雨润如酥，草
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
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半亩
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
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杨柳阴阴细雨晴，
残花落尽见流莺，春风一夜吹
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今
天，静思的生活早已远去，古人
诗句的美，在春节这几天闲暇的
日子里，让人品出“诗与远方”的
丝丝滋味。现在，重归繁忙，寒冬
已过，春天将至，梦中的春天却
仍萦绕心头。

在 中 华 民 族 的 生 生 不 息
中，这样的春天景物，曾经像
空气与水一样，四季轮回地来
到，伴随我们走过数千年。而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长假，
在很多地方，想要一饱自然
美景，都只能去如“盆景”
般的旅游景点了。在现代化的进程
中，我们该如何守护好大自然这个
心灵家园？

“爱护自然环境并不是人类的
天性，破坏环境才是。”一位评
论家曾经在评论环保先驱瑞秋·
卡森的《寂静的春天》这部书
时这样写道。不断追求美好

生活，是人类的梦想。为
了生存，人类会本能地利

用资源，砍倒树木、捕
尽鱼类、污染水源、

排放废气。自工业
革命以后，随

着人类干预
自 然

的 能
力 大 大
增 强 ， 对
自 然 的 破 坏
力 达 到 了 空 前
程度。我们制造
出大型工具，能够
移山填海，使“愚公
移 山 ” 变 得 易 如 反
掌。我们从自然中开发
出新能源，构建起庞大
的现代工业，现代化生活
让人类更加舒适便利。同
时，我们用钢筋水泥，建造
出现代都市，越来越多的人
生活其中，并逐渐远离自然，
亲近自然已然成为现代人的
稀缺享受。

在古人的笔下，自然是一
个天人合一的整体。景与人不
断心灵沟通，冬去春来，风花雪
月，无不触景生情。今天，我们
进入到高科技时代，带上智能化
的设备，可以沉浸到远比现实更
美的虚拟现实，然而，幻梦之后，
却陷入河流污染、空气污浊的焦
虑之中。即使用高科技武装了我
们的生活，正像《寂静的春天》作
者所说的，一个没有鸟啾虫鸣的
世界，一个仅仅为了人类的便利
而存在的世界，最终将会成为人
类也无法生存的世界。

回望中华民族，因为有那些
熠熠生辉的华彩诗章留存，漫
长的朝代更迭便不再单调，放
眼生活中，处处生机盎然，中
华文明愈显璀璨。今天我们
在谈论保护环境、建设生态

文明时，不妨先从古诗词中感受美、
培养提高审美能力。毋须讳言，诗词
已日渐小众化，能从中有深切体会
者，也不在多数，这是无法强求的，
但通过大众化形式的包装，让更
多人通过诗词贴近自然，感受变
化，体会生命的节律，从而领略
自然之美，并由此生发出爱
护自然、保护自然的责任意
识，无疑是一件正能量的
事情。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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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了向游客展示春耕的热闹场景，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宣恩县国家级湿地公园的人行栈道旁，出现了许多栩栩
如生的稻草人、功夫熊猫、十二生肖等非物质文化艺术展品，吸引
了不少游客的目光。 罗清峰摄 （人民视觉）

大块头有“大智慧”

溪洛渡水电站是国家“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位
于四川省雷波县和云南省永善县交界的金沙江上，装
机容量1386万千瓦，是世界上已建成的3座300米级
特高拱坝之一。远远望去，溪洛渡水电站大坝是个不
折不扣的“大块头”。

但是溪洛渡赢得菲迪克“芳心”，靠的并不是
“肌肉”，而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

溪洛渡水电站工程具有窄河谷、高拱坝、巨泄
量、多机组、大洞室群、高抗震等特点，多项关键技
术超出世界已有经验，综合技术难度居世界最高水
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超然告诉笔者，溪洛渡大坝的
受力情况极其复杂，整个施工过程中，坝体的受力状
况在不断调整，各种难度指标居前。仅水推力这一项
指标，就达 1400万吨。而地震设防标准、坝身泄量功
率等指标更是居世界首位。这些特点给拱坝的施工质
量控制带来很大挑战。

