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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 泥公河流域持续发展与

水资源整体多目标利用研究

何大明 张家祯

(云 南省地理研究所
,

昆明 6 5 0 2 2 3) (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

北京 1 0 01 01 )

仁摘要口 分析澜沧江
-

— 泪公河的水文地理特征
、

社会经济条件及水资源开发利用 目标与相关环境

问题的时空差异性和互补性
,

提出水资源整体多 目标开发利用优化方案
,

以减少环境危害
,

促进流域

区可持续发展
。

[关键词 ] 澜 沧江— 泪公河
,

持续发展
,

水资源多目标利用

引言

澜沧江 一泪公河 ( 中国境内称澜沧江 )是中国和东南亚地 区最 为重要 的国际河流
,

流域

内生活着 6 0 00 余万人
,

拥有 丰富的 自然资源
、

广阔的市场和众多的发展机遇
,

目前 已成为国

际 丘众多国家
、

国际组织关注和投资的热点地区
〔 ,

’
3习。

按亚洲开发银行 ( A D B )组织的
“

大泪公

河次区域合作计划
” 日 〕 ,

直接影响地域 2 32 余万平方公里
,

人口超过 2
.

2 亿
,

使大范围内的自然

环境
、

社会和经济状况都将发生巨大变化
。

1 9 9 5 年 4 月 5 日
,

下循公河四国签署的《泪公河流

域持续发展合作协定户
〕 ,

为该流域区的持续发展注入 了新机
。

由于该流域区的合作历来以水

资源开发利用为主线展开
,

水 电
、

灌溉
、

航运
、

环境治理和生态维护多目标冲突与协调问题在各

流域国之间和流域国内各部门之间长期存在
,

而且愈演愈烈
。

因此
,

全流域水资源系统的整体

多目标开发利用和管理即成为推进该区域持续发展的关键
。

澜沧江— 媚公河流域的自然和

社会经济条件
、

水资源分布和开发利用 目标及利用类型
、

有关水问题的成因及危害等方面
,

时

空变化极大
,

是进行水资源整体开发和管理的合作基础
。

据初步分析
,

如果以水资源多 目标综

合利用为目的进行整体规划和管理
,

将能源开发集中在澜沧江干流和下循公河支流
,

在洞里萨

湖修建拦河闸堰
,

在渭公河三角洲修建泄洪道
,

在大城市与人 口和耕地集中而易遭受洪水危害

的干流两侧兴建防洪堤
,

并加强水文
、

气象预测和预报
,

则下泪公河流域的电力需求及灌溉
,

洪

水
、

咸水入侵以及土壤酸性化等水危害问题
,

在很大程度上均可得到解决
,

而无需兴建庞大的

下泪公河干流梯级电站 (水库 )
,

这不仅可 以避免大量的资金投入
、

大规模的移民和土地淹没
,

而且可以阻止大坝对泪公河水生生物的危害
,

促进流域持续发展
。

2 水文地理特征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云南省科委和 省应用基础研究基金资助项目
.

本文于 1 9 9 6 年 1 月 5 日收到
.

DOI : 10. 16262 /j . cnki . 1000 -8217. 1996. 03. 011



第 3 期 何大明等
:

澜沧江— 泪公河流域持续发展与水资源整体多 目标利用研究 2 0 1

澜沧江— 媚公河源于中国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杂多县唐古拉山脉北麓拉赛贡马山

( 又名寨错山 )
,

面积为 0
.

4 km
Z 、

海拔 5 1 6 7m 的小冰 川仁6 , ,

自北而南流经中国
、

缅甸
、

老挝
、

泰

国
、

柬埔寨和越南 6 国
,

干流总长 4 8 8 0 k m
,

流域面积 81
.

