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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传承文化，惠及民族。《江厦潮沙试验电站志} (1969 - 2∞6) 

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全站广大员工的积极参与下，经修志人员广征博采，

辛勤笔耕 ; 数易其稿，几经评审，终成全志，可喜可贺。

江厦潮沙试验电站于 1972 年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建设，是国家重要科

学研究项目;电站二期工程是"六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 电站于 1985

年建成，是中国最大的潮沙能发电站。 20 多年来，电站运行正常，科学试验

取得丰硕成果，它的建成投运，在中国潮沙能研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

意义。

《江厦潮沙试验电站志} (1969 -:2∞'5)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

指导，以生产力发展为主线，忠于史实，秉笔实录，在掌握大量翔实资料的基

础上，系统地记述了江厦潮沙试验电站 30 多年走过的曲折历程及其科学试验

过程中所获取的经验教训。 志书首尾相顾，层次分明，排列有序，记述全面，

图文并茂，简洁流畅，特色鲜明，是一部融纪实性、 技术性于一体的历史专

著，也是一本科普知识教育的教材。

随着科学发展观基本国策的深入人心，常规能源的逐渐减少及环境保护力

度的加大，可再生清洁能源包括潮沙能源的开发利用，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高度

重视并为民众普遍接受。 愿 《江厦潮沙试验电站志} (1969 - 2∞6) 的面世，

能对中国今后大规模开发利用潮沙能源提供较为翔实的资料和借鉴，为潮沙发

电更加辉煌的明天早日到来发挥应有的作用。

2∞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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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 《江厦潮沙试验电站志》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生产力发展为主线，记述江厦潮沙试验电站

的历史和现状。

二、断限，上起 1969 年建站发端，下迄 2∞5 年。

三、结构，由卷首、专志、 附录组成。 卷首设图片、序、概述、 大事记;

专志设前期工作、 工程建设、生产、科技、 管理、 职工 、 党群 、 多种经营 8

章，结构分章 、 节 、 目 、 子目 4个层次，事以类从，分类排列，横排纵叙;末

设人物录、荣誉录、 附录、编后记。

四 、 文体，语体文，记述体，述、 记、志、图、表、 录诸体并用，以志

为主。

五、站名，工程建设时期为浙江省温岭江厦潮沙试验电站工程指挥部，简

称工程指挥部 1978 年 11 月建立温岭江厦潮沙试验电站， 2∞4 年 7 月更名为

中国国电集团温岭江厦潮沙试验电站，统一使用站名江厦潮沙试验电站，简称

江厦电站或电站。

六 、 选录标准，党、 政领导简历记副站级以上 ~荣誉录》 录入县(市)

级以上单位授予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党、政、工、团每届任期以上级批准时间

为准。

七 、 资料来源，取自文书档案、 统计资料、 会议记录、 个人笔记和正式出

版的书刊，口碑资料经鉴别考证后人志。

八、计量单位，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需要用市制单位

的加括注。

九、 文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6 年 10 月 10 日重颁的 《简化

字总表》 为准;标点符号，以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6 年 6 月 1 日发布的 《标点

符号用法》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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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ì& 

概述

江厦潮沙试验电站濒临东海，位于浙江省温岭市西南的乐清湾江厦港，离

温岭市区 16 千米。 电站设计安装 6 台双向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至 1985

年年底，共安装 5 台机组，装机总容量 32ω 千瓦 [ (1 x 5∞ +lx刷 +3x7∞)

