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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张莉婧

日前，以“为新质生产力注入绿色

动能”为主题的2025年中国水力发电

工程学会学术年会暨水电发展大会在

江苏省南京市召开。水电水利规划设

计总院（以下简称“水电总院”）党委书

记、院长李昇在会上荣获第八届潘家铮

奖，他将全部奖金捐献给潘家铮基金。

水电人的奉献与担当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

句话是对水电人最高的诠释。作为我国

著名的水利水电工程泰斗，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潘家铮一生主持

了新安江、三峡、南水北调等几十个举世

瞩目的水利水电工程，为我国的水电事

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几十年来，潘家铮

精神及潘家铮基金激励着无数水电人踏

遍华夏的山川江河，为我国水电工程技

术的进步、能源和电力事业的发展以及

国家经济的保障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一名水电人，李昇就是躬耕于

我国水电事业的优秀代表之一。近40

年的水电生涯、几十座巍峨矗立的大坝，

李昇的性格依旧如同水的品性一样，纯

净、宽厚、谦虚。

1990年7月，李昇毕业于清华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通过多年的技

术攻关，他成功解决了泥岩、粉砂岩互层

的厂房高边坡稳定问题，创新性地提出

了水轮机三立柱机墩方案等，担纲的工

程与设计的项目先后获得国家优秀设计

银奖和多项云南省科技进步奖。

当问及动力之源，他语重心长地说，

水电人任何时候，都要以水电行业的老

前辈潘家铮院士为楷模，学习他终生刻

苦钻研专业知识，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坚守科学严谨、精益求精的工作作

风，学习他“不慕浮华，不骛虚声，海纳江

河，心系苍生，殚精竭虑，矢志报国”的家

国情怀。

扎根一线的“水电工匠”

35年前，刚刚从清华大学水利系毕

业的李昇踏上故乡云南的热土，在昆

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成为了一名基层技

术员。

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国土上，西南以

领先之势蕴藏着丰富的水、风、光能储

量。公开数据显示，云南占全国4%左右

的国土面积，却有着全国约20%的绿色

能源，是全国平均资源富集程度的5倍，

可开发量超2亿千瓦。李昇如鱼得水，

加之勤奋刻苦、不畏困难，先后担任西电

东送的重点工程天生桥一级水电站设计

室主任，金沙江干流梨园、阿海水电站设

计总工程师，以及当时缅甸投资最多、规

模最大的水电工程——邦朗水电站项目

经理。

在国内，面对天生桥一级水电站厂

房区复杂的泥岩与粉砂岩互层高边坡，

李昇带领团队日夜攻关，创新支护方案，

一举解决稳定性难题，让这座国家“西电

东送”标志性工程屹立至今。

在海外，由李昇担任项目经理的缅

甸邦朗水电站，是当时缅甸最大的水电

站，约占缅全国电力系统总装机容量的

1/4。通过精心设计、科学施工，高质量

交付工程，受到缅方同行和缅甸国家领

导人的一致好评。

一路拼搏一路成长，李昇历任昆明

勘测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副院长。

在扎根一线的14年里，李昇先后解决利

用冰水堆积料筑坝、陡倾薄层沉积岩上

重力坝建设等难题，并获得国家优秀设

计银奖。如今，在他的故乡，奔腾不息的

水能、昼夜旋转的风机、一望无际的光伏

板都在化成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绿色动力。

技术攻坚的“破壁者”

担任水电总院负责人后，李昇的战

场转向国家能源战略规划设计的前沿。

白鹤滩水电站是实施“西电东送”的

国家重大工程，是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

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白鹤滩

水电站不仅坝高库大，而且工程下闸封

堵及蓄水程序复杂，在白鹤滩水电站前

期关键技术论证中，李昇组织专家论证

高坝抗震安全性、柱状节理玄武岩坝基、

全坝应用低热水泥等工程方案，为世界

首台百万千瓦水电机组投运保驾护航，

顺利完成特高拱坝分期安全蓄水各节点

目标，为世界首台百万千瓦水电机组投

运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抽水蓄能领域，李昇助推全国两

轮站点规划落地，主导审查超过300个

项目。2025年，我国抽蓄装备全面国产

化，度电成本比新型储能低50%以上，为

新能源消纳装上“超级充电宝”。

在深远海风电技术空白期，李昇又牵

头漂浮式风电攻关项目，推动漂浮式海上

风电技术规模化发展，并实现国产替代，

让中国风机走向深蓝。

关键棋局的“布子者”