o x l 少 k m
Z 。

在中国境 内称澜沧江
,

出

中国境称循公河
。

它是地球上最为典型的南北向河流
,

包括了除沙漠以外地球上所有的自然景

观和气候类型
,

各种形态的水文过程均存在
。

全流域的民族分布
、

社会形态
、

经济水平
、

水资源

开发利用方式与程度
,

以及水环境问题等多种多样且地域变化大
。

从河源至河 口
,

流经了从寒

带到热带的干冷
、

干热和湿热多种气候带
。

流域形状和河流水系发育主要受经向和纬 向构造体

系埋藏断裂
、

褶皱轴等多种控制
,

河流的走向和水系展布多变川
。

河川径流补给类型 在昌都以上为青藏高原区
,

以地下水和冰雪融水补给为主
,

地表水与

地下水各占 50 %
,

河水位与气温变化有较好的相关性
,

3一 10 月为汛期
,

集中全年 75 %的降水

量
。

昌都至功果桥
,

为横断山高山峡谷区
,

地形破碎
,

耕地稀缺
,

有干旱和洪水 问题
,

山地灾害

多
,

属雨水和地下水混合补给类型
,

兼有少量冰雪 融水补给
,

水文特征呈过渡性
。

功果桥至桔

井
,

为亚热带
、

热带气候
,

雨水补给为主
,

河川径流的变化与降水密切相关
。

流域的东坡为西南

季风的迎风坡
,

自北而南分布有多个暴雨中心
,

是入海径流的主要来水 区
,

也是下媚公河流域

洪水的主要来水区
。

该段河川径流年 内和地区分配及变化差异大
。

全流域水资源及相关资源开发目标 在中国的青海和西藏境内部分
,

属高海拔高寒区
,

河

川径流小
,

地广人稀
,

开发 目标以畜牧业为主
,

林业及旅游业为辅
,

流域的主要功能是维护生态

环境
;
在云南段的澜沧江中上游地 区

,

开发 目标以水 电
、

矿产为主
,

以灌溉
、

旅游为辅
,

主要治理

目标是河谷生态环境退化和水土流失
;澜沧江下游 ( 自糯扎渡电站以下 )至万象

,

开发目标以航

运
、

旅游
、

热带生物资源为主
,

水 电
、

山区综合开发和边境贸易为辅
,

流域自然功能主要是热带

生物多样性保护
,

尤其是下媚公河回游鱼类产卵区保护
; 万象以下

,

开发 目标 以灌溉
、

渔业
、

防

洪为主
,

以水电
、

航运
、

旅游为辅
,

流域自然功能主要是维护泪公河水生生物多样性和减少三角

洲咸水入侵
。

总之
,

全流域水资源利用类型
,

在万象以上
,

以非水量消耗型为主 (如水电
、

航运 ) ;

万象以下则以水量消耗型为主 (灌溉
,

阻止海水入侵 )
。

另一方面
,

澜沧江— 泥公河的水资源系统有两大特点
:

总水量丰富
,

本身不缺水
,

但因时

空分布及水需求差异大而产生水资源短缺问题
,

可以通过流域水资源的合理调度予以解决
,

不

需从外流域引水
;流域内的耕地

、

城镇
、

经济中心
、

洪水
、

干旱和有关水环境灾害等
,

均沿该狭长

流域呈南北向分布在 4 88 0 k m 的干流两侧
,

水需求及水环境 问题均不可能在全流域同时发

生
,

为水资源的优化调度和综合利用以满足社会
、

经济和生态环境多 目标需求提供了较大的时

空范围
。

因此
,

我们可以按上述开发目标和流域 自然功能的区域差异
,

进行水资源整体多目标

开发利用和管理
,

以促进该流域的持续发展
。

3 水力资源协调开发

从长期综合效益与不利影响分析
,

修建大坝并非明智之举
,

这种观点已 日益得到共识
。

目

前
,

一些发达国家正在走出
“

大坝兴建时代
”
8j[

。

但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
,

尽管他们对大坝的规

划
、

兴建
、

管理以及处理环境生态问题的技术
、

经验均不及发达国家
,

但由于迅速发展的社会经

济和人口增长的需求
,

兴建大坝仍不可避免
。

据 D an ice P
.

B ea dr ( 1 9 9 5) 分析川
,

在 90 年代
,

大

坝建设速度是每年 35 0 个
,

以亚洲最为突出
,

如 1 9 9 3年 1 月所建 1 1 29 个大坝 中
,

中国有 27 5

、 砚
甲尸J甲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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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

土耳其 1 6 4个
,

朝鲜 一0 9 个
。

澜沧江— 泪公河流经的全是发展中国家
,

近几年因社会经济的高速稳步增长
,

对能源和

电力的需求巨增
,

年增长率均高于 10 % l0[ 〕
,

而其巨大的水电潜力将成为主要的电力来源
。

据

19 8 0年水电资源普查结果
,

澜 沧江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为 36
.

56 G W
。

下泥公河 (不含缅甸部

分 )流域理论水 电潜力为 37
.

