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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坝  认  知

漫湾：大江流日月

漫湾水电站位于云南省云县和景东县交界的澜沧江中游

河段上，是云南省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也是

我国第一座由中央和地方合资建设的大型水电工程。

它的建成使云南电力工业实现了大电厂、大电网、大机组、

超高压的历史性跨越，揭开了澜沧江丰富水能资源开发

的序幕，更为云南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奠定了“西电东送”、“云电外送”的战略格局，被誉

为“八五”期间我国水电行业的“五朵金花”之一。

◎ 本专题策划 | 中国大坝工程学会　《中国三峡》编辑部

漫湾水电站泄洪    供图 /  漫湾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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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湾水电站位于中国云南省西部云县和景

东县交界处的漫湾河口下游 1 公里的澜沧江中

游河段上，距临沧 140 公里。电站于 1986 年开

建，1995 年一期建成，工程装机容量 125 万千

瓦，二期装机容量为 30 万千瓦，2004 年开工，

2007 年 5 月建成投入使用，2008 年并购田坝电

站 1 台 12 万千瓦机组，总装机容量提升至 167

万千瓦，呈“一厂三站”式分布。

漫湾水电站是云南省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

型水电站，它成功探索了中央和地方合资建设

的大型水电工程的模式，为之后的大型水电开

发积累了经验；它的建成为云南省贡献了巨大

的清洁电能，为云南经济腾飞提供了电力保障，

还为库区环境保护、当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

做出了极大贡献。

省部合办大型水电工程的开创者

漫湾水电站始建于 1986 年，这一时期正是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漫湾水电站建设之前，国

漫湾：万里澜沧第一坝

家所有重大项目建设仍是由国家安排投资，由

国家指定施工单位进行建设，水电站先上哪个

后上哪个，全由水电部统一安排。

面对一边是严重缺电的现实，一边是身边

白白流淌的巨大水能资源，云南省委省政府为

了保证漫湾水电站尽快开工建设，大胆提出了

部省合资办电的倡议，取得了国家有关部委的

积极支持，打破了完全依靠国家投资办电的旧

模式，开创了多方集资，共同办电的先例。

1984 年 5 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

京召开，一份有包括普朝柱、林元惕在内的 70

名云南代表全体签名的《请将漫湾水电站列入

‘七五’国家建设案》提交给全国人大提案委员

会。提案转到水电部，水电部早有准备。7 月，

水电部向国家计委呈报了“关于漫湾水电站列

入‘七五’国家建设计划的报告”。

9 月，水电部与云南省政府共同对漫湾电站

初步设计进行审查。其他须由云南省单独做的

诸如资金筹措、移民搬迁、对外交通建设、建材

物资准备、电站设计方案细化等也在一步步扎

◎ 文 | 吴冠宇   田宗伟   

青山绿水间的漫湾电站大坝    供图 / 华能澜沧江水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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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推进。

