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10 月 30 日，杨房沟水电站大
坝首仓混凝土开始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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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四川省大凉山深处的雅砻江流
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砻江
公司”） 杨房沟建设管理局， 门口岩壁上
“贡献绿色能源服务国家发展”12 个大字
熠熠生辉。 6月 30日，杨房沟水电站首台
机组并网发电，第二台机组设备数据正在
检测，3、4号机组也在紧锣密鼓地安装。

杨房沟水电站位于凉山州木里县境
内的雅砻江中游河段，坝高 155 米，电站
总装机容量 150 万千瓦， 多年平均发电
量约 68.56 亿千瓦时，工程总投资约 200
亿元。 该电站于 2015 年 7 月 13 日正式

开工建设，2018 年 10 月 30 日大坝首仓
混凝土开始浇筑，2020 年 12 月 17 日大
坝全线浇筑到顶，2020 年 12 月 30 日开
始下闸蓄水，计划于 2023 年全面竣工。

作为国家清洁能源重大工程， 以及
国家和四川省重点电源项目， 杨房沟水
电站是国内首个百万千瓦级 EPC 水电
项目， 也是雅砻江中游第一个并网发电
的水电工程。 该电站并网发电，对优化四
川电网电源结构，助力绿色低碳发展，促
进受电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凉山州脱
贫地区走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杨房沟水电站库区所处的凉山州木
里藏族自治县和甘孜州九龙县，为经济
欠发达的地区。 电站建设有力推动了当
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并迅速提高了
当地第二、 三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
比重， 优化了以第一产业为主的产业结
构，形成当地重要的经济辐射点。 过去五
年间， 杨房沟水电工程带动投资超过 75
亿元，采购当地建材超过 6 亿元。

如今， 杨房沟水电站周边交通条件得
到极大改善。 电站建设前，当地仅有简易
的林场道路和依附于雅砻江边悬崖绝
壁的羊肠马道可供通行。 如今，一条全
长 91.3 公里的三级公路（卡杨公路）贯
通重峦叠嶂的山脉，连接电站对外公路
直达西昌。打通雅砻江中游梯级电站建

设瓶颈的同时， 卡杨公路成为当地群众
的对外交通路和致富路， 彻底改变了当
地农产品无对外运输通道的历史。

木里县县长伍松说：“如果不是因为
杨房沟水电站的开发， 麦地龙乡不可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通上这么便捷的水
泥路。现在沿线几个乡镇每年四五千万
产值的松茸可以非常方便地送到市场，
电站建设为我们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以及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 ”

根据测算， 雅砻江流域风光资源开
发预计总投资约 1600 亿元，建设期贡献
税费预计 160 亿元， 每年可直接带动当
地就业超 5500 人；全部投产后经营期每
年可缴纳税费约 20 亿元，可持续带动就

业超 12000 人。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祁宁春介绍，杨房沟水电站
建设期间，雅砻江公司坚持以“开发一座
电站、带动一方经济、改善一片环境、造福
一方百姓”的思路，稳步推进杨房沟水电
工程建设、生态环境、电力生产筹备等各项
工作，高标准、高质量打造一流精品工程。

随着雅砻江流域清洁能源基地列入
国家“十四五”规划，雅砻江公司正肩负
着更大的历史重任。 祁宁春表示， 以风
电、 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开发需要新一
轮“加速跑 ”，赋予了雅砻江流域清洁
能源开发更加广阔的舞台和空间 。 雅
砻江公司将借鉴 “一个主体开发一条
江 ”经验，推进雅砻江流域风光资源集
约化开发，打造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互补
绿色清洁可再生能源示范基地，助力构
建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为
我国实现 “碳达峰 、碳中和 ”目标提供
有力保障。

“同时， 我们将持续探索清洁能源与
生态环保有机结合的新机制，助力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绿色转型、推动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雅砻江公司还
将持续发挥好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的表率作用，坚持以工程帮扶、产业帮扶
为主，继续加大帮扶力度，着力推进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助力脱贫地区
走向全面振兴。 ” 祁宁春介绍。 ((苏苏南南))

在我国百万千瓦级水电项目中，雅砻江
公司率先在杨房沟水电站采用 EPC（设计、
施工总承包）模式建设，是一次“大胆”的模
式创新，被业内誉为“第二次鲁布革冲击”。

我国水电建设早期管理模式主要采
用“自营式”管理模式，即由一个主管部门
下的设计院和工程局设计施工，建成后移
交给电厂。 自上世纪 80 年代“鲁布革冲
击波”（公开招标引入竞争）后，我国水电
建设全面进入 DBB （设计-招标-建造）
建设管理模式， 雅砻江二滩水电站便是
其中的代表性工程。

近年来，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逐步深
化、水电开发成本越来越高，雅砻江公司
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在杨房沟水电项目上
创新采用 EPC 模式。 该模式将设计、科
研、施工单位深度融合，最大限度整合资
源，最大程度挖掘强强联合的巨大潜力，
提升工程效率和效益。