0 G W
,

51 %集中在老挝
,

33 %集中在柬埔寨
,

剩下约 16 %分布在

泰国和越南
。

全流域干流总落差约 5 06 o m
,

91 %集中在澜沧江
。

流域 内的电力开发有 50 年的历史
。

早在 1 94 6年
,

在中国云南境内澜沧江中游的支流西洱

河上建成了装机 40 0 k w 的天生桥电站
。

80 年代以来
,

澜沧江的水力开发转入以干流为主
。

至

今
,

装机 1 50 0 M W 的漫湾电站已建成发 电
,

装机 1 35 0 M W 的大朝山电站即将动工兴建
,

装

机 4 2 00 M W 的小湾 电站已进入可行性研究阶段
,

装机 1 50 0 M W 的景洪电站 已进入准备进

行可行性研究阶段
。

下泪公河的水 电开发较复杂
,

尽管自 1 9 5 7 年循委会成立以来
,

一直将水 电

工程作为主要的水资源开发目标
,

36 年内对干流梯级 电站作过三次大的规划调整
,

但 因受到

多种因素制约
,

仍仅限于支流的水电开发
。

因而下循公河干流迄今未有大坝建成
,

从流域持续

发展而言
,

并非坏事
。

澜沧江与下帽公河 自然和社会经济的极大差异
,

决定 了水电开发的巨大差 异
。

表 1 为

1 9 94 年计算的澜沧江 8 个干流梯级和下媚公河 n 个干流梯级的综合指标 . ’ 〕 ,

从表中看 出
,

澜

沧江的总装机为下帽公河的 1 05
.

5%
,

而总投资仅为下帽公河的 33
.

53 %
。

按总装机 15 0 00

M W 概算
,

下媚公河要比澜沧江多投资 1 62
.

15 亿美元
。

每 k w 造价
,

澜沧江仅为 5 03 美元
,

而

下泪公河为 1 5 84 美元
,

为澜沧江的 3 13 %
。

每 M W 迁移人 口
,

澜沧江仅 4
.

8 人
,

而下嵋公河

( 只计算有移民数字的 7 个电站 )约为 5
.

9 人
,

若按泪委会秘书处 1 9 9 。年规划总装机 21 3 50

M w 的 n 个梯级概算川〕
,

平均移民 38
.

50 人 /M W
,

为澜沧江的 8 02 %
。

下循公河淹没损失也

比澜沧江的高
,

表 1 中 9 个干流梯级平均 (含耕地和林地 )为 1 3
.

5 7 h a/ M N
,

为澜沧江 8 个干流

梯级平均值 (耕地淹没 )0
.

62 h a/ MW 的 2 1 89 %
,

其中上丁水库淹没损失为澜沧江平均值的 8

56 1%
。

自 1 9 5 7 年至 1 9 9 4 年初
,

媚委会一直将巴蒙 ( P a M o n g ) 电站作 为首选电站给予最高优

先权
,

以其 1 9 8 7 年选择的巴蒙 2 10 优化指标对比
仁̀ 3」,

总装机 2 25 0 M W
,

单位装机容量投资 1

06 6 美元 k/ W
,

单位能量投资 2
.

50 美分 k/ W h
,

每 M W 淹没土地 27
.

l ha
,

每 M W 迁 移人 口

19
·

1 人
,

仍 比澜沧江的梯级平均指标高
。

从全流域电力市场需求看
,

泰国需求最大
,

要靠外部输入
,

而中国的云南和老挝均有大量

电量可供输往泰国
。

同时
,

除泰国与其他少数几个城市 (如胡志明市
、

金边
、

万象 ) 外
,

最大的能

源消耗是广大农村的农业和生活供能
。

这类问题因用户分散
,

不集 中
,

最好的办法是开发支流

电站
,

并辅之以其他可再生能源
,

如太阳能和生物质能源
,

而不是建大电站和大电网
,

这对减少

下泪公河的森林砍伐
、

减轻水土流失和洪水危害
、

增加地下水
、

改善生态环境均有显著效益
。

以

售 电价格看
,

据 1 9 9 5 年 3 月泰国电力局向老挝南俄河 亚购电的协议
,

购入价格为 4
.

55 美分 /

kw h
,

约合人民币 0
.

40 元 k/ w h
。

据以往估算
` ’

,

” ,

按 1 9 9 2年价格从景洪电站向泰国送 电
,

在清

莱府的成本约 0
.

