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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防洪与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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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概述了三峡工程在长江流域防洪中的重要地位，简要介绍了枟三峡水库优化调度方案枠，结合 ２０１０
年三峡工程实际防洪调度运行，分析了三峡工程的防洪调度效果，探讨了与水库防洪调度相关的几个问题，
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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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三峡工程是长江治理开发的关键性工程，是长

江综合防洪体系的骨干工程，在长江中下游防洪体
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经过 １７ 年的建设，三峡工程已
经建成，可以发挥规划的防洪、发电、航运等功能。
２０１０ 年汛期，三峡工程迎来了建成以来首次较大洪
水的考验。 通过精细调度、科学调控，三峡工程的防
洪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有效减轻了长江中下游的防
汛压力，有力保障了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安全。
2　三峡工程在长江流域防洪中的地位
2．1　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形势

长江是一条雨洪河流，流域内雨量丰沛，多年平
均年降水量约 １ １００ ｍｍ，但地区分布差异较大，总
的趋势是自东南向西北递减。 降水量年内分配也不
均匀，５—１０ 月的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７０ ％ ～
９０ ％。 流域内洪水主要由暴雨形成，暴雨出现时间
一般中下游早于上游，江南早于江北。 由于暴雨发
生季节的差异，一般年份干支流各河洪峰互相错开，
中下游干流可顺序承泄中下游支流和上游洪水，不
致造成大的洪灾。 但如果气象异常，上下游、干支流
洪水遭遇，就会形成大洪水或特大洪水；暴雨量大、
历时长，则导致中下游干流洪水峰高量大，高水位持

续时间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长

江防洪问题，开展了大规模的防洪工程建设，并取得
了巨大成就。 特别是 １９９８ 年长江大洪水后，国家投
入大量资金又一次对长江干堤进行了全面加固，长
江中下游的防洪能力有了较大提高。 但是，仍然存
在以下突出问题。

１）长江的洪水来量远远超过中下游各河段的
安 全 泄 量。 自 １１５３ 年 以 来， 宜 昌 流 量 超 过
８０ ０００ ｍ３ ／ｓ的有 ８ 次。 近代城陵矶以上干流和洞
庭湖的汇合洪峰流量在 １９３１ 年、１９３５ 年和 １９５４ 年
均超过 １００ ０００ ｍ３ ／ｓ，而目前的安全泄量，上荆江只
有 ６０ ０００ ～ ６８ ０００ ｍ３ ／ｓ， 城 陵 矶 附 近 约
６０ ０００ ｍ３ ／ｓ， 汉 口 约 ７０ ０００ ｍ３ ／ｓ， 湖 口 约

８０ ０００ ｍ３ ／ｓ。 洪水来量大与河道泄洪能力不足的
矛盾十分突出。

２）在三峡工程兴建前，荆江河段遇特大洪水还
没有可靠对策，可能发生毁灭性灾害。 如果遇 １８６０
年或 １８７０ 年型洪水，荆江河段运用现有荆江分洪工
程分洪后，尚有 ３０ ０００ ～３５ ０００ ｍ３ ／ｓ 的超额洪峰流
量无法安全下泄。 无论荆江南溃还是北溃，均将淹
没大片农田和村镇，造成大量人口伤亡，特别是北溃
还将严重威胁武汉市的安全。 特大洪水的威胁仍然
是心腹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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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长江中下游蓄滞洪区内人口多，安全建设滞
后，实施分洪十分困难，一旦分洪损失很大。 湖区及
支流堤防工程仍存在薄弱环节和隐患，堤防缺乏必
要的安全监测和抢险设备，技术手段落后，防洪形势
依然严峻。
2．2　三峡工程的防洪地位

长江中下游防洪保护区面积 １１．８５ ｋｍ２ ，区内
约有人口 ０．９７ 亿人，耕地 ６ ７５０ 万亩，有多处重要
的商品粮基地，沿江有宜昌、荆州、岳阳、武汉、黄石、
九江、安庆、芜湖、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和武汉钢铁
集团、宝山钢铁集团、江汉油田及一批大型化工厂、
大型电厂等重要的工业企业，京广、京沪、京九、焦枝
等铁路从区内通过，是我国精华地区之一。