为解决这一难题，三峡集团以溪洛渡大坝建设为
核心，打造了溪洛渡数字大坝，开创了国内特高拱坝
智能化建设的先河。数字大坝基于全寿命周期管理的
需要，建设了一个集网络、硬件、软件、项目参建各
方和专家团队为一体的综合性人机交互系统，其功能
涵盖了混凝土施工、温控、灌浆、金结、监测、仿真
分析、预警预控等大坝工程建设管理的全过程。

站在溪洛渡大坝坝顶，能看到很多个小盒子，盒
子里密密麻麻缠绕着线头，这些线头对应着相应数量
的温度计。除了温度计，坝体里还埋藏着多点位移
计、应力计等多种监测仪器。

“实际上这个系统管理着 2538仓混凝土浇筑信息、
3496支安全监测仪器、4723支混凝土温度计以及2.4万
米的测温光纤。”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洪
文浩说，该系统能够实现高拱坝智能管控，时刻知晓
大坝的“身体状态”，真实把握大坝建设的“脉搏”。

正是凭借智能化建设理论和体系，溪洛渡创造了
浇筑混凝土 680万立方米未出现温度裂缝的世界纪录。
国际大坝委员会名誉主席刘易斯·贝格教授评价：“中
国的创新技术在大体积混凝土结构智能化建设方面已
居世界领先地位，成功解决了‘无坝不裂’的世界难
题。”

呈现“地下迷宫”奇观

在溪洛渡水电站，还有一个世界奇观，就是遍布
在金沙江左右两岸的地下厂房洞室群，无论是洞室数
量还是尺寸，均为世界之最。

由于溪洛渡地势比较狭窄，为更少占用土地、迁
移人口，必须尽可能利用两边的山体，把厂房放在山
洞里。溪洛渡水电站总设计师、中国电建成都院副总
经理王仁坤介绍，溪洛渡地下电站是目前世界已建最
大规模的地下洞室群，在不到1平方公里内有近百条洞
室纵横交错。洞室边墙高、跨度大，其中主厂房跨度
31.9 米，尾调室高度 95 米，开挖过程中如果控制不到
位，容易引起岩体开裂破坏甚至塌方，影响施工和后
期运行安全。

为解决这一问题，项目首创了超大地下洞室群围
岩稳定与控制成套技术，成功解决了层状岩体近库岸
特大洞室群集成化布置、深覆盖层大断面竖井安全施
工等世界级难题，施工质量超越三峡工程，为同类工
程提供了开创性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泄洪技术是溪洛渡大坝的另一个大亮点。在曾经
引领世界坝工方向的欧美国家，出于坝体结构稳定性
考虑，拱坝坝身一般不开孔，著名的胡佛大坝就是如
此。溪洛渡大坝属300米级高拱坝，作为长江干流防洪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泄洪是关键问题。在两岸的泄
洪洞不足以宣泄全部洪水的情况下，溪洛渡大坝坝身
开有大量孔口用于泄洪。

“溪洛渡泄洪流量和泄洪功率远超世界拱坝最高水
平，泄洪消能综合技术难度居世界之首，成功解决了
窄河谷、高水头、巨泄量泄洪消能关键技术难题。”三
峡集团副总经理樊启祥说，项目建成了“体形精准、

平整光滑、高强耐磨”泄洪洞，为类似工程提供了新
的设计、技术和施工方案。

坚持可持续发展

“溪洛渡水电站获菲迪克奖，除了质量可靠、技术
过硬外，还在于始终贯彻了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理
念，体现了菲迪克奖的核心原则——质量、廉洁和可
持续性。”中国三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向家坝与溪洛渡
建设部副主任廖建新认为，溪洛渡水电站的建设中，

“环境”和“人”的因素体现得尤为突出。
协调可持续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水电发展的大趋

势，大型水电开发首先要处理好工程与环境的关系问
题。樊启祥说：“考虑到高坝大库带来的低温水、气体
过饱和等情况，我们在溪洛渡建设过程中采取了分层
取水等措施；在水库运行调度上，我们把大坝泄洪和
泄洪洞泄洪、电站泄流统一协调起来，尽可能减小项
目建成后对环境的影响。”