“传统水电建设管理模式，设计是上半
场，施工是下半场，无形中‘延长’了建设周
期。杨房沟是设计施工联合‘跑全场’，更是
‘拧成一股绳’。 ”中国电建水电七局华东
院杨房沟总承包常务副经理陈雁高告诉

记者，在“全场”赛道上，设计和施工充分发
挥一体化优势， 将设计院的严谨思路、技
术优势和施工单位的现场经验、 设备资
源充分整合，共同服务工程建设。 例如，
杨房沟水电站的每张设计图纸都要经过
工程管理部及具体实施工区共同会签，
主动吸纳施工工区的意见并融入设计方
案。重大施工组织设计报审前，由设计会
签，确保施工方案实现设计意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杨房沟水电站开
工以来，工程建设安全和质量“零事故”，较
合同工期提前近 1 年下闸蓄水， 提前 6 个
月机组并网发电， 工程投资全面受控。
“以地下厂房建设为例，一般同等规模的
水电站地下厂房开挖、支护最快需 30 个
月， 而杨房沟水电站通过设计与施工多
方面深度协同融合， 创新运用地质监测
预报等先进手段，只用了 26 个月就完成
了地下厂房的开挖、支护。 ”华东院杨房沟
副总设计师魏海宁对记者表示，EPC 总承
包因其特有的优势， 在国际工程中已成
为工程建设普遍采用的组织管理模式。

杨房沟水电站 EPC 模式产生了“1+
1>2”的效果，创造了多项国内纪录：首

次研发大型水电工程 EPC 模式大坝智
能建造质量智慧管理系统， 首次在大型
水电工程总承包建设期实施全范围、全
过程设计监理， 首次建立了大型水电工
程总承包完备、高效、可靠的设计监理管
理制度和流程等。

“EPC 模式较好解决了以前水电建设
中设计、施工‘两层皮’的问题，设计与施
工完全融合为一体，提高了工作效率。 以
往水电建设过程中经常出现超出投资概
算的问题，而杨房沟项目不仅没有提高投
资金额，反而有 5%-10%的结余。 ”杨房沟
建设管理局局长曾新华对记者坦言。

“杨房沟水电站是我国大型水电 EPC
项目‘第一个吃螃蟹’的。 ”长江委监理中
心总监杨剑锋说，“从目前监测数据看，其
建筑物工作状态良好，外观质量得到专家
高度评价，可谓水电行业建设精品。 ”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理事长张野
评价：“杨房沟水电站率先开始的大型水
电工程 EPC 建设管理的探索与实践，为
新常态下水电市场转型升级提供新的发
展方向， 对于未来我国水电建设具有示
范意义”。

杨房沟水电站单独运行时具有日调
节性能， 与两河口水电站联合运行时具
有年调节性能。 通过两河口水库的蓄丰
补枯、联合补偿调节，杨房沟水电站平枯
期电量将达到 30.9 亿千瓦时，占多年平
均发电量的 45%，水量利用率大幅提高。

四川电网水电比重大， 且多为径流
式水电站，水电丰、枯出力变幅较大，易
引起季节性缺电。 杨房沟水电站可为四
川电网提供丰枯期较为均匀的电力，改
善四川水电丰枯出力悬殊的状况， 有利
于提高枯水期供电能力、 优化四川电网
电源结构。 同时，可以发挥良好的调峰作
用，提高电网运行质量，有利于电网系统
经济运行。

测算显示， 杨房沟水电站 4 台机组
全部投产后， 每年发出的清洁电能相当
于西藏 2018 年的全社会用电量， 足够
544 万辆家用电动汽车全部行驶 1 万公
里；每年贡献的绿色电能，相当于节约标
煤消耗约 230 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约 475 万吨，减少二氧化硫约 3.4 万吨。

通过雅中±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包括杨房沟水电站在内的雅砻
江中游梯级电站在满足四川电网需求
的前提下，还可向华中等长江经济带覆
盖地区输送大量清洁能源。 通过发挥大
型水电站的调节互补能力，还可以将雅
砻江流域丰富的风电和光电打捆外送，
实现清洁可再能源的协同开发。 源源不
断的清洁电能为沿长江省市产业基础
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提供能源保障，
对构建国家绿色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
系、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以及推进长江
经济带建设、成渝经济圈协调发展和新
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都具有重要
意义。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党委副书
记、 总经理彭程提出， 雅砻江流域具备
“水风光” 一体化开发运行的优异条件，
充分发挥流域水库长周期储能能力，与
风光“任性”结合起来，以社会成本最优
模式开发流域“风光”新能源，为以新能
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作出探
索，在全国率先示范，形成可借鉴、可复
制、可参考的模式。

雅砻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
山南麓，流经四川省甘孜州、凉山州、
攀枝花市，干流全长 1571 公里，天然落
差 3830 米， 在全国规划的十三大水电
基地中排名第三。

根据国家授权，雅砻江公司全面负
责雅砻江梯级水电站的建设和管理 。
经过综合分析和科学论证，该公司确
立了雅砻江流域水能资源开发“四阶
段”战略。 杨房沟水电站是雅砻江中
游首个投产发电的梯级电站，“龙头”
水库两河口水电站也将于年内投产发
电。 杨房沟水电站首台机组发电后，雅
砻江公司已投产水电装机超过 1500 万
千瓦，全流域水电开发完成过半。

