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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内蒙古东部地区风电企业创造直接经济

效益约23.4亿元，为社会节约158万吨标

准煤，减排二氧化碳425万吨，为推进绿

色发展，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创造了

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这些项目也得到了国家能源局、自治

区政府以及发电企业的高度认可。夏德明

也有了很大收获，申报获批了3个发明专

利。2018年，他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作为公司的专业技术骨干，夏德明

先后参与了十多个公司重大科技、工程项

目，提出了20余项提高大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能力、新能源接纳能力的实用新技术、

新思路，在大电网安全、稳定、经济运行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夏德明被任命为调控分中心

系统运行处处长，工作重点是电力系统稳

定分析、电网安全运行和清洁能源接纳，

这正是他大学期间学习的方向。在夏德明

看来，他当初选择清华电机系，选择到东

北电网工作，成就了他的职业发展与国家

和行业的需求紧密相连。近期，国网东北

分部（前身为东北电网）正式启动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试点工作。作为试点工作

之一，夏德明正在筹建“劳模（职工）创

新工作室联盟”，希望集中东北区域的优

秀人才，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

能源互联网企业贡献更大的力量。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东北电力工

会”，2020年11月24日）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全国工程勘

察设计大师，清华大学1979级水利系校友

张宗亮是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领域

科技领军人物之一，也是中国电力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首位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奖

获得者。

从工程师到全国勘察设计大师

1984年，张宗亮从清华大学水利系毕

业后，一直扎根西南边疆从事水利水电工

程勘察设计科研工作。30多年来，他一直

秉承初心、奋战一线、孜孜以求，无怨无

悔地躬耕绿色能源大业，为我国能源事业

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张宗亮微笑着说，1989年获得云南省

张宗亮：把论文写在云岭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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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成果二等奖，是他人生获得的第

一项科技奖励。至今，这本获奖证书仍完

好地保存着，对他而言，意义深远。这项

成果奖还是他工作之初，参加鲁布革水电

站技施设计工作时获得的。鲁布革水电站

是中国水电基础建设对外开放的“窗口”

电站，异域他乡的新技术、新经验涌进

偏远闭塞的高山峡谷，让他开阔了眼界，

增长了见识，因此有了学习、创新的想

法。他结合承担的溢洪道闸墩设计工作，

采用了新型的预应力闸墩，这项成果最后

获奖。

张宗亮坦言，自从有了这5年的积

淀，让他从一个青年学生很快成长为能独

立解决技术问题的工程师，而能源事业强

国梦一直指引着他继续攻坚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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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亮学长

此后的一个个经典工程实践，使他一

步一步实现了从工程师到设计总工程师、

总工程师再到全国勘察设计大师的锤炼。

作为项目经理、设计总工程师，他主持天

生桥一级水电站勘察设计科研工作10年；

作为院总工程师、设计总工程师，他全面

主持糯扎渡水电站勘察设计科研工作15

年；作为总工程师组织团队对小湾水电站

开展勘察设计科研工作7年；作为总工程

师带领团队对黄登水电站开展勘察设计科

研工作10年……

37年里，他率团队完成云南省水电资

源的深度复查、评估与研究工作，为实施

“西电东送”“云电外送”战略，建设以

水电为基础的绿色能源基地做了大量工

作。他主持完成云南省境内43座水电站

勘察设计科研工作，总装机容量3140万千

瓦，总投资近3000亿元，对工程成功建设

和安全运行提供技术支撑。

另外，张宗亮以天生桥一级、糯扎

渡、黄登等高坝工程为依托，主持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和省部级重大科技项目，

取得诸多国际领先的创新成果，成果推广

应用后节约工程投资110亿元，经济社会

环境效益显著。

完成 70 座水电站勘察设计 
  创造了多项“中国之最”