24 1 元 k/ w h
,

送至曼谷约 0
.

30 元 k/ Wh
。

按 1 9 9 3年底价格估算
,

送至泰国麦

l) 云南向泰国送电方案咨询报告
,

云南省电力发电工程学会
,

1 9 9 3 年 3 月
.

2) 开发澜沧江下游水电资源向泰国送电研究
,

云南省科学学研究所
,

1 9 9 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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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约 0
.

3 8 2 元 / k w h
。

2 0 0 0 年
,

云南可向泰国送电 6 0 0 MW
,

2 0 1 0 年可达 3 0 0 0 MW 以上
。

可

见
,

澜沧江梯级不仅有电向下泪公河输出
,

而且从经济效益分析
,

也是可行的
。

表 1 澜沧江— 渭公河干流梯级电站综合指标对比

梯级电站 装 机

( M W )

投 资

(百万美元 )

淹没土地

( h a /M W )

迁移人 口

(人 / M W )

造 价

(美元 / k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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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泥公河

栋 沙 宏

班 库

沙耶武里

北 宾

松 博

琅勃拉邦

巴 莱

清 刊

巴蒙
“
A

”

上 丁

洞里萨湖

、 5 6 9

2 0 3 1

90 8

14 0

5 3
.

0 8

1 1
.

4 5

1 0
.

0 9

~ 媚委会认为
,

1 9 9 4 年在下循公河 2 0 00 多公里的干流上新规划 出的 n 个梯级 (表 1)
,

其

中 9 个
“

显示较好前景
” ,

尽管其总装机仅约 14 0 00 M w
,

而淹没却达 1 90 0 00 ha l[’ 〕
。

新规划中

的一些数据比以往泪委会秘书处的规划出入很大
。

以移民为例
,

循委会成立以来一直作为最优

先考虑兴建的巴蒙工程
,

1 9 9 0 年秘书处的
“

最优研究
” ,

装机 2 2 50 MW 时移民 43 0 00 人
,

新规

划的
“
A

”

方案装机 2 0 31 M W
,

移民骤减至 23 2 60 人
。

总装机容量仅减少了 9
.

7%
,

而移民却减

少了 45
.

9%
。

因此有必要依据新的
“
循公河流域持续发展合作协定

”

对移民和生态环境影响等

问题做进一步研究
。

户
,

正如为 A D B 进行澜沧江一
循公河次区域能源规划的 N o cR o NS u LT 的领导 Mr

.

sA b
-

oj m iV nj ar 指出的
,

该区过去
“

大多数研究
,

都是单独而不是在国家或次区域系统范 围内考虑

屯 能源项 目
。 ”
既造成资源和资金的极大浪费

,

也不利于流域持续发展
。

如果将澜沧江— 循公河

霭 的水力资源和电力市场作为系统考虑
,

按 A D B 制定的次区域能源规划
,

通过次区域电力联网
,

乙一 集中开发中国云南省境内的澜沧江干流水电和下循公河老挝与越南境 内的支流水 电
,

则不仅

弓 可以满足流域区的水电需求
,

而且可 以减少大规模投资
。

按 M r
.

A sb jor 。
iV nj a r

观点〔周
,

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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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峰荷为依据概算
,

只要将次区域现在 电力系统联 网
,

目前即可节省新发电设施投入约 4
.

0 亿

美元
,

2 0 0 0 年节省 6
.

0 亿多美元
,

若进一步加强网络建设
,

至 2 0 2 0 年可节省 18 亿美元
。

4 水利资源利用

澜沧江— 泪公河流域水资源总的分布规律为
:

入海径流量主要来自于下嵋公河流域
,

其

单位面积拥有水量大于澜沧江
;
河流左岸山脉迎风坡均为径流量高值区而右岸背风坡均 为低

值区
; 上渭公河 (含澜沧江 )高 山峡谷地带均属少水区

,

但耕地少
; 呵叻高原是最大少水区和单

位面积产水量最小区
;桑河流域是全流域最大丰水区和单位面积产水量最大区

。

以流域总面积

81
.

。火 1。 `
km

Z

计算
,

流域平均径流模数为 58
.

64 又 1。`
m丫k m

Z 。

按一级支流统计
,

南屯河单位

面积产水量 1 7 2
.

6 又 1少 m
3

k/ m
Z ,

为全流域最大值
;
蒙河 2 3

.

