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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水力发电557

吉林省自1937年始建丰满水电站起，至1985年已建成和基本建成大型

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5万千瓦以上)3座，中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5万千瓦

以下至2．50万千瓦)1座，小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50万千瓦以下)121座。

上述125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98．99万千瓦(云峰水电站计入20万千瓦)，

设计年发电量57．58亿千瓦时。已开发水电站的站点数占可开发站点662座

的18．9％；装机容量占可开发装机容量500．81万千瓦的39．7％；设计年发电

量占可开发电能129．15亿千瓦时的44．6％。1985年，全省大、中、小水电站总

发电量36．58亿千瓦时，占全省水力、火力总发电量133．76亿千瓦时的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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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中型水电站

松花江上游丰满水电站于1937年7月动工兴建，至1945年8月日本投

降，已安装了4台机组，为吉林省最早开发的大型水电站。新中国成立后，人民

政府立即着手丰满水电站的续建，至1960年5月，第一期工程8台机组全部

安装完，总装机容量55．4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8．90亿千瓦时。1959年9

月至1967年4月，中朝两国在鸭绿江中游合建了云峰水电站，总装机容量40

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7．50亿千瓦时，双方各得其半。1975年10月至1984

年12月，在丰满水电站上游建成白山水电站第一期工程，总装机容量90万千

瓦，设计年发电量20．03亿千瓦时。1981年，中朝两国在鸭绿江云峰水电站下

游合建老虎哨水电站，设计总装机容量39万千瓦，年发电量12亿千瓦时，由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设计和施工，淹没耕地面积两国相当，发电量各得其

半，到1985年机组尚未安装。至此，吉林省可开发利用的4座大型水电站已全

部开发，已投产和部分投产的有3座，已装机容量165．40万千瓦，占大型水电

站可开发装机容量244．90万千瓦的67．5％；4站设计年发电量53．68亿千瓦

时，占可开发电能54．65万千瓦的98．2％。

中型水电站只有红石电站基本建成，该站位于松花江中游白山、丰满二站

之间，设计装机容量20万千瓦、年发电量4．40亿千瓦时。1982年9月开工，

至1985年末第一台机组(5万千瓦)并网发电。该站装机容量和设计年发电量

分别占可开发中型水电站设计装机容量(136．11万千瓦)和年发电量(34．83

亿千瓦时)的14．5％和12．6％。

1985年，大、中型水电站发电量33．35亿千瓦时，是设计年发电量52．08

亿千瓦时的64％。这4座大、中型水电站在东北电网中起着重要的调峰、调

频、调相作用，其装机容量，占东北电网已运行的大、中型水电站容量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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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水电站地处江水涛涛、群山环抱、松桦满山、风光琦丽的长白山区，是

发展养渔业，旅游业、交通事业的好地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可限量。

第一节 丰满水电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因战争的需要，加速掠夺东北地

区的水力资源。1933年，伪满洲国国务院产业部国道局治水利水科，对松花

江、鸭绿江等开始进行综合调查。1936年1"-'8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两次指

令伪满洲国政府必须在五年内在松花江上游建设18万千瓦的水电站，同年

11月，伪满洲国政府制定了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将松花江、镜泊湖、水丰3所

水电站列入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在此情况下，由日本水力发电专家本间

德雄提出了《松花江水力发电计划书》(本间报告)，并于1937年7月动工修

建。总装机10台，第一期工程建8台，容量56万千瓦。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

被迫投降，机组安装已完成了第一期工程的50％。1945年8月20日，苏联军

队进驻丰满时，以缴获战利品的名义，将已投入运行的2号、7号机组和正在

安装的3号、8号机组，及尚未安装的5号、6号机组的主体部件强行运往苏

联，只剩2台厂用机组和1号、4号机组维持最低用电需要。1946年4月11日

苏联军队撤走，同年5月28日国民党军队占据丰满，直到1948年3月8日败

退，在此期间，电站建设不仅停滞不前，且在解放前夕险遭国民党军队的破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丰满水电站的建设非常重视，邀请苏

联派专家小组帮助检查丰满水电站，1950年2月，以组长爱金别尔科、副组长

葛里戈利维奇为首的苏联专家小组到达丰满，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提出

了《丰满水电站报告》，并由苏联电业部莫斯科设计院编出了366号设计。从

1953年2月4日至1960年5月，依照366号设计安装了从苏联进口的7、8、

6、2、5号水轮发电机组，至此，丰满水电站一期工程8台机组全部安装完毕．

当年发电量27．50亿千瓦时，创历史最高水平。

一、设计

东北沦陷时期的设计：电站厂房及基础是由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内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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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博士设计。主要项目有电站的输水系统、厂房和变电所。

输水系统：布置在大坝右端21-'-'31号(自左至右排列)坝段，共埋设输水

钢管10条(其中27号坝段为挡水墙)，21,--,22号坝段输水钢管为水电站二期

工程，23号坝段埋设8号机组输水钢管，以下7-'--1号机组依次排列。另有直

径1．80米的厂用输水钢管1条。输水钢管进口直径5．60米，出口直径5．30

米，最大管壁厚36毫米，每条钢管长96．85米，输水钢管中心高程222米。引

水口前设100毫米X 180毫米矩形网格拦污栅，安装6．70X 6．70米方形钢闸

门。在坝顶设露天式远方操作固定式卷扬机。钢管末端设有蝶形阀门，内径

5．30米，最大过水能力144立方米／秒。

厂房：厂房为坝后式，布置在大坝溢流段右侧21～31号坝段后，发电机及

厂房门窗均高于可能最高洪水位199．20米；厂房长189米，宽22米，高27．75

米，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根据1934"-'1938年水文系列，丰满坝址平水年平均流

量为506立方米／秒，确定平水年平均出力27万千瓦，平均年发电量23．70亿

千瓦时；在此基础上选定安装8台竖轴式法兰西斯型水轮机，出力均为8．5Q

万千瓦；8台竖轴式回转磁界同期型发电机，总装机容量为56万千瓦，单机容

量均为7万千瓦。水轮机由日本日立公司制造3台，瑞士埃塞尔维斯工厂制造

2台，德国伏依特公司制造3台；发电机由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制造3台，德国

电气总公司制造3台，日本日立公司制造2台。厂用2台机组(1958年拆走1

台，支援国内建设)，发电机由美国西屋电气总公司制造，水轮机由瑞士埃塞尔

维斯工厂制造。水轮机设计中心间距18米，中心高程193．50米，水轮机室地

面高程198．80米；发电机定子底面高程201．80米，电站尾水位标准高程

193．00米。厂房主梁承载250吨桥式起重机。配电盘设在厂房中心。

．变电所：设在厂房与大坝之间，露天式。设有8台主变压器，单台容量7万

千伏安，三相，其中3台以220千伏输电线路向沈阳、抚顺方面送电，5台以

154千伏输电线路向吉林、长春、哈尔滨方面送电。

366号设计：苏联专家在366号设计中提出，沦陷时期原设计采用的水文

系列(1934---,1938年)较短，又适逢丰水年，确定的装机容量、保证出力和年发

电量都偏大。故366号设计提出水轮发电机组仍为8台，水轮机出力不变，机

座不变，机型重新选为P0551一BM一430，保证出力19．80万千瓦，发电机总

装机容量降为55．40万千瓦，单机容量其中2台为5．95万千瓦，6台为7．25

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20．42亿千瓦时。水轮机由瑞士埃塞尔维斯工厂制造2

台，苏联斯大林金属工厂制造4台；发电机由苏联基洛夫工厂制造5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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