千瓦] ，是中国开发利用潮沙能源的试验基地，也是中国最大的潮沙能发电站，

在世界上仅次于法国朗斯潮沙电站(单机容量 1 万千瓦，共 24 台机组)和加拿

大安娜波利斯潮沙电站(单机容量 2 万千瓦， 1 台机组)而位居第三。

潮沙是海水受月亮、太阳引力作用而发生的周期性涨落运动，具有巨大的

能量。 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海岸曲折，港湾众多，潮沙能源蕴藏量丰富，据

1982 年潮沙资源普查显示，沿海装机容量在 5∞千瓦以上的站点 191 处，可开

发的装机容量 2158 万千瓦 可开发的潮沙能年发电总量 619 亿千瓦·时。 20 世

纪 50 年代，中国沿海地区曾建设过百余座小型潮沙电站，但绝大部分由于选

址不当 、 设备简陋、 管理不善，建成不久即停运废弃。 为了充分利用潮沙能，

建立一座规模适中的试验电站进行潮沙发电课题的研究，被列入了国家电力发

展的远景规划。

浙江省环乐清湾地区包括温岭县(温岭于 1994 年 3 月撤县设市)水力资源

和煤炭资源缺乏，水电站和火电站建设受到限制，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用电

非常紧张。 但乐清湾蕴藏的潮沙能源十分丰富，属中国沿海高潮差地区。 1959

年 10 月，沙山j朝沙动力站(1965 年 7 月改建成潮沙发电站，安装 1 台 40 千瓦

机组)在江厦港湾出口建成，树立了中国利用潮沙能源的成功范例。 当地干部

群众热切盼望利用潮沙发电，积极向有关部门提出在乐清湾建设大型潮沙电站

的建议。 1970 年 7 月，水利电力部决定由水利电力部第十二工程局组织勘测设

计队伍对乐清湾潮沙资源进行查勘并为潮沙电站选址。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勘测

研究，在温岭县支持下，最后选择正在江厦港建设的温岭县温西区七一围塘工

程。 作为潮沙发电试点工程。

@ 温西区 7 个公社联合兴建的民办公助工程，可围垦土地 47∞ 亩。 1966 年 7 月 1 日动工。 本书简

称其为"七一"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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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 3 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式批准建设江厦潮沙试验电站，并将其列

为是年国家重要科学研究项目 。 电站规模为 6 台机组，单机容量 550 千瓦，装

机总容量 33∞千瓦。 同年 6 月，水利电力部确定电站为单库双向开发，机组

作正向(水流从水库流向外海)和反向(水流从外海流向水库)运行 10 月，温

岭县筹建电站工程指挥部，开始接收"七一"塘工程 11 月，浙江省水利电力

局(1977 年成立浙江省电力局， 1979 年 9 月改名为浙江省电力工业局， 1990 年

3 月成立浙江省电力公司，与浙江省电力工业局为同」套班子。)同意大坝续

建，电站工程建设开始。 1973 年 3 月，水利电力部科技司最后确定电站安装 6

台机组，单机容量 5∞千瓦，装机总容量 3制千瓦。

电站枢纽由大坝、厂房、发电渠道、 泄水闸 、 开关站组成。 工程建设正值

"文化大革命"后期，极"左"思潮干扰，基建程序破坏，工程投资紧张，施工设

备简陋，职工生活艰苦。 但是广大工程建设者排除干扰，克服困难，发扬艰苦

奋斗精神， 1974 年 3 月完成了大坝填筑， 1976 年完成了厂房基坑和渠道开挖及

泄水闸改建， 1979 年年底钢筋混凝土厂房竣工，终于完成主体工程建设任务。

在主体工程紧张施工的同时，工程指挥部和各协作单位陆续开展潮沙能利

用、双向潮沙机组 、 防腐防污、综合利用等课题的试验研究，并取得丰硕成

果。 1980 年 5 月 4 日， 1 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单机容量 5∞千瓦) ，成为中国

第一台投入运行的双向灯泡贯流式机组。 1981 年 4 月，浙江省电力工业局决定

江厦电站二期工程 3-6 号机组改型，单机容量提高到 7∞千瓦。 1982 年 12

月， 1 、 2 号机组设计制造单位同意 2 号机组(属一期工程)单机容量提高到 6∞

千瓦。

1983 年 5 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 、 水利电力部、 浙江省

人民政府共同确定将 2 号机组发电工程和二期工程 3-6 号机组建设列入"六

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电站建设速度加快。 1984 年 4 月， 3 号机组交付运行。

1985 年 9 - 12 月， 2、 4、 5 号机组相继并网发电。 至此，电站装机总容量达

32∞千瓦，当年发电量 233.67 万千瓦·时。 同年，电站归属浙江省电力工业局

管理，由台州电业局领导。 1986 年 1 月，浙江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浙江省

科委)和浙江省电力工业局联合召开江厦潮沙试验电站成果评审会，宣布江厦

电站建成，预定的各项攻关内容圆满完成。 同年 5 月，电站获国家计委、 国家

经委、国家科委和财政部的联合表彰。 1987 年 4 月"江厦潮沙试验电站工程

设计和研究"项目获第二届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号机组的投产发电作为发

生在 20 世纪的世纪性大事，被镑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甫道铭文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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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厦电站建成以后，即转入边发电生产、边改造完善的发展轨道。 生产管