89 火 1。`
m

3

k/ m
Z ,

为全流域最小值
。

在琅勃拉邦以上
,

多为山区
,

人 口密度小
,

耕地稀缺
,

以春旱为主
,

灌溉问题不如下游突出
。

琅勃拉邦以下
,

因有左岸支流大量来水
,

多为丰水 区
;
但呵叻高原和泥公河三角洲因其耕地连

片
,

人 口稠密
,

又有海水入侵和土壤酸性水危害
,

是全流域最大耗水区
,

以枯季耗水为主
,

也有

汛期间隙干旱问题
。

由于流经多种气候带和地理环境
,

流域水资源的年内
、

年际变化较大
,

如干

流各水文站最大流量与最小流量的比率
,

上丁站为 70
.

3 。
,

溜筒江站为 28
.

6
。

年平均径流量变

化也很大
,

如溜筒江站
,

3 0 年平均值为 2 5 3 又 1 0 8
m

3 ,

2 0 年平均值为 Z o 4 x z o s
m

3 ,

相差 2 9又 1 0
8

m
3 ;
他曲站

,

6 6 年平均值为 2 3 4 0 又 1 0 8
m

3 ,

4 7年平均值为 2 4 4 o x l o 8
m

3 ,

相差 1 0 0 火 I O 6
m

3 。

这

反映出澜沧江— 循公河水资源系统时空变化是极为复杂的
。

如果按
“

泪公河流域持续发展协

定
”

有关水资源条款选择某一天然水文特征值进行国际间或地区间分配很难
,

因为这一特征值

不仅与所选测站
、

统计年限和计算时段有关
,

还与大的气候环境变化有关
,

而后者随着全球气

候变暖
,

其影响将增大且更难预测
。

因此
,

未来的水资源国际合作最关键的是公平合理利用
,

包

括利害关系的相互补偿
,

尤其是上下游之间利益的兼顾
。

流域枯季水资源利用是一个有争议和要进行协调的主要问题
。

澜沧江— 循公河在 中国

的青海
、

西藏境内
,

灌溉问题没有 明显的意义
。

在云南境内
,

流域内仅有耕地 54
.

69 x l 。`
h a ,

其

中 3 9 %为水 田
,

需灌溉的地方主要在中下游地区
,

各种水控制工程总控制水量 1 5
.

67 又 1护 m
3

(不包括已建成的漫湾电站 )
,

占流域产水量的 3
.

05 % ;实溉面积 16
.

13 丫 1少 ha
,

占耕地总面积

的 29
.

5%
。

由于耕地有限
,

灌溉用水量小
,

且有澜沧江干流梯级水库的调节
,

流入下澹公河的

枯季径流不会减小而是会增加
。

下循公河流域 内约有 1 3 50 又 1少 ha 可耕地
,

其中水稻种植面积约占 63 %
。

需要灌溉面积

最大在泰国东北部
,

在 8 50 又 1少 ha 可耕地中仅有约 6%得到灌溉
,

如果枯季能从循公 河干流

中抽取 4 00 一 5 00 m丫s
的泪公河水

,

则对发展该区的农业和消除贫困会起到关键作用
。

枯季耗

水量最大的是泪公河三角洲
,

主要是越南部分
,

约有 3 90 x l少 h a
农业和水产用地

,

每年 4一 5

月
,

来自上游的枯季径流约 2 0 00 m
3

/ s ,

而防止咸水入侵要用去约 1 5 00 m丫s ,

能用于灌溉的约

5 0 0 m
3

/
s ,

仅能灌溉约 5 0 只 1 0 4
h a
耕地

。

目前
,

该
一

区枯季灌溉需水 1 6 0 0一 2 0 0 0 m
3

/ s 。

若要使

该区土地潜力得到充分发挥
,

则尚需在枯季天然径流基础上再增加枯季径流约 2 00 0 m
3

/ s 。

因此
,

要满足下泪公河的灌溉需求和防止咸水入侵
,

则需要增加枯季径流 3 o 00 m丫S ,

其

中在桔井站以上增加 1 0 0 0 m
3

/
s ,

金边以下增加 2 0 0 0 m
3

/ s 。

根据我们对澜沧江 1 9 5 3一 1 9 8 2 年

3。 年的 12 月一 5 月枯水期天然来水分析
,

当澜沧江小湾和濡扎渡两个多年调节水库建成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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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下渭公河的枯季平均调节流量
,

