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春水坝

    在各方的大力协助下，于1998年 3月竣工的三春水坝，至2018年迎来了它20
周年的生日，这标志着跨越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迄今为止的二十三年里，三春水坝启动防灾措施（防洪调度）总计达到35次，为
减轻水坝下游的大泷根川、阿武隈川沿岸的洪水灾害做出了贡献。

通过水坝补给农业灌溉用水，提供自来水和工业用水，也为当地居民的生活及工
业发展提供了保障。

三春水坝的周围设施，每年有大约三十二万当地居民和游客到访参观。三春水坝
今后也将继续与当地发展融为一体，促进水坝周围设施等的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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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洪水灾害

补给农业用水 提供自来水和工业用水

三春水坝的作用

维护美丽的河川

三春ダム管理　ページ【2】　　A1（594mm×841mm）



3

三春水坝的足迹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３年）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６年）  （１９９４年）

（１９９８年） （１９９６年 ~１９９８年）

（２０００年～）

 水坝主体工程

 三春水坝竣工

（１９９８年～２０２０年  总计 35 次）

陆奥水库湖峰会 in 三春

 非汛期放水
（水坝下游河川的环境保护）

 樱花湖的命名

 灌水（蓄水的安全性试验）

 防灾措施（防洪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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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人展示美丽的景观
春天盛开的樱花；初夏的嫩绿；秋天的红叶和冬天薄冰覆盖的水库湖等，
在三春水坝周围可感受美丽的四季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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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大自然与生物的栖息地

  绿头鸭

  施氏树蛙

日本草蜥

  斑嘴鸭   冠鱼狗

  日本草蜥
（环境省红名单：准濒临灭绝类）  普通翠鸟

  斑北鳅
（环境省红名单：濒临灭绝 I B类）

  黑三棱
（环境省红名单：准濒临灭绝类）

（环境省红名单：濒临灭绝Ⅱ类）

山女鳟 转子莲
（环境省红名单：准濒临灭绝类）

 狐狸  貉

  绿头鸭

  施氏树蛙

日本草蜥

  斑嘴鸭   冠鱼狗

  日本草蜥
（环境省红名单：准濒临灭绝类）  普通翠鸟

  斑北鳅
（环境省红名单：濒临灭绝 I B类）

  黑三棱
（环境省红名单：准濒临灭绝类）

（环境省红名单：濒临灭绝Ⅱ类）

山女鳟 转子莲
（环境省红名单：准濒临灭绝类）

 狐狸  貉  大林姬鼠

（环境省红名单：准濒临灭绝类）

鲫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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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春水坝，从 1998 年开始管理运营，到 2020 年的 23 年间，共实施了 35 次防灾

措施（防洪调度），尽可能减轻大泷根川和阿武隈川沿岸洪水灾害带来的影响。

※特别防灾措施：为了抑制下游河流的水位上升，在确认降雨预
测结果的基础上，增加水库蓄水量，尽量避免从水库放水的一种
运作。

 通过防灾措施（防洪调度），减轻了大泷根川和阿武隈川沿岸的洪水灾害。

23 年期间的防灾措施（防洪调度）达 35 次 洪水（2011.9.20）时的特别防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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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人民的生命和
财产免受洪水侵害

※防灾措施（防洪调度）次数：水库湖入库流量达100m3/ 秒以上时，
调节往水库下游放水量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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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措施（防洪调度）次数

入库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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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9.20:15号台风、锋面（最大入库流量354.93m3/秒）

1998.8.27:4号台风、锋面（最大入库流量264.70m3/秒）

2019.10.11-13:19号台风（最大入库流量613.39m3/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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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浮木的流入

三春水坝在防灾措施（防洪调度）的同时，也起到防止浮木流向下游，减少下

游一带损害的作用。每年可阻止 207m3（2013 年～ 2017 年间的均值）浮木

的流入，换算成圆木的话，相当于一年中从蓄水池回收大约 2,070 棵浮木。

 利用水坝捕捉浮木，减轻大泷根川和阿武隈川沿岸的损害。

漂流而来的浮木和垃圾 浮木和垃圾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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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可从樱花湖提取约 1 千 2 百万 m3（约 10 个东京巨蛋）的水，补给农