“创新是职业道德和工程理念的驱

动，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应该是在确

保工程安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通过创

新来降低工程投资、提高综合效益。”这

是张宗亮时常挂在嘴边的话。

张宗亮作为设计总工程师、总工程

师，主持和组织完成国内外70座水电站

（总装机容量3700万千瓦）勘察设计科研

工作，建成了天生桥一级水电站、糯扎渡

水电站、观音岩水电站、黄登水电站和红

石岩堰塞坝水利枢纽等重大工程，创造了

多项中国之最乃至世界第一的里程碑工程，

代表着同类坝型筑坝技术世界领先水平。

在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工程建设过程

中，在他精巧周密的优化设计思路指导

下，有效减少了工程量，节省工程投资约

15亿元。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坝高178米，

建成时为中国最高（世界第二）面板坝。

这项工程荣获全国勘察金奖、设计银奖，

成为我国高面板坝建设里程碑工程。

而黄登水电站，坝高203米，是中国最

高、世界第二的碾压混凝土重力坝，引领

了世界特高碾压混凝土坝的技术发展。

从2014年到2020年，张宗亮和他的团

队再次创造了一项水利行业的奇迹。2014

年8月3日，云南省鲁甸县发生里氏6.5级

地震。在牛栏江红石岩，近1000万方的塌

方体下滑形成堰塞湖，如果堰塞体右岸崩

塌，将威胁下游两岸近3万人的安危。张

宗亮带领他的团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冒

着不断的余震、塌方、滚石等危险，面对

地质水文条件不明、溃堰类型不确定等难

题，白天现场收集资料，晚上挑灯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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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堰塞湖库容计算、溃坝分析计算等

工作，很快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排险处置

方案。 

随着红石岩堰塞湖险情的初步解除，

抢险转入了以“保安减灾”为目标的后续

处置阶段，张宗亮并没有松懈下来，他敏

锐地捕捉堰塞湖的特点，创新性提出“除

害兴利、变废为宝”的理念，并主持国

家重点研发项目“堰塞坝险情处置与开发

利用保障技术与装备研发”。最终蓝图变

成现实。红石岩堰塞坝已建设成为世界首

座“应急抢险—后续处置—整治利用”一

体化水利枢纽工程。2020年6月，此工程

实现首机投产发电，而这一兼具防洪、供

水、发电、旅游的综合水利枢纽，为贫困

地区带去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荣誉是集体的，团队力量最伟大”

在和张宗亮的交谈中，他提到最多的

就是他的团队，他说所有的工程建设，靠

的是团队的力量。而这次获得的荣誉也是

团队的、是集体的。

今年9月29日，在云南省科学家工作

室授牌仪式上，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

计研究院获批设立以张宗亮命名的云南省

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科学家工作室。

张宗亮说，这个科学家工作室主要围

绕云南省委省政府打造世界一流“绿色能

源牌”，开展绿色能源安全可持续发展与

关键技术研究，助推云南省绿色能源相关

产业联动发展。

张宗亮还注重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

形成了国内最优秀的老中青合理的土石坝

人才梯队，获得了“云南省土石坝创新团

队”称号。在张宗亮主持糯扎渡勘测设计

工作的15年里，带领由中国电建集团昆明

勘测设计研究院、华能澜沧江水电有限公

司、清华大学等单位约150位研究人员组

成的设计科研团队，发挥集体智慧和团队

协作能力，培养了省级勘察、设计大师3

名，博士、硕士研究生数十人。

“世界水电看中国，中国水电看西

南。”37年来，张宗亮见证和亲历了我国

水电工程建设的高速发展，无论是坝高还

是技术难度，都冲到了世界前列，实现我

国筑坝技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

张宗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6项，省

部级科技进步奖20项；获发明专利16项；

主参编行业标准15项；主编专著7部；发

表论文85篇。2008年当选全国工程勘察

设计大师，并先后荣获光华工程科技奖、

全国杰出工程师奖、潘家铮奖、中国大坝

杰出工程师奖、中国电力科学技术杰出贡

献奖等，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云南省科技领军人才，2019年，他率领

的团队荣获“中央企业优秀科技创新团

队”称号。

“把论文写在云岭大地上，把科技

成果应用在实现边疆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中。”这是张宗亮的人生理想。

（转自《云南民族时报》，2020年11月11日）

张宗亮（右）在工地勘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