在最枯水年 (P 一 97 % ) 时为 1 8 69 m丫s ,

比天然枯季平均

值 6 89 m
3

s/ 增加 1 1 80 m丫s ; 当澜沧江其他梯级水库建成后
,

枯季调节流量还会增加
。

这不仅

能改善下泥公河的航运条件
,

而且足够泰国东北部和老挝万象平原的灌溉需水
。

至于越南媚公

河三角洲
,

其枯季径流主要靠洞里萨湖 ( T on l e S ap )调节
。

按循委会秘书处 1 9 9 0 年的干流梯级

规划
,

兴建洞里萨湖拦河闸
,

使净库容达到 54 4
.

7 x 1 05 m
3 ,

可增加枯季径流 2 5 00 m
3

/ S ,

这可

以满足三角洲枯季用水需求
,

无须兴建其他干流大坝来调节径流
。

5 洪水问题

洪水泛滥是澜沧江— 循公河最主要的自然灾害
,

每年都造成巨大损失
。

除青藏高原外
,

暴雨是产生洪水最活跃
、

最直接的因素
。

按地 区和类型划分
,

流域内在万象以上 的干流地区 (除

景洪市外 )和广大支流流域
,

包括呵叻高原和泪公河南部山地
,

几乎都是超渗降雨产生山地洪

水
,

这类洪水历时短
,

往往几小时
,

最多几天
,

难于预报
,

小范围毁坏性大
,

用水利工程来治理效

果不一定好
,

最好是增加植被
,

减少超渗水流
。

在万象至巴色段
,

干流两岸洪水危害严重
,

主要原因还是来 自上游的洪水溢出河嘈泛滥
,

其历时较长
,

可持续一个月
,

但可以利用上下游水位或流量相关进行预报和修建防洪堤来减少

损失
,

也可以通过修建干流大型水库防洪
,

但往往得不偿失
,

非最佳方案
。

嵋公河低地
,

主要是柬埔寨的大湖区和越南帽公河三角洲
,

洪水成因较复杂
,

主要有
:

三角

洲水流分散
,

渲泄能力弱
; 上游大量来水

; 当地超渗降雨
。

其特点是泛滥时间长
,

可持续 2一 6 个

月 ; 淹没面积大
,

仅三角洲地区每年达 1 2 0 0一 1 4 00 万 ha
;
损失大

,

频繁发生
。

这类洪水
,

治理

比较复杂
,

通过在上游修建水库防洪可以起到一定作用
,

但不能彻底治理
,

且 因投资和环境危

害大
,

往往不可取
。

另一方面
,

每年洪水泛滥
,

为媚公河低地广大土地和渔业带来丰富的养份
,

全部治理未必是好事 (如埃及大坝对尼罗河下游的综合影响问题 )
。

因此
,

目前可采用综合措

施
:

修建三角洲排水工程
,

加大泄洪能力
;
修建洞里萨湖拦河闸

,

增大其调洪能力
;
增大南部山

地的植被率
,

减少超渗水流
;
建立水情预报网

,

提前防范
,

减少损失
。

同时
,

由于澜沧江— 媚公河有多个暴雨中心且分布与干流走向一致
,

形成上下游洪水发

生有一定独立性
,

除象 1 9 6 6年那样的特大洪水外
,

不可能同时发生全流域洪水
。

如每年的洪水

时间
,

万象以上以 8一 9 月居多
,

万象以下则 9一 10 月居多
。

1 9 6 6 年景洪站最大洪峰流量占了

清盛站的 54
.

5%
、

琅勃拉邦站的 50
.

8%和万象站的 49
.

2%
,

因此
,

澜沧江的梯级 电站建成后
,

对下循公河 巴色以上干流地 区的防洪是有显著效益的
。

据以上分析
,

作者认为
,

通过修建澜沧江的干流梯级电站和下循公河的支流 电站
、

修建洞

里萨湖拦河闸和三角洲排水设施
、

加固万象等地干流两侧的河堤
、

加强流域上下游的合作 (水

文和气象预测预报
、

水资源合理调度 )
,

不需要修建下泥公河干流梯级电站
,

则可取得水力发

电
、

灌溉
、

防洪
、

航运
、

渔业等显著的综合效益
,

并减少咸水入侵和土地淹没
、

避免大规模移民和

毁坏生物多样性 (尤其水生生物和森林生态系统 )
,

以取得流域的持续协调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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