业用水，提供自来水和工业用水，也为地区民众的生活和工业发展做出了

贡献。其中自来水可供给三春町人口的 85%；田村市人口的 59%；郡山

市人口的 16%，共 9 万人使用。

 来自三春水坝的水为当地民众的生活和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荒井净水厂（郡山市）

每年可提供约 10 个
东京巨蛋容量的水

郡山市取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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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湖的水，除了用于提供当地自来水、农业用水和工业用水外，还同时流

入水库下游流域。三春水坝为了提供干净安全、令人放心的水，也为了保障下

游的水质，日常性进行水质调查。

 通过水质调查和日常监测，提供干净安全、令人放心的水。

水坝管理所的水质分析

提供安全放心的水

樱花湖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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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春水坝每年的发电量为 7,908 MWh/ 年（2010 年～ 2019 年的均值），相

当于约 1,500 户家庭的使用电量。也就是说相当于三春町 6,400 户家庭（2019

年统计）的约 23%的电力。

※河川用语中，往下游方向看时右侧称为右岸，左侧称为左岸。

 发电站生产的电力用于水坝管理所的各种设备，剩余的电力对外销售。

水力发电机 全年发电量

放水口

放水口

注：2012年、2013年因对发电设施进行检查，故发电量较少。

利用水库的蓄水进行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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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2010年-2019年）平均年发电量7,908MWh
售电金额（百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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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樱花湖周围，有三春泷樱、三春之乡田园生活馆、樱花湖自然观察站、三春水

坝资料馆、野外剧场以及水生生物观察园等多个与自然接触、了解自然的场馆设

施，每年约有32万人次到访。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到访三春水坝周围设施的利用

游客中约八成感到满意。

 在樱花湖周围有很多提供接触自然、了解自然的设施。

三春水坝周围设施的年利用人数

（水库湖利用情况调查）

设施利用问卷调查结果 (2019 年度 )

（水库湖利用情况调查）

每年有 32 万游客前来参观水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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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湖及其周围有很多可了解和接触的自然环境。在每年七月下旬的“走近

森林与湖泊十天活动”中，会举办“樱花湖自然教室”，分为水上探险、昆虫观

察、水生生物和植物观察的三个兴趣班，可以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触自然。

 樱花湖及其周围拥有丰富的可了解和接触的自然环境。

了解与接触自然

昆虫观察（樱花湖自然教室） 水上探险（樱花湖自然教室）

水生生物观察（小学生综合学习） 野生鸟类观察（自然观察站企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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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樱花湖周围的环境保护，当地有关人员、中小学生以及在樱花湖实

地考察的研究人员一起，每年都会举办“樱花湖自然环境论坛”。

每年都会与当地有关人员一起举办樱花湖自然环境论坛。

与地区共同携手保护环境

小学生研究成果发表 外来鱼解剖小学生研究成果发表 外来鱼解剖

昆虫的调查用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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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春水坝于 1993 年 4 月 12 日被指定为“向地区开放的水坝”，为了搞活经

济促进地区发展，向当地积极开放水坝水库，并举办了很多活动。近年来举办

的各种活动，吸引了约四千人到访三春水坝周围设施。

为了推进水坝水库的有效利用，搞活经济促进地区发展，以
“向地区开放的水坝”为理念，积极开放水坝水库的资源利用。

向地区开放的水坝

樱花湖马拉松大会

Cub（即“本田极速小绵羊”）东家大会 水坝内部参观

活动参加人数樱花湖马拉松大会

Cub（即“本田极速小绵羊”）东家大会 水坝内部参观

活动参加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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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岛水边步行三春大会 1999年～ 樱花湖自然环境论坛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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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樱花湖马拉松大会停办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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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三春水坝的管理始于1998年，作为水质保护措施，建设并运营入库水旁路（将