为助力我国减碳目标实现，雅砻江
公司在水能资源开发“四阶段” 战略的
基础上， 提出了流域新能源及抽水蓄
能开发“四阶段”战略。 根据最新研究
成果，雅砻江流域沿岸 60 公里范围内，
可开发风电和太阳能 4000 万千瓦左
右、抽水蓄能电站 1000 万千瓦左右，与
常规水电合计装机规模可达 8000 万千
瓦左右，相当于四个三峡水电站。 全面
开发完成后，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绿色清
洁能源基地 ， 每年可贡献清洁电力

2200 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原煤消耗约
1.2 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2.3 亿吨。

目前， 雅砻江流域绿色清洁能源基
地已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是我国九大清洁能源基
地之一。 “雅砻江清洁能源基地的特点
是 ‘水风光’ 互补， 关键和基础在水
电。 ”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党委书
记、董事长郑声安说，风电和光电具有
间歇性、波动性、随机性和离散性，水电
的优势在于为风光的开发利用提供关
键支撑，提高“风光”质量和利用效率。

郑声安提及的“关键和基础”目前
正驶入“高速路”。 据了解，雅砻江中游
卡拉、 孟底沟等水电站已核准在建，牙
根一级、牙根二级、楞古等三座水电站
前期工作有序开展；上游“一库十级”规
划正在积极推进， 雅砻江全流域呈现
“首尾呼应、多点开花、全江联动、有序
推进”的生动格局。

两河口水电站首台机组也将于今年
发电，其水库调节库容为 65 亿立方米，
与二滩、锦屏形成三大控制性水库，总
调节库容可达 148 亿立方米， 联合运
行可以实现流域水电的多年调节，能
更好地调节风电、光电的波动。

国国内内首首个个百百万万千千瓦瓦级级 EEPPCC水水电电项项目目——————

雅雅砻砻江江杨杨房房沟沟水水电电站站并并网网发发电电

在杨房沟水电站坝顶， 记者见到了刚
刚从大坝取出来的 28.15 米混凝土长芯，
其穿过 8 个浇筑层、7 层水平施工缝面、56
个浇筑胚层，竟看不到一点连接缝隙。 这
根混凝土长芯， 不仅刷新芯样世界纪录，
更是杨房沟水电站智能建造的一个缩影。

在流域梯级水电站开发建设的经
验、成果基础上，雅砻江公司开展智能建
设关键技术的研究和快速、 全面推广应
用，形成基于 BIM（建筑信息模型）的杨房
沟水电站智能建设平台。这是国内水电首
个智能建造平台，实现了电站全过程数字
化建设管理。 通过该平台，杨房沟水电站
实现了国内水电行业第一个工程档案的
数字化、自动化，工程竣工并网时可同步
生成一个与实体工程一致的“数字电站”。

通过构建统一的工程数据中心，杨
房沟水电站智能建设平台整合了设计管
理、质量管理、进度管理等业务数据，并
集成智能温控 、智能灌浆 、水情测报等
智能建设应用 ， 实现了大型水电工程

EPC 项目的设计施工一体化管控。 同时，
利用三维数字化建模， 集成工程实施进
度、质量检测和验评、工程量和投资信息
等，实现了电站建设全过程数字化管理。

EPC 联合智能建造，不仅改变了传统
水电建设智慧管理的碎片化状态，形成了
覆盖全工程、全要素、多角色、多层级、全
生命周期、多源数据全面采集共享的 EPC
项目智能建造统一平台，更创下多个“首
次”：首个全面运用三维数字化协同设计
施工一体化技术和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
技术， 首次实现大型水电工程全过程数
字化质量验评， 首次实现水电工程电力
文档在线归档， 首次系统梳理水电工程
数字化配套管理考核制度体系等。

杨房沟水电站的创新成果目前共获
得 12 项省部级奖励 、28 项实用新型专
利、3 项发明专利。 其中，“杨房沟水电站
EPC 工程数字化技术综合应用” 获得中
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电力数字化工程
（EIM） 大赛特等奖，“杨房沟水电站大坝

智能建造质量智慧管理系统” 获得了第
四届全国质量创新大赛 QIC-Ⅴ级奖（最
高奖），“基于总承包模式的大型水电工程
设计管理研究与应用”获得中国电力建设
企业协会 2020 年度电力创新奖一等奖。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登华评价，杨房沟
水电工程智能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是国内水电行业首个覆盖工程全体、全
生命周期的智能建造统一平台， 走在了
行业前列，可作为行业标准范本推广。

清洁能源总量相当于四个三峡，
流域开发提速

优化电网电源结构，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落地

依托电站项目建设，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打造国内水电首个智能建造平台，
实现电站全过程数字化建设管理

大胆采用创新模式建设，
被誉为“第二次鲁布革冲击”

杨房沟水电站的雅砻江中游鱼类增殖放流站 杨房沟水电站大坝泄洪

2020 年 12 月 17 日，杨房沟水电站大坝全线浇筑到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