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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会引发地质灾害？

杨勇：西南横断山脉河流峡谷上分
布有很多大坝地震震损高危险区，这种
风险在大型水库季节性蓄水泄洪运行以
及史无前例的规模和密集的梯级水库
布局状态下将进一步增强。

经验表明，地质构造活动区水库泄
洪过程中将增加诱发地震的可能性，
密集的梯级水库意味着上游水库的地
震损毁（不仅是大坝的影响，还有库区
山体崩塌滑坡、持续的次生地质灾
害、输变电系统等，震中 80 公里内设
施都将受到严重破坏并引发次生地
质灾害）将形成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这种风险，不仅是对社会公众的威
胁，对水电公司自身也是毁灭性的。

为了尽可能减少和避免地质风
险，应该尽快进行地质危险性研究
和风险评估，以突破性的成果支撑
水电规划和开发运行。

张博庭：水库确实可以引发
地震。水库引发地震是因为水渗
到断层里面，把断层里面的板块
摩擦力降低了，提早引发板块运
动导致地震。

所以一般水库地震都在建成
后2-3年之内，最多不超过5年，
并且震级不会超过原有震级。

水库地震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不可能特别深层，因为水
不可能渗到 10 公里以下。所
以水库引发的地震只能在 10
公里以上，汶川地震在 17 公
里，根本不可能是水库诱发
的。水库诱发地震全世界认
可的最多只有 6 点几级，只
有4次。

上世纪 70 年代，没有
水库诱发地震，但经常要搞
高压注水来释放地震，让
地震提前发出来，别变成
大震。三峡建成以后发生
了上万次小震，就是把能
量提前诱发出来。

是否会对鱼类
生存环境带来变化？

杨勇：25 道水坝，
会将奔涌的金沙江水
隔断，成为一道道“静
水”，从而“腰斩”这些
珍 稀 鱼 类 的 生 命 通
道。它会改变整个水
流的水文状况、径流
条件，这样的改变肯
定会对鱼类的生存
环境带来变化。另

外它还会阻挡鱼类的活动范围，特别是鱼类的
生活习性。

建议金沙江以及横断山脉几条大河正在
开发建设的水电规划调整装机规模和梯级数
量，除少数控制性水库，其余均按低坝设计，确
保珍稀鱼类的生存繁衍。

张博庭：实际上，这种说法完全不可能
成为事实。如果江河真的被分割成一段段
静 水 ，既 然 连 水 都 不 能 流 动 了 ，它 还 能 发
电吗？

人类对河流的利用，不能只考虑用它来发
电，还必须综合地开发，尤其要解决天然水资
源时空分布不均的矛盾。所以，我们不仅必须
要建水库，而且必须建设大水库，能把尽可能
多的洪水存蓄起来，留到枯水的旱季里使用。
现在金沙江当地的民众非常贫困，保护鱼类市
场价非常高，越是国家保护的鱼类，灭绝得越
快。水电站建设以后，一般都要增殖放流。所
以只有通过科学的开发才能保护，开发才是在
进行保护，不开发会灭绝得越来越厉害。

水电开发是否超规划？

杨勇：许多流域规划出台之前，各种工程
就纷纷上马，开始圈水运动。

比如南水北调西线计划和金沙江梯级开
发规划，就没有衔接。水电做水电的，调水做
调水的。

下游是按照现有的径流模式进行水电规
划的，一旦上游实施调水，整个水文情势都会
发生变化，导致的结果将是浪费大量的装机，
所以今后的投资浪费和水资源的争夺将是非
常严重的。

按目前水电建设规模，到 2020 年将达到
3.28 亿千瓦，电力产能的这种陡增态势，势必
会出现阶段性过剩。

张博庭：水电规划不是企业做，是国家做，
企业左右不了政府。水电开发以后才能解决
水力资源的调剂能力问题。水电不建成的话，
大水库没有，水利部门非常着急。水电和水利
其实是一条船上的，根本就分不开。

实际上，现在的问题是水电站建得还不
够，要完成中国政府对世界的承诺，2020 年可
再生能源比重要达到 15%，这其中水电装机要
达到 3 亿千瓦以上，现在节能减排任务，完全
不是产能过剩，而是还很不够。

是否导致下游水资源利用问题？

杨勇：西南城市大规模建设，产业扩张，用
水量大增，导致水资源紧张矛盾加剧。过去修
水库是为了灌溉，为了防洪。

改革开放以后，水利投入逐渐向水电倾
斜，西南地区建设了很多水库。可以赚钱，可
以为地方纳税，农业的需求就顾不上了。

如今，干流正在建，支流全建完。从飞机
上看，像蜂窝一样，密密麻麻到处都是积水塘，
水库建得太多，地表径流就没了，小气候会影
响大气候，就如感冒本身又会引起肺炎一样。
水库的无序建设也造成了上下游之间、干支流
之间相互争水。如果没有权威的调度机制，弱
势群体就会遭殃，个别地区和群体获得收益，
受损的却是整体利益。

水利应该是改善生态而不是破坏生态的
手段。如果水利设施无法具备维护农业所需
要的生态环境的综合功能，那么，修水库可能
意味着对生态更大的破坏，将会引发更多的
极端气候。

张博庭：现在干旱的时候水库放不了水，
防洪的时候水库又要泄水，导致民众对水库
意见大。

美国不会发生这种事，因为他们的水库
蓄水能力都是河流径流量的几倍，但是我们
长江的水库蓄水能力只有20%。

因为担心大洪水来，所以我们现在只
能在汛期把水留下来，等着那洪水。解决
干旱的问题只能是多留住洪水，靠上游水
库，下游干旱就往下放水。这是全世界解
决干旱的共识。

实际上这个问题不是不应该建水电
站，而是应该多建水电站。现在出现干
旱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水电建设没跟
上，也是水利建设没跟上。

金沙江上一些水电站是具有重要供
水和灌溉功能的。比如，位于金沙江大
拐弯上的虎跳峡电站和位于金沙江下
游接近平原地区的向家坝水电站。

一条流域的水资源开发是综合
性考虑的，金沙江流域主要蜿蜒穿过
横断山脉，河段两岸大多数都是陡峭
的山峦，有少量的耕地也是坡度极
大的山坡地，根本谈不上什么灌
溉。不是每个电站都必须要单独发
挥供水和灌溉功能。

开发者与环保者是否
有共识？

杨勇：我们并非如某些人所
说反对水电开发。只是认为制
约水电开发特别是西南横断山
地区一系列重大科学、环境、社
会、法律等问题尚未解决；改善
中国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效率
的政策技术路线还不十分清
晰，规划和现实完全不同，各
自为政，利益分争愈演愈烈，
江河流域截断分流越来越严
重。

张博庭：环保组织提的
建议，环保部也提出了相关
要求。满足这个要求已经
不简单了，即使没有环保
组织，环保部也是很坚决
的。

现在我们国家的环保
标准绝对比国外水电站要
高，所以说环保组织提出
的很多，包括珍惜鱼类的
保护，现在我们已经做得
非常好。

新京报记者 钟晶晶

金沙江水电开发五大争议

金
沙江为长江的上游，全长2308公里，流域面积
近50万平方公里，其干流落差3300米，水力资
源1亿多千瓦，占长江水力资源的40％以上。

目前金沙江被规划了25级水电大坝。在不久的将
来，它将成为平均不到100公里就有一座梯级水库的
世界超大水库群。

但环保者和开发者之间对金沙江水电开发涉及到
的地质、生态等问题均有明显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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