1985 年 4 月，国家计委批准了关于漫湾水

电站 1985 年进行施工前“三通一平”等准备工

作的请示。在云南人民和水电部的共同努力下，

漫湾水电站赶上了“七五”末班车。

1985 年 3 月，云南省电力局作为漫湾电站

业主与水电部、云南省政府签订《漫湾电站投资

包干协议》，即包生产能力、包工期、包质量、包

造价和包主材料消耗。

1986 年 5 月，电站导流洞开工“第一爆”响

起，我国第一座由中央和地方合资建设的大型

水电工程开工建设。

在几十年已经习惯于基础设施建设由中央

包干的环境里，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在全国

第一个拿出这么大一笔钱和紧俏物资来打破传

统的投资模式，那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智慧和远

见卓识的。质朴的云南人敢为天下先，实现了

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体制的新突破。漫湾水电站

由此成为中国第一座省部合资建设的水电站，

被后人称之为“漫湾模式”，漫湾大坝也被施工

人员亲切地称之为“万里澜沧第一坝”。

漫湾电站借鉴了鲁布革电站建设的经验，

实行业主制、招标投标制，打破了过去国家重点

建设中的“铁饭碗”、“大锅饭”，为后续的水电

建设积累了经验。

云南经济腾飞的电力保障

漫湾水电站建设前，云南省的经济发展受

到电力短缺制约正处于瓶颈时期。以 1993 年为

例，云南省人均装机容量不足 0.12 千瓦，不少工

厂还处于“停三开四”状态。为了给云南经济腾

飞早日“充上电”，云南省举全省之力与水电部

合资共建了漫湾水电站。

漫湾水电站一期工程投产发电后，总装机容

量占云南电力系统的 33.23%，使云南省的电力供

应增加了 30%，其中水电供应增加了 50%。根据

季节的不同，漫湾水电站在云南电网中主要承担

系统中的基荷、调频、调峰和事故备用等多项任

务。尤其是在 6 至 10 月份的丰水期，水电厂进入

大发、大方式运行阶段，期间漫湾水电站高峰时

所带负荷占云南省系统总负荷的 40%，低谷时段

超过 50%，日发电量占系统的 40% 以上，年发电

量约占系统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大大缓解了云

南电网严重缺电的局面，有力地促进了云南省的

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并且漫湾电站的投产发电以及云南省第一

条 500KV（漫湾 - 昆明）输电线路的送电成功，

云南经济腾飞的电力保障。   供图 / 华能澜沧江水电公司



72 7372 73

大  坝  认  知

使得云南电网从此跨入了大电网、大机组、大容

量、超高压的新时代，使“云电东送”“云电外

送”的目标得以实现，源源不断地将优质的清洁

电能送往广东广西等省，形成了资源省与产品

省的结合、东西部优势互补的新格局。

一方绿水青山的建设者

漫湾水电站所在的澜沧江是一条国际河流，

它的环境保护问题直接涉及下游多个国家。漫

湾电厂作为电站运营者和水库管理单位，在电

站建设及其后多年运行期间，本着对下游国家

和地区负责任的态度，高度重视库区环境保护。

自 1996 年以来，漫湾电厂投入大量资金，重点

用于库区、厂区的绿化和环境治理，库区内共

植树造林 3 万多亩，种植经济林果 90 余万株，

累计向当地政府无偿提供高经济价值生态树

种——钝叶黄檀 100 多万株；厂区绿化面积达

83 万平方米，占可绿化面积的 96%；并对施工

区域进行整治，全面清理外围域废弃混凝土堆

积物，平整场地、布设水沟、覆土绿化，实现生

产与环境协调发展。

此外，漫湾电站还建立了水库环境监测体

系，加强对库区水质和水库生态环境监测和管

理，库区生态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对库区沿岸

生产生活及自然枯死树枝等产生的库区漂浮物，

长年开展清理、外运及填埋处置工作。经过多

年的努力，库区两岸青山相映，绿水长流。

水电本身是清洁能源，漫湾水电站总装机

容量 167 万千瓦，它所产生的巨大的清洁能源每

年可节约原煤 450 万吨，可以减少二氧化硫的大

气排放量 8 万吨。而电站建成后形成了长达 70

千米的水库，库周气候更加湿润。库区优美的

自然风光和富饶的自然资源也给库周城镇的旅

游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千万民生幸福的守护者

漫湾水电站的建成不仅给云南提供了强大

的电力保障，还推动了库周城镇经济发展，给电

站移民及周边村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漫湾电厂为实现水电开发与地方经济的和

谐发展，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人畜饮水及

发展条件等多个方面对当地进行帮扶。围绕

“构建企业小和谐，促进社会大和谐”的思路，

漫湾电厂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践行华能集

团“百千万工程”云南行动计划，着力解决库区

群众饮水难、上学难、就医难、行路难等实际问

题，漫湾电厂截止 2018 年，累计投资 1500 余万

元，共援建了 8 所希望小学、14 个“人畜饮水工

程”、14 个华能博爱卫生室、7 个农村文化室和

21 个村容村貌整治，解决了近 3000 名小学生就

近入学问题，以及 24 个自然村 6000 人饮水困难，

实际受益群众 2 万余人。此外，还开展了道路

硬化、修缮工程、产业扶持、敬老院建设、民俗

文化建设等项目。漫湾电厂“挂包办”“转走访”

