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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仁坤，中国电建所属成都院专家委
员会主任，国家卓越工程师、全国工程勘
察设计大师。主持攻克了300米级特高拱
坝结构、抗震及地基处理等一系列世界级
技术难题，创建了特高拱坝设计方法体
系、安全控制成套技术及配套设计标准，
填补了多项国内国际空白，引领了筑坝技
术攀登水电“珠峰”，被誉为“我国
特高拱坝设计领域的技术带头人和领军
人物”。

潜心研学矢志科技报国

结缘水利，立志治水兴能。1 9 8 6

年，王仁坤硕士毕业进入成都院工

作，参与设计二滩水电站，并承担国家

“七五”“八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作

为我国首座突破200米大关的高坝工程，

二滩工程被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评选为1998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二滩所

积淀形成的完整成熟体系，为后来拱坝设

计提供了“二滩模式”。

随着西部大开发、西电东送战略的实

施，成都院众多重大的水电工程加快了前

期研究论证的进程，为王仁坤及成都院工

程师团队提供了广阔舞台。“水电人大展

拳脚的时代到了。”王仁坤倍加珍惜，如

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在攻克难题和创新应

用中锤炼本领，也更加坚定了科技报国、

为民造福的理想。

为全面系统提升自己，2002年，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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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带着工程中的问题和思考，师从著名水

利水电专家、两院院士潘家铮，攻读清华

大学博士学位。在近40年职业生涯中，他

先后主持或设计了国内外20多个大中型

水电工程。其中，溪洛渡、锦屏一级等巨

型工程都已建成投产，为引领水电技术进

步、推动水电事业长足发展、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

高坝优化成就“大国重器”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是王仁坤

干事业的匠心“密码”。优秀的设计离不

开超前的设计思维和系统的设计理念。拱

坝是适合狭窄河谷修建、安全性与经济性

均较优越的坝型。溪洛渡水电站是当时国

内仅次于三峡工程的世界第三大水电站，

双曲拱坝高285.5米，装机容量1386万千

瓦，是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

作为设计总工程师，王仁坤经常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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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我们设计的拱坝是不是既安全又经

