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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将提前两年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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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宜昌5月12日电（记者江时强 黄豁）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日前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说，三峡大坝提前9个月全线建成，将使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提前两年实现。 

  三峡大坝全长2309米，混凝土浇筑总量1610万立方米，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钢筋混凝土大坝。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1998年底，三峡左岸大坝混凝土开始浇筑，长度1600多米的左岸大

坝于2002年10月建成，长度660多米的右岸大坝于2003年7月开始浇筑，按目前的施工进度，2006年5月20日将

全线浇筑到设计高程，比计划提前了9个月。 

  曹广晶说，三峡工程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防洪是三峡工程的首要任务，其他工程无法替代。 

  他说，大坝建成后就基本具备了全面挡水的条件。如果长江遇到20年一遇的洪水，那么完全可以按照荆

江河段安全泄流的标准，来控制整个长江上游的洪水。如果遇到百年一遇的洪水，可以控制下泄流量不超过

60600立方米／秒，这是长江堤防经过修固后安全下泄的标准，同时大坝上游的水位不超过154米高程，提前

发挥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 

  据水利专家计算分析，如果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时已建成了三峡工程，采取合理的水库调度方

式，可使长江中下游水位平均下降约1米，长江中下游防洪形势会得到根本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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