三峡工程的第一任务是防洪。 三峡水库正常蓄
水位以下库容为 ３９３ 亿 ｍ３ ，其中防洪库容为
２２１．５ 亿 ｍ３ 。三峡工程具有控制长江上游洪水、削
减洪水来量的优越地理位置，水库防洪库容较大，在
保证中下游防洪安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长江防
洪体系中不可替代的主要组成部分。 长江上游干支
流水库至三峡坝址未控区间是我国著名的川西暴雨

区，该地区的洪水是支流水库所不能控制的，必须利
用三峡工程控制，从而有效控制荆江河段流量，解决
荆江河段行洪安全问题。 因此，三峡工程的防洪作
用是上游干支流水库所不能替代的。

三峡工程建成后通过水库调蓄，长江中下游的
防洪能力将有较大的提高，特别是荆江地区的防洪
形势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１）荆江地区，若遇百年一遇及以下洪水，通过
水库拦蓄洪水，可使沙市水位不超过 ４４．５ ｍ，不需
启用荆江分洪区；遇千年一遇或 １８７０ 年型洪水，可
控制枝城流量不超过 ８０ ０００ ｍ３ ／ｓ，配合荆江地区蓄
滞洪区的运用，可使沙市水位不超过 ４５ ｍ，从而保
证荆江河段与江汉平原的防洪安全。 此外，由于水
库拦蓄、清水下泄，使分流入洞庭湖的水沙减少，可
减轻洞庭湖的淤积、延长洞庭湖的调蓄寿命。

２）城陵矶附近地区，通过三峡水库调蓄上游洪
水，一般年份基本上不分洪（各支流尾闾除外），若
遇 １９３１ 年、１９３５ 年、１９５４ 年和 １９９８ 年型大洪水，可
减少本地区的分蓄洪量和土地淹没。

３）武汉地区，由于长江上游洪水得到有效控
制，从而可以避免荆江大堤溃决后洪水直趋武汉的
威胁。 此外，三峡工程建成后，武汉以上控制洪水的
能力除了原有的蓄滞洪区容量外，还增加了三峡水

库的防洪库容 ２２１．５ 亿 ｍ３ ，大大提高了武汉防洪调
度的灵活性。
3　三峡水库防洪调度及实践
3．1　三峡水库优化调度方案

三峡工程初期运用以来，防洪、发电、航运、生态
及中下游用水等各方面都对三峡水库调度提出了新

的要求。 根据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第 １６ 次会议精
神，水利部及时组织长江水利委员会研究提出了
枟三峡水库优化调度方案枠 （以下简称枟方案枠），并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经国务院批准实施。

枟方案枠在防洪调度方面，考虑到三峡工程初步
设计主要采用的是对荆江河段防洪补偿调度方式，
重点是防御荆江特大洪水，难以适应中下游地区的
现实要求。 因此在初步设计阶段研究基础上，通过
拟订荆江与城陵矶不同补偿方式以及分析其对水库

泥沙淤积、水库淹没等方面的影响，提出了在保证枢
纽大坝安全和不降低荆江防洪标准的前提下，合理
兼顾对城陵矶防洪补偿的调度方式。

枟方案枠提出的对城陵矶防洪补偿调度方式，将
三峡水库防洪库容 ２２１．５ 亿 ｍ３

自下而上分为三部

分。 第一部分库容约 ５６．５ 亿 ｍ３ ，直接用于城陵矶
地区防洪，相应库水位为 １５５ ｍ；第二部分库容约
１２５．８ 亿 ｍ３，用于荆江地区防洪补偿，相应库水位
为 １７１ ｍ；第三部分库容约 ３９．２ 亿 ｍ３，用于防御荆
江特大洪水，相应库水位为 １７５ ｍ。 在遇到三峡上
游来水不很大而城陵矶附近（主要是洞庭湖）来水
较大，迫切需要三峡水库拦洪以减轻防洪压力的情
况下，三峡水库运用预留的 ５６．５ 亿 ｍ３