联系点云县于 2018 年脱贫摘帽，挂包点大田山

村也于同年脱贫出列。

经过多年努力，库区周边农村城镇呈现出

崭新面貌，以前通往各个村子的道路多是土路，

一下雨就变得泥泞不堪难以通行，而现在变成

了可供双向单车道行驶的银白色平整的水泥路

面；村子里泥胚墙、石棉瓦顶的简陋土屋变成了

一栋栋两层楼的小洋房，洋房的屋檐、房顶、外

墙还按照当地民族的传统建筑风格进行设计，

格外别致；家家户户出行都有摩托车，有的人家

的院子里还停放着小轿车。

村镇里修建、翻新了一所所学校。我们在

新村小学看到一幢幢宽敞明亮的教室楼替代了

原来四面透风的老教学楼，安全卫生营养的学

生食堂让孩子们不用再为一日三餐烦恼。按照

最流行的“小班制”进行教学，用上了先进的教

学仪器，还配备了计算机房，多媒体室。原来转

走的学生现在也都转了回来，每年的教学质量

评比在漫湾镇名列前茅。

饮水问题也得到解决。澜沧江边的很多村

寨虽然看上去地处依山傍水的好地方，但以前

这里吃水都是靠人背马驮。为了解决饮水问题，

漫湾电站投资建设了 14 个“人畜饮水工程”。其

中，柄柏组“人畜饮水工程”总投资近 7 万元，

是水电建设者启动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标志性项

目。有了取用方便的自来水，村民们开始大方

地用茶水热情地招待客人。

漫湾水电站修建时虽然以发电为单一目标，

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这座水电站向当地和云南

省贡献的已经远远不止是发电效益。它致力于改

善库区环境，守护青山绿水，带动库周城镇经济

发展，极大地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正是这

些环境、民生方面的效益让一座由混凝土建造而

成的工程充满温度、情感和人文关怀。 

漫湾电厂援建地方希望小学，解决了库区学生上学难的问题。   供图 / 华能澜沧江水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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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湾水电站是我们“中国大坝行”的第二

站。漫湾这地名我并不陌生，但它究竟在哪儿

还真不知道。上网一查，需先飞昆明转机临沧，

再乘汽车前往，光路上就得花上两天时间，想来

去一趟也颇不容易。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三月某日，我们出发了。

同行有同事小吴。去昆明的航班是在夜里，一

会儿小睡便到了。次日转机临沧是在下午，利

用上午的空闲，独自去西南联大旧址兜了一圈，

终于弄明白了冯友兰《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

究竟是“诗书器”还是“诗书丧”。

那天天气也好，空气少有的透，从舷窗只瞄

了几眼脚下的群山便到了临沧。从临沧到漫湾

路程虽远，因是 214 国道却也平坦，加之一路紫

色的三角梅夹道相映，倒也不觉疲惫。

这是千岛湖吗

一夜雨后，漫湾山谷被乳白色的浓雾笼罩，

微带寒意。电厂办公区被洗过的花木枝叶一尘

不染，一粒粒的露珠晶莹透亮。约莫八九点钟，

太阳出来了，暖而不热。“漫湾的天气真是好

啊！”“漫湾的春季天天这样呢，所以我们这里

空气好啊！”漫湾电厂办公室主任郭俊颇是自得

地说。“我还以为是老天特地欢迎我们呢！”“也

是啊，上车吧，今天带你们去看看水库，采采

风。镇长就在前面。” 

我们沿着漫湾电厂援建的漫旧公路盘旋而

上。快到山顶时，发现有几个年轻人在路边照

相。“我 们 也 下 去 看 看 吧。”郭 俊 让 司 机 停 车。

“你们看，前面便是金庸笔下的无量山。我们现

在所在的位置是云县大丙山的余脉。”