济？”“建基面抬高，减少开挖和混凝

土，能保证安全吗？”类似这些问题，经

常在他头脑萦绕。夜深人静，王仁坤仿佛

又听到了遥远江河的呼唤，他决心走一条

新路，闯一片天地。于是，他从最具挑战

性的拱坝建基面下手，以查清坝址地质条

件为基础，紧紧抓住大坝与地基相互作用

及影响的辩证关系，经过巨量数值分析和

物理模型验证，在无数次摸爬滚打之后，

创新性提出了特高拱坝合理建基面设计方

法与评价体系，力求锻造出安全可靠、环境

和谐、资源节约、经济合理的精品工程。

这一创新成果运用于溪洛渡设计优

化，较可研批准方案节省直接投资约6亿

元。溪洛渡拱坝优化设计报告被潘家铮院

士称为“高坝设计宝典”，为锦屏一级、

大岗山、叶巴滩、孟底沟、白鹤滩等一系

列特高拱坝设计及优化提供借鉴。

筑坝技术领跑全球水电

拱坝被认为是坝工界最复杂的建筑

物。300米级特高拱坝，挡水荷载巨大，

加上特定的地质地震和枢纽泄洪等要求，

给设计带来许多世界级难题。水电界有

“三峡最大、锦屏最难”的说法。锦屏一

级虽坝址处河谷狭窄，但地质条件复杂，

且左岸中上部地基条件极差，解决不好将

卡住锦屏“脖子”，305米的世界第一高

拱坝便无从谈起。王仁坤带领团队，大胆

突破国际常用的安全论证方法，将大坝与

地基作为一个整体，创建了特高拱坝安全

控制方法体系与成套技术，完成了世界最

大规模、最复杂的坝基处理工程。锦屏一

级工程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它和溪洛渡

水电站作为中国水电引领全球的里程碑工

程，荣获工程界“诺贝尔奖”——菲迪克

杰出工程奖。

突破关键技术是工程建设的核心。大

岗山坝址区地震基岩设计水平峰值加速度

为大坝工程世界最高。高坝遇到强地震，

能否“泰山压顶不弯腰”呢？王仁坤通过

专题研究论证，确保了300米级特高拱坝

结构抗裂和工程抗震，为高地震烈度地区

高坝建设探索出重要成果。王仁坤率领团

队完成的300米级特高拱坝安全控制关键

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2013年，四川

芦山7.0级地震发生时，

刚浇筑完成110米的大岗

山大坝安然无恙；2022

年，泸定突发6 . 8级地

震，距震中仅21公里的

大岗山正常发电。

有 标 准 才 有 话 语

权。工程规模和技术不

断突破，对适用于200

米内坝高的原规范进行

修编，显得刻不容缓，王仁坤（站立者）与团队研究论证工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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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坝设计工匠”王仁坤再次挑起重任。

在系统总结吸收新理论、新方法、新结

构、新材料、新工艺基础上，他主持修

编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拱坝设计新标准。

“水风光储”服务双碳战略

“双碳”战略科学有序推进，日益成

为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引擎，能源转型正深

刻加速变革，风、光、储等清洁能源迈入

高速发展的黄金期。如何将“间歇性”的

风光新能源从传统的“垃圾电”转变为稳

定经济的清洁能源，成为王仁坤需要攻克

的又一能源“卡脖子”工程。

王仁坤带领成都院水风光储规划研究

团队，从2010年开始研究水电、风电、光

伏和蓄能电站的特性，创新性提出水风光

储多能互补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方案，共

享水电工程水库的调蓄功能及电力外送通

道，成功解决了西南新能源开发的难题，

并促进川藏地区四个清洁能源基地纳入国

家“十四五”规划。2022年，成果被推广

应用到全国其他流域。

依托西南水电“大国重器”建设形成

的产业集群优势，以及水风光储一体化多

能互补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经验，将领航国

内清洁能源开发，并帮助“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全面升级电力基础设施。

王仁坤在水电建设上造诣深厚、贡

献突出，入选2023年院士增选有效候

选人名单。在灾害治理、护卫安全等方

面，他同样展现出担当意识和深厚的专

业功底。

2018年11月3日，白格滑坡再次堰塞

金沙江。堰塞坝高达百米，满蓄库容达

到7.7亿立方米。王仁坤敏锐地意识到，

如果不加处置，下游将遭受巨大损失。

“国家有难，我们不上谁上！”王仁

坤在应急抢险会议上坚定地说。为了更全

面、及时了解第一手资料，他顾不上高寒

缺氧，紧急奔赴现场调查研究。这种风范

和力度，既与他几十年工程建设积淀有

关，更与他多次参与包括汶川大地震在内

的抢险排险经历有关。

经过科学研判与充分论证，王仁坤与

团队提出堰塞体开挖泄洪槽、降低溃堰损

失方案并被采纳实施，抢险救灾工作取得

了胜利。在国家安危面前，王仁坤十余天

少眠不休，再次挑战身体极限，以一腔爱党

报国热情，彰显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

对待工作，王仁坤全心投入；面对荣

誉，他却常说，虽然自己是院技术总指

挥，但这些成绩，都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

果，是这个伟大时代赋予的使命。已到

退休年纪的王仁坤，永远是个赤诚“战

士”，守望壮阔无比的山川、无比热爱的

事业，持续为重大工程和国家战略工程建

设，为解决国家重大战略水电项目关键

技术问题贡献智慧和力量。江河上游，

峡谷深处，高原腹地，依旧有他忙碌的

身影……

   （转自“电建微言”公号，2024年2月1日）

王仁坤（右1）在叶巴滩水电站现场勘察地质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