防洪库容

（库水位 １４５ ～１５５ ｍ），按控制城陵矶（莲花塘）水
位 ３４．４ ｍ（保证水位）进行防洪补偿调度。 在运用
上，首先用第一部分防洪库容调蓄洪水，按控制城陵
矶水位不超过 ３４．４ ｍ 进行调度；蓄水至 １５５ ｍ 后，
即不再考虑城陵矶防洪补偿的要求，改按只考虑荆
江地区的防洪补偿要求调度。 蓄水至 １７１ ｍ 后，则
按遭遇特大洪水时荆江河段在分蓄洪措施配合下安

全行洪进行调度。
3．2　2010 年三峡水库防洪调度实践

２０１０ 年长江汛情具有降雨过程多、强度大，汛
情来势猛、范围广，洪水涨幅大、超警戒水位多，洪灾
类型多、损失重等特点。

２０１０ 年汛期，在遵循枟方案枠的基础上，三峡水
库调度运用增加了对中小洪水的调度实践。 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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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游发生中小洪水时，根据适时雨水情和预测
预报，在三峡水库尚不需实施对荆江或城陵矶河段
进行补偿调度，且有充分把握保障防洪安全时，三峡
水库可以相机进行调洪运用” 。

为应对 ２０１０ 年长江主汛期 ５ 次洪水过程，三峡
水库实施了 ５ 次拦洪调度，累计拦洪 ２３０ 多亿 ｍ３。
第一次在 ６ 月中下旬，两次集中强降雨先后导致两
湖水系多条河流水位超警戒水位，三峡水库于 ６ 月
２０ 日开始拦蓄长江上游洪水，以减轻中下游防洪压
力，库水位抬高约 ５ ｍ，最高达到 １４９．８３ ｍ，拦蓄洪
水 ２０ 多亿 ｍ３。 第二次在 ７ 月中旬，由于上旬长江
中下游地区发生集中降雨，水位迅速上涨。 ７ 月 １１
日，三峡水库最大入库流量达 ３８ ５００ ｍ３ ／ｓ，控制下
泄流量 ３２ ０００ ｍ３ ／ｓ，削减洪峰流量 ６ ５００ ｍ３ ／ｓ，库水
位抬高约 ４．５ ｍ，最高达到 １４９．６ ｍ，拦蓄洪水
２０ 多亿 ｍ３ 。 第三次在 ７ 月 ２０—２２ 日，三峡水库入
库洪峰流量达 ７０ ０００ ｍ３ ／ｓ，通过控制下泄流量，为
下游防洪削峰约 ３０ ０００ ｍ３ ／ｓ，库水位迅速上涨，２２
日 １９ 时上升至 １５８ ｍ，拦蓄洪水约 ７３ 亿 ｍ３ 。 第四
次在 ７ 月 ２４—３０ 日，受长江上游嘉陵江等支流的强
降雨影响，２４ 日三峡入库流量开始转涨。 为腾空库
容迎接新的洪峰，三峡水库加大下泄，２７ 日库水位
降至１５６ ｍ。 ２８ 日高达 ５６ ０００ ｍ３ ／ｓ 的洪峰抵达三
峡大坝，三峡水库控制下泄流量在 ４０ ０００ ｍ３ ／ｓ 左
右，库水位连续攀升，３０ 日凌晨 ３ 时达到 １６０．２３ ｍ，
创 ２０１０ 年汛期水位新高，拦蓄洪水约 ２４ 亿 ｍ３ 。 第
五次在 ８ 月 ２１—２７ 日，受上游强降雨影响，三峡入
库流量出现转涨，入库超过出库，三峡水库按
２５ ０００ ｍ３ ／ｓ流量控泄，水库水位从 １４７ ｍ 上升至
１６０ ｍ 以上。 综合考虑减轻库尾泥沙淤积以及未来
可能出现的降雨过程，８ 月 ２７ 日三峡水库下泄流量
逐步加大至 ３０ ０００ ｍ３ ／ｓ，之后按 ３０ ０００ ｍ３ ／ｓ控泄。
此次洪水，三峡水库拦蓄洪水 ８０ 多亿 ｍ３ 。