在李昇的办公室，挂着一幅标记密

集的流域地图——那是他一直牵挂的水

风光一体化国家蓝图。

“1度水电撑起3度绿电”，在李昇的

力促下，雅砻江流域等水风光一体化基地

规划印发实施，金沙江上游等基地加快规

划建设，水风光一体化已成为新时期推进

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和实

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同时，李昇积极从水电规划、技术管

理等方面促进行业发展进步，推动了澜

沧江上游、金沙江上游、西南重要水电项

目规划，黄河上游、雅砻江中下游规划调

整工作，以及全国两轮抽水蓄能选点规

划。推动白鹤滩、双江口等巨型水电站前

期工作。在拉西瓦水电站果卜变形体、万

家口子水电站坝基岩溶处理等技术咨询

中，组织针对性创新研究，取得科技进步

奖和工程咨询奖。并牵头组织了国务院

国资委“原创技术策源地”申报，致力于

构建流域清洁能源基地开发技术体系。

行业变革的“织网人”

李昇作为国家能源行业水电金属结

构及启闭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水电勘测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致力于完善标准体系、并持续推动科技

创新与标准化协同发展。多次担任国家

和行业科技奖项、标准的评审专家。

李昇带领团队及时总结中国高坝建

设经验，主持拱坝、碾压式土石坝、面板堆

石坝三大坝型中英文标准同时修订、同步

翻译、同时发布，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

他常说：“标准是行业的骨骼，创新

是血液。”在绿色电力、漂浮式海上风电、

压缩空气、水风光储可再生能源一体化

等新兴领域，水电总院推出多项标准，实

现科技标准双轮驱动。

同时，李昇还主导中国绿证核发和政

策研究，推动可再生能源的高质量发展。

“绿证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绿色货币’”

他在央视访谈中阐释。2023年,绿色电

力证书全覆盖通知的出台，首次将绿证核

发扩展至所有可再生能源。近日，中国绿

证又获得国际绿色电力消费倡议组织

（RE100）全面认可，标志着这张承载着

中国能源转型使命的绿色凭证正式从国

内市场走向全球舞台。

…………

星光不负赶路人，江河眷顾奋楫者。

作为一名水电人，李昇将“服务绿色能源，

推动行业发展”的从业论文，写在了辽阔

的山河大地上。

星光不负赶路人 江河眷顾奋楫者
——记第八届潘家铮奖获得者、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院长李昇

本报讯 今年是《巴黎协

定》达成10周年，也是我国提

出“双碳”目标5周年。7月4日，

在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主办的

“能源中国——全面加速绿色

能源转型 推动协调发展”活

动上，多位与会专家表示，低

碳绿色产业已成为我国以及

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

力。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步伐加快，成为全球能源转型

领域的重要引领者。

谈及“十五五”及更长一

段时间的绿色低碳产业发

展，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

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

我国的“双碳”目标明确可

信、长期稳定。我国经济近

年来稳定增长，绿色低碳产

业的快速崛起功不可没。未

来要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

这样才能实现规模经济效

应、增加研发投入、持续增强

竞争力。

“可信的目标激励可以有

效引导市场参与者的长期预期，

让最有创新活力的民营企业成

为主要参与者，激发创新从而

快速形成规模经济。”刘世锦

表示。

对此，能源基金会首席执

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表示，

新能源科技产业革命的“主战

场”在中国。中国依托比较优

势，通过产业化、研发迭代的过

程，推动了全球能源转型成本

下降，站在全球供应链的关键

位置。“中国拥抱了这次产业革

命，成为这次科技革命的参与

者、践行者。”

就我国而言，新型电力系

统建设和电网建设正稳步推

进。未来5年至10年，我国电

力需求将保持长期高速和中高

速的增长态势。然而，大规模

超高比例的电力设备接入、极

端天气增多等情况，使电网面

临诸多挑战。为此，必须建立

新型电力系统，其中最关键的

就是构建新型电网。

作为推动能源转型、实现

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储能

发展备受关注。中关村储能

产业技术联盟常务副理事长

俞振华表示，过去一年，我国

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历史上首

次超过抽水蓄能，迎来历史性

时刻，实现了规模化发展。

今年，虽然国内外不确定因

素影响增加，但我国储能有

望在攻坚克难中继续高速发

展，总体将从规模化发展向全

面商业化转变。去年，我国电

力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

137.9吉瓦，同比增长59.9%，

占全球市场37.1%。新型储能

项目累计功率装机规模首次超

过抽水蓄能，达到78.3吉瓦，

占全球市场47.3%。

展望未来，俞振华说，

2025年，我国新型储能累计装

机规模预计将突破100吉瓦，

达112吉瓦至125吉瓦。新的

一年，我国储能有望在攻坚克

难中继续高速发展，虽然国内

外不确定因素影响增加，但总

体将从规模化发展向全面商业

化转变。

（张小宝）

我国成为全球能源转型
重要引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