“水电工程建设是一个价值再造的过程。”樊启祥
认为，建设工程不是交付一个产品，而是创造一个具
有社会功能和市场竞争力的价值体。这个价值体要有
增值空间，它体现在工程能长期有效地安全运行，各项
功能都能充分发挥，并且能在已有基础上挖潜、提升。

实现项目所在地区域和人民协同发展，也是水电
工程永续价值的体现。笔者了解到，溪洛渡项目共为
库区新建道路超过370公里，使当地群众交通运输更加
便捷安全；新建集镇 13 个，使当地城镇化率增加了
2.5%；帮助6.1万移民脱贫致富；带动库区社会经济发
展，累计投入移民资金 36亿美元，年均增加当地财政
收入 4.2 亿美元，20 万库区群众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
高。 （据经济日报）

在 一 声 悠 长 嘹 亮 的 汽 笛 声
中，33 名中外科学家乘坐美国

“决心”号大洋钻探船，于 2月 13
日中午离开香港维多利亚港招商
局码头，前往南海目标海域，开
展由中国科学家主导的第3次南海
大洋钻探（IODP），这标志着中国
海洋科学第一个大规模的基础研究计划——

“南海深部计划”进入冲刺阶段。
南海是西太平洋最大的边缘海，也是中

国岸外最重要的深海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于 2011 年启动了“南海深部过程演变”研究
计划。这项长达8年的科学研究计划在执行过
程中，积极与国际合作的大洋钻探计划紧密结
合，利用世界先进的技术手段，在深海盆演化、
深海沉积、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等三方面深入研
究“解剖”南海，构建边缘海的“生命史”。

由中国科学家主导的第3次南海大洋钻探
是“南海深部计划”进入冲刺阶段的一个重要
篇章。在今后的近 4个月时间内，“决心”号大
洋钻探船将在南海北部海域，执行 IODP367

和IODP368两个航次的钻探任务。
据 IODP367 航次首席科学家、中科院南

海海洋研究所孙珍教授介绍，“决心”号从香
港起航后，将奔赴北纬 18.4度、东经 115.9度
附近的目标海域，计划在两个站位进行钻
探。两个站位的水深分别为 3780米和 3800米
左右，钻探目标是分别打穿800米和1300米左
右的海底沉积物，再向下钻取100-250米的基
底岩石，看看南海大陆边缘的基底岩石到底
是什么。

位于地球上低纬区的南海具有一系列深
海研究的优越性，是中国深海研究的突破口。

“南海深部计划”实施 6年来，带动中国科学家
研究深海大洋，成为整合各部门、各学科力量

共同“向深海进军”的合作平台。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 40 多家单位、400 多

名科学家参与了这一计划，已经取得了许多重
要研究进展。包括国际合作的“决心”号大洋
钻探、中国7000米载人深潜器“蛟龙”号、“海洋
六号”深拖磁测系统、宽频带海底地震仪、深
水锚系观测、海山浅钻等在内的众多先进深海
技术装备，都在南海得到了集结应用，极大地
促进了中国海洋科学与技术的融合发展。

“南海深部计划”还促使南海成为边缘海
研究的国际热点。此次“决心”号开展的第
三次南海大洋钻探，共有来自中国、美国、
德国、法国、日本等13个国家的66名科学家
参加。 （据新华社电）

在中国西南部

的金沙江下游，有

一座水电站曾获得

素有国际工程咨询

领 域 “ 诺 贝 尔 奖 ”

之称的“菲迪克2016年工程项目杰出

奖”。

这就是中国第二、世界第三大已

建水电站工程——溪洛渡水电站，其

因规模大、难度高，成为世界上最具

代表性的水电工程之一。它不仅代表

了全球大坝智能化建设的最高水准，

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水电建设强劲的

创新实力。近日，笔者走进溪洛渡水

电站，对智能大坝进行了深入探访。

图① 溪洛渡大坝下游场景。
图② 工作人员正在对溪洛

渡大坝管控系统进行检修。
图③ 溪洛渡水电站控制室

内，数字显示着大坝的运行状
态。

图为溪洛渡水电站图为溪洛渡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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