２０１０ 年汛期，通过科学调度三峡水库，有效避
免了长江上游洪水与中下游洪水叠加给沿岸造成的

安全威胁，缓解了中下游地区的防洪压力。 比如，
７ 月２０ 日 ８ 时，三峡迎来建库以来最大的入库流量
７０ ０００ ｍ３ ／ｓ，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办公室通过滚动
会商、精细调度，将三峡水库下泄流量控制在
４０ ０００ ｍ３ ／ｓ，削减洪峰流量 ３０ ０００ ｍ３ ／ｓ，削峰 ４０ ％
以上，降低长江中游干流沿线水位 ０．４５ ～２．５５ ｍ，
使中下游河段特别是沙市和武汉河段未超警戒水

位，中下游干流堤防无一处险情发生，长江中下游的

防汛压力得到有效缓解。 如果没有三峡水库拦洪削
峰，这次洪水过程将使沙市和城陵矶的洪水位接近
保证水位，沿线将需要调配大量的人员巡堤查险，防
洪的压力、消耗与风险将明显增大。

２０１０ 年三峡水库调度运用在遵循枟方案枠的基
础上，通过对中小洪水的科学精细调度，较大地发挥
了三峡工程的防洪、发电、航运、枯期补水等综合效
益，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安全
的环境，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无疑是巨大的。 ２０１０
年三峡防洪调度合理兼顾了对城陵矶防洪补偿，这
一有益尝试为进一步优化三峡水库防洪调度方式积

累了宝贵经验。
4　三峡水库防洪调度相关问题探讨
4．1　关于三峡水库入库洪水与动库容调洪

水库调洪计算的方法一般可分为坝址洪水静库

容法和入库洪水动库容法。 三峡水库入库洪水与坝
址洪水相比，具有洪峰峰值增大、出现时间提前、洪
量集中等特点。 动库容能较好地反映洪水进入水库
后蓄水量的实际情况，但动库容除与库区河道地形
有关外，还与入库洪水类型及组成、调度方式、坝前
水位、水库特性等因素有关，影响因素复杂。

三峡水库动、静库容调洪均可满足设计阶段水
库调度计算的要求，但水库建成后，楔形库容是客观
存在的，在今后的水库调度中应积极完善三峡入库
洪水动库容调洪计算模型。 入库洪水过程线由回水
末端的入库洪水与水库区间洪水两部分组成，应进
一步增加对区间洪水的观测，以获得准确的水库洪
水资料。

以往对动、静库容调洪的研究已经说明，遇百年
一遇、千年一遇洪水时虽然三峡水库的动库容拦洪
量小于静库容拦洪量，但枝城的最大流量在百年一
遇洪水时均为 ５６ ７００ ｍ３ ／ｓ，千年一遇洪水时均小于
８０ ０００ ｍ３ ／ｓ，且三峡最高水位控制在 １７５ ｍ，亦即三
峡水库 ２２１．５ 亿 ｍ３

防洪库容是偏安全的。 即使采
用动库容调洪，也能够达到规划制定的防洪要求，从
而满足长江中下游整体防洪体系的需要。

目前， 长江水利委员会已建立三峡 水 库
ＭＩＫＥ１１ 水动力学预报调度模型，模型采用水动力
学方法，模拟库区水面线的变化来实现动库容的调
洪计算。 在 ２０１０ 年三峡水库防洪运用的实践中，对
动、静库容调洪进行了对比研究，计算成果与实测吻
合较好。 从实际应用效果来看，动、静库容调洪具有

71２０１１年第 １３卷第 ７期　



较好的精度，均可满足水库调度的要求。 如要进一
步考虑水库调度后库区水面线的实际情况，则需要
采取动库容调洪方法。 因此今后还需在资料积累的
基础上，不断完善动库容调洪模型，并考虑适当增加
入库控制站，以获取相对准确的入库洪水资料。 　
4．2　关于水库蓄水对重庆河段泥沙冲淤及回水

的影响

　　随着长江上游干支流水库的逐步建成，三峡入
库泥沙的减少对减轻库尾特别是重庆市主城区段的

泥沙淤积有较大作用。 但水库蓄水也会相对增加重
庆河段泥沙淤积，特别是对于大水大沙年或小水中
沙年的水库蓄水方式需要进一步研究，并持续加强
观测。

天然情况下，重庆主城区河段年内演变规律一
般表现为“洪淤枯冲”。 在三峡水库围堰发电期和
初期运行期，重庆主城区河段尚未受三峡水库壅水
影响，属自然条件下的演变。