眼前的美景着实让我吃惊：两岸的群山簇

拥着一个一望无际，有着很多湖湾、大小半岛，

看上去恰似千岛湖样子的大湖。岸线曲折迂回，

环绕错落。湖水一平如镜，静若处子。对岸无

量山众多山头参差肃立，连绵不绝，山间零星地

飘浮着一层细纱般的云雾，神秘而庄严。这里

的山不似三峡拔地而起，高处察看，逶迤腾浪，

山峦如涛，思绪仿佛可随无碍的视线穿越天际

进入远古。这一刻，我感受到了何谓磅礴，何谓

深邃。

为了与水库有个亲密的接触，返程我们走的

是水路。我们在昔宜上船，在漫湾电厂专用码头

我所知道的漫湾电站
◎ 文 | 田宗伟

上岸，百里长湖估计走了一半。两岸的植被并不

是想象中那样的高大茂盛，时候既已是仲春二月，

山上却只有苦刺花零星地开着，成为夹岸两山明

艳的点缀和餐盘中的美食，众多树枝依旧直指上

苍，没有绿叶，不见晃动，萧索而肃穆。下视江

水，绿得发蓝，那真是所谓“沧江”，名实相符，只

是不见了“澜”的影子。但我知道，澜沧江在调性

上依然是雄性的，奔腾不息、咆哮如雷是它的常

态 , “澜”是基调，只不过在这里稍稍放慢了脚步

而已。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奔腾咆哮固

然壮观振人心魄，缓缓流淌静水流深也别具风味

怡人心神的，如此，澜沧江便有了节奏。倘是没

有序曲没有高潮一路高歌到底那还有什么看头。

“滇南之迤西，有江汹汹。盘江带碧，捍围苍龙。

奔腾万壑，缭绕千峰。盖西域之发派，而南海乎

朝宗。”这是清代诗人黄桂《沧江赋》中的句子。

倘是黄桂仍在，他是不是要进行续写，加上 “物

换星移，沧海桑田。巨龙卧波，高峡静而平湖起；

银线凌空，电波走而蛮荒明”呢！

据漫湾电厂办公室主任郭俊介绍，澜沧江

在云南境内有 1240 公里，落差 1780 米，理论蕴

藏量为 2550 万千瓦，共规划有 14 个水电站，而

以漫湾水电站建设最早。其上游小湾水电站、

下游大朝山水电站均已建成。

国产设备装备的电厂

我们是从坝体心脏部位——电站厂房开始

参观的，这是郭俊主任的特意安排。我们经由

交通洞进入电厂厂房，其紧挨厂房的那一段交

鸟瞰漫湾电站大坝   供图 /  华能澜沧江水电公司



76 7776 77

大  坝  认  知

通洞，匠心独具地建成了展示漫湾电厂企业文

化的文化长廊。长廊图文并茂，有声有色，非常

漂亮，路过此处没有不被吸引的。长廊全长近

200 米，有电厂简介、记忆、风采、澜沧江流域图

等十二个版块，系统记录了漫湾电厂自 1986 年

开工建设以来的发展历程。

那天 5 号机组的转子正在大修。

“你们机组的供应商是哪一家？”

“东方电机。我们电厂 90% 以上的设备皆

为国产。”

“机组功率多大？”

“有 5 台 是 25 万 千 瓦，1 台 是 30 万 千 瓦。

后来我们又并购了田坝电站 1 台机组，是 12

万千瓦。”

“机组大件更换过吗？”

“没有。水轮机、转子、定子等大件一般不

会换的，换的多是控制设备。”

走到正在运行的机组前，我习惯性走上机

组盖板，以感受机组的震动，当时我们三人都在

身上摸硬币，无奈都没找到，大家相视而笑。凭

直觉，这机组震动不大。

同事小吴是第一次进电站厂房，对这里的一

切都感到好奇，郭俊主任便领我们又参观了他们

的值班室，控制室，还下到水机室也看了看。

从水机室返回厂房，我们乘坐电梯来到了坝

顶。其时坝顶有几个工人正在做坝面油漆。站在

坝顶向上游看，水离坝顶很近，那颜色真是纯啊，

就像是一块镜面的碧玉。向下游看，江面也比较

平静，只有穿过机组的尾水掀起的几个波纹。郭

主任告诉我，溢流坝顶设有 5 个溢流表孔，外加

左岸泄洪隧洞和左岸两个泄洪中孔共同泄洪，

左、右岸两个排沙底孔也可以泄洪，各泄洪建筑

物全开时泄洪量为 16805 立方米 / 秒。

站在高处或从谷歌地球看，大坝立于反“S”

形急拐弯的下段，右岸山体岸线呈圆弧前括号

形，山体雄厚，地形坡度约 20 度至 35 度。左岸

山体如伸进江中的一个半岛，三面临江，均匀的

山坡 40 度左右，岸线呈方形前括号的样子。

漫湾大坝的地形跟三峡有点相像，倘若不

上山，拍三峡大坝全景的最好位置是在截流纪

念园，漫湾大坝前也有这么一个所在，也是在右

岸，名叫观景平台。

漫湾电站上下游均系高山峡谷，无重要城

镇、工矿企业、重要设施和较为集中的大片农

田，淹没损失小；同时漫湾电站还具有坝址工程

地质条件好，开发规模适中，距昆明等负荷中心

最近等优势，因此，漫湾水电站成为开发澜沧江

流域水能资源的第一个建设项目。 

漫湾电站库区高峡平湖。  供图 / 漫湾电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