理制度逐渐完善，劳动组织更加合理，技术改造有序展开，设备技术状态良

好，设施安全可靠，生产能力逐步提高，发电量稳中有升。

1988 年 10 月，浙江省电力工业局批准江厦电站从当年 l 月开始由事业单

位改为企业单位。 1994 年开始，台州电业局每年下达安全目标和承包经营指

标，均全面完成。 1997 年，浙江省电力公司和台州电业局决定在江厦电站开

展安全文明生产达标活动。 电站弘扬"文明、求实、拼搏、 创新"的企业精神，

强化基础管理，开展文明生产，整治环境、设备，使企业面貌焕然一新。 1999

年 7 月 16 日，江厦电站通过浙江省电力公司组织的"双达标"考评验收， 2∞1 

年 5 月 29 日通过"双达标"复查，然后乘势开展"创一流"活动，管理工作再上

台阶，整体素质明显提高。

2∞2 年年底，电力体制改革实施厂网分开，江厦电站划归中国国电集团

公司，由其子公司龙源电力集团公司管理。 在改革过程中，电站实现了平稳过

渡，做到队伍稳定 、 安全稳定、生产稳定。 2∞3 年开始，江厦电站落实中国

国电集团公司"做实、 做新、做大、 做强"的工作方针，开展"管理效益年"活

动 、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三项制度改革，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绩。

2∞3 年发电量列历史第二 1 月 1 日开始，上网电价大幅度提高，当年实现扭

亏为盈。 2∞4 年战胜特大自然灾害 14 号强台风(云娜) ，发电生产仍创好成绩，

利润继续增加 7 月 20 日，电站更名为中国国电集团温岭江厦潮沙试验电站。

2∞5 年，发电量超过 2ω3 年， 6 号机组建设工程批准立项。

江厦电站工程是国家重要科研项目，电站以科技立项，以科技为业。 在建

设过程中，预定的科技攻关项目圆满完成。 建成后继续开展科学试验，成果丰

硕。 潮位预报和水库调度的研究成果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在潮沙能特性、防

腐防污、 综合利用和新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试验，为电站的安全生产和可持

续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也为今后兴建潮沙电站及相关的海洋工程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

江厦电站培育了一支具有丰富潮沙发电经验的职工队伍，独立承担潮沙电

站的运行、检修、技术改造和科学试验。 电站每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以提

高职工队伍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支持职工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通过

自身努力得到综合发展。 全站职工享有各种民主权利，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实

施标志着企业民主管理有了重大进展。

纵观江厦潮沙试验电站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创业、 改革创新、不断进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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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工程建设时期，建设者们战天斗地，历尽艰辛，在荒僻的海滩上建起中

国最大的潮沙能发电站口 建成以后，克服设备故障多、资金匮乏、技术力量薄

弱等困难，长期保持安全运行，投产 20 多年，依然具有旺盛的生产能力 。

1980 - 2∞5 年，共发电1.281 亿千瓦·时，其中 1986 - 2∞5 年共发电 1 . 198 亿

千瓦·时，年均发电量 598.78 万千瓦·时，而 2∞1 - 2∞5 年各年发电量均超过

ω万千瓦·时，年均发电 641.19 万千瓦·时。 同时，电站充分发挥了潮沙发电

试验基地的作用，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 长期的实践证明，只要坚持安全生

产，坚持科学试验，坚持改革创新，江厦潮沙试验电站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将继续为中国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充分利用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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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i己

1969 年

11 月 28 日 温州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煤水电组副组长陈楚庄撰写

《关于要求在浙江乐清湾勘测设计潮沙发电厂的报告》上报水利电力部和浙江省

革命委员会D

1970 年

7 月 30 日 水利电力部下达 [ 1970 J水电电字第 17 号文，指示水利电力部

第十二工程局(以下简称十二工程局)革命委员会组织"三结合"工作组，对乐清

湾潮沙资源进行查勘。

10 月 14 日 十二工程局向水利电力部和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上报《关于选

择乐清湾为潮沙电站的试点工程的查勘报告》。

1971 年

1 月 十二工程局组织勘测设计队伍进入乐清湾工作。

12 月 18 日 十二工程局革命委员会和温岭县革命委员会向国家科学技术

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科委)、水利电力部和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上报《关于建造

潮沙发电试点工程一--江厦电站的报告~，要求选择正在江厦港上建设的"七

一"塘工程作为潮沙发电试点工程。

1972 年

1 月 10 日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向国家科委和水利电力部上报

《关于要求建造温岭江厦潮沙试验电站的报告》。

3 月 10 日 国家计划委员会下达[ 1972J计字第 27 号《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

发展计划~，在"一九七二年重要科学研究项目计划"中，列入"水利电力潮沙电

站"项目 。

10 月 温岭县革命委员会指定陈继良、张德修、潘雪梅等负责筹建江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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