试验性蓄水期重庆主城区河段受三峡库区蓄水

影响较小。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全河段淤积
泥沙 ２９５ 万 ｍ３ ，淤积主要集中在长江朝天门以下河
段；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９ 月 ５ 日，全河段淤积泥沙
２４４．６ 万 ｍ３ 。 从冲淤分布来看，长江干流朝天门以
上、 以 下 河 段 分 别 淤 积 泥 沙 １２７．９ 万 ｍ３、
１３１．７ 万 ｍ３ ，嘉陵江段则冲刷泥沙 １５ 万 ｍ３ 。

据三峡水库试验性蓄水的观测资料分析，当三
峡坝前水位低于 １６０ ｍ 时，寸滩以上库段基本不受
三峡水库蓄水影响，９ 月中旬—１０ 月中旬重庆主城
区河段仍然保持较强的走沙能力，泥沙主要淤积在
清溪场以下库段。 汛后当三峡坝前水位超过 １６０ ｍ
时，壅水逐渐影响到主城区河段，特别是当坝前水位
超过 １６２ ｍ 时，朝天门以上河段受壅水影响明显。
随着坝前水位的逐渐抬高，重庆主城区河段天然情
况下汛后河床冲刷较为集中的规律则被水库充蓄、
水位壅高、流速减缓的新情况所改变，河床也由天然
情况下的冲刷转为以淤积为主。 汛后的河道冲刷期
相应后移至汛前库水位的消落期，随着坝前水位的
逐渐消落，重庆主城区河段逐渐恢复天然状况，河床
逐步转为以冲刷为主。

由于目前泥沙观测时间尚短，对于库尾局部淤
积碍航规律还需进一步观测验证。 从数学模型分析
结果看，对于大水大沙年或小水中沙年还应注意水
库蓄水方式，尽可能增加汛后走沙的时间。 随着长
江上游干支流水库的逐步建设，三峡入库泥沙将减

少更多，库尾段（特别是重庆市主城区段）的泥沙淤
积情况得到很大改善，同时明显降低变动回水区洪
水位。
4．3　关于三峡水库对城陵矶防洪补偿调度

为充分发挥三峡水库的防洪作用，三峡水库对
城陵矶补偿调度是必要的，也是现实可行的，且随着
上游水库的建成，对城陵矶补偿预留的防洪库容还
有条件进一步增加。

２０１０ 年汛期，根据长江中下游防洪形势和现实
需求，三峡水库 ５ 次拦蓄洪水，充分发挥了防洪作
用。 虽然 ２０１０ 年汛期三峡水库尚未按控制城陵矶
（莲花塘）水位 ３４．４ ｍ 进行防洪补偿调度，但从三
峡水库的控制调度过程和效果看，兼顾对城陵矶的
防洪补偿调度方式是现实可行的。

三峡水库兼顾对城陵矶防洪补偿调度，只要科
学合理地设置好对不同地区补偿的库容，拟定合理
的调度方案，在现阶段长江水文预报技术水平基础
上，可以做到既不影响荆江地区设定的防洪标准，又
进一步降低城陵矶的洪水位。

实施城陵矶防洪补偿调度，汛期三峡水库蓄水
几率将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增加库区泥沙淤积。
自有实测资料以来，城陵矶水位超过 ３４．４ ｍ 的年份
较多地出现在 ２０ 世纪末及 ２１ 世纪初 （分别为
１９９６、１９９８、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年等年份），经对 ２０ 世纪以
来的洪水年份进行还原后推算，按城陵矶（莲花塘）
水位 ３４．４ ｍ 为控制补偿调度，三峡水库平均约 １０
年运用 １ 次。 分析表明，三峡水库采用对荆江或对
城陵矶补偿调度方式对库区泥沙的淤积总体上差别

很小。
鉴于上游已建和在建许多水库拦沙和水土保持

减沙的作用使得三峡入库泥沙减少，以及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长江中下游分洪损失越来越大等情况，在
既保证荆江河段防洪目标的实现，又不增加库区淹
没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三峡水库的防洪潜力，在长江
中下游遇到大洪水，中下游防洪形势较为严峻时，三
峡水库对城陵矶进行补偿调节，减少中下游的分洪
量，减轻中下游防汛压力，是十分必要的。 汛期洪水
调度过程中，根据水情预报，推算的长江中下游干流
主要控制站 ２ ～３ 天的水位误差基本上在厘米级，并
通过滚动预报和分析不断进行校验修正，为三峡水
库高效发挥控泄作用、取得比较理想的防洪效果提
供了保障，使三峡水库的防洪调度达到了比较精细
的程度。 从现阶段各控制站水文预报的技术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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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看，城陵矶防洪补偿调度是可行的。 今后，应结
合上游水库的不断建成，深入研究对城陵矶补偿的
控制运用条件以及进一步扩大第一部分防洪库容的

可能性，充分发挥三峡水库对一般洪水的防洪作用，
同时深入研究对一般洪水调度水库蓄水几率增加后

的水库泥沙淤积及下游的冲刷问题。
4．4　关于三峡蓄水对长江中下游水文情势的影响

三峡水库对径流的调节与拦沙后清水下泄对长

江中下游及两湖水情会带来影响。 清水下泄是一个
长期不断发展的过程，对中下游蓄泄关系、江湖关系
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加强观测与研究。 当前应特别关
注水库蓄水对中下游特别是两湖的影响。

三峡工程建成后，长江年入海总水量没有改变。
由于水库调蓄作用，中下游 ９—１１ 月多年平均流量
较建库前减小，１２ 月—次年 ５ 月下泄流量有所增
加，尤以最枯季节增幅较大。 受此影响，长江中下游
干流低水位出现时间提前，持续时间增长，年最低水
位平均值有所抬高；因水库蓄水及荆江河道冲刷影
响，致荆南三口洪道断流时间提前，断流天数增加；
蓄水期间，洞庭湖、鄱阳湖区及汉江等支流下游水位
不同程度地受到干流水位降低的影响。

由于三峡水库蓄水集中在 ９ 月和 １０ 月，拦蓄水
量相对较大，中下游干流 １０ 月平均水位较天然情况
降低。 如遇来水偏少年份，与三峡蓄水影响相叠加，
中下游水文情势改变将更加突出。 同时，干流水位
降低导致两湖出流加快，相应湖区水位下降，使得两
湖枯水期有所提前，枯水时段延长。

三峡水库运用后，因水库拦截大部分泥沙，相当
长时期内出库泥沙将有较大幅度的减少。 清水下泄
导致坝下游河道发生长时期、长河段的冲刷，冲刷强
度从上段向下段逐步发展。 由于中下游河道各河段
在各个时期冲淤程度不同，各河段泄流能力可能发
生不同的变化，相应引起水位的变化。

5　建议
１） 加强三峡工程投运后对长江中下游的影响

及对策研究。 鉴于上游来水来沙、坝下游河道冲淤、
江湖关系变化等的不确定性以及三峡工程蓄水运用

后对长江中下游的影响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加
之三峡工程对防洪、河道、供水、灌溉、生态环境等方
面的影响还需不断地深入认知，因此，需加强对长江
中下游的专门监测和分析工作，不断深化三峡工程
运用后对长江中下游河势变化、江湖关系的影响及
对策研究。

２）加强三峡水库综合利用及优化调度研究。
三峡工程投入运行后，遇特殊干旱年份对中下游用
水和长江口段压咸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以往研究
不够。 今后随着长江流域内用水量以及跨流域调水
量的增加，防洪、发电、供水、航运和生态等各方面矛
盾可能进一步加剧。 应加强研究，及时调整和优化
调度运用方式，并研究缓解此类问题的对策措施，提
高三峡水库综合利用效益。

３）加强三峡与长江上游干支流水库统一调度
研究。 需优化和完善水库群统一调度方案，加强中
长期径流预报和汛限水位动态控制技术研究，合理
安排上游干支流水库群的蓄、泄水时机，充分发挥上
游干支流水库群对长江中下游的防洪作用和整体综

合效益。
４）建立以三峡水库为骨干的水库群联合调度

运行保障机制和政策。 水库群的联合调度将增强流
域水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力，拓展流域综合效益，建议
建立跨地区、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应急机制和补偿机
制，在国家层面制定促进长江上游水库群联合调度
运行保障机制和政策，确保三峡工程及上游水库群
能够充分发挥综合效益。

（下转 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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