流入樱花湖的营养盐类等向下游放流）和浅层循环设施（混合樱花湖的水，抑制植

物浮游生物的产生）等。对于这些设施，每年都会根据专家意见来评估水质，并根据

评估结果研究改善运营方法等，以促进实施更有效的措施。

利用各种方法维持用于自来水和农业用水的“樱花湖”水质。

维持良好的水质

各种水质保护措施

水质保护措施实施设施的设置场所

浅层循环的启动情况（水的混合搅拌）浅层循环的启动情况（水的混合搅拌）

由专家举办水质研讨会由专家举办水质研讨会

浅层循环的启动情况（水的混合搅拌）

由专家举办水质研讨会

プロペラ式循環装置
流動制御フェンス
プロペラ式循環装置
流動制御フェン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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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春水坝为了保护水坝下游河川的景观和环境，每年 6 月 -10 月期间，实

施非汛期放水（以约 20m3/ 秒的速度从水坝小规模放水）。非汛期放水具有

消除水坝下游河川的淤泥，剥离黏附于石头上的藻类以及恢复鱼类产卵场

所等效果。

通过非汛期放水，维持水坝下游河川的景观和环境。

水坝下游的环境保护

平时

石头表面繁茂的藻类

非汛期放水时

放水可致藻类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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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春水坝，为了保护水库湖及其周围的动植物，通过“河川水边普查”等

调查方式，从水坝竣工之前就开始持续性调查动植物种类、栖息和生长环境

的变化。

调查自水坝建设时至今的动植物变化。

动植物保护

记录鸟类栖息种类记录植物生长种类

采集浮游生物 测量鱼的体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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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春水坝，竣工后蓄水池内外来鱼类增加，对原有鱼类的影响令人担

忧。为此，从 2008 年开始，通过调节蓄水池的水位，以晒干大口黑鲈、蓝鳃

太阳鱼的鱼卵，以及使用电击电震船捕获外来鱼类（在水中放电瞬间使之

昏厥进行捕获）等方法祛除，并验证祛除效果。

通过调节蓄水池的水位，抑制外来鱼类的繁殖。

通过抑制
外来鱼类来保护原有鱼类

5月中旬頃 6/10

EL.318m

EL.326m

5月中旬頃 6/10

EL.318m

EL.326m
約2m低下

約2m低下

約2m低下

通常の貯水位操作

段階的な貯水位操作

貯水位
を3日間
維持

湖岸に産卵

水深およそ1.2m以浅に産卵

産卵床の干し上げ

約2m水位低下

産卵床の干し上げ方法：貯水位を3日間維
持してオオクチバスを産卵させ、その後、
貯水位を約2m低下させて、産卵床を干し
上げています。

オオクチバス
産卵時期

貯水位を
3日間維持

←オオクチバス

因蓄水水位降低而晒干的大口黑鲈卵

通过电击电震船捕获的外来鱼

大口黑鲈产卵床的晒干方法 因蓄水水位降低而晒干的大口黑鲈卵

通过电击电震船捕获的外来鱼

大口黑鲈产卵床的晒干方法

产卵床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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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山多目的運動広場（葛尾村)
仮設住宅１３２戸

柴原資材仮置場（葛尾村）
仮設住宅９７戸

萩久保地区(富岡町)
仮設住宅５０戸

狐田親水公園(葛尾村)
仮設住宅５５戸

田園生活館(富岡町)
仮設住宅１８戸

もみじ山公園(富岡町)
仮設住宅３４戸

红字 ：三春水坝管辖区域内的建设
蓝字 ：城镇所有地等区域内的建设

三春水坝周围的应急临时住宅

19

东日本大地震（2011年）时，虽然三春水坝附近也观测到6度不到的地震烈

度，但并未对水坝主体及水坝管理设施造成影响。三春水坝除了为东日本大地

震赈灾提供各种用于供水补给的洒水车基地的用地之外，还将水库湖周围作

为应急临时住宅用地提供。

在水库湖周围提供了应急临时住宅用地和各种用水补给的洒水车基地。

支援地震灾害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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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田地区親水公園

貝山地区多目的広場

柴原多目的運動広場

滝の平野外劇場
石畑水生生物観察園

※

※

※

ダム見学

カヌー
（ダム湖）

花火大会

生物・水質研究

環境学習

景色探勝
（三春滝桜）

イベント
( 滝の平野外劇場 )

イベント
( 滝の平駐車場 )

ハイキング
（さくらの公園）

マラソン大会

ダム内部見学

展示会
（ダム資料館）

イベント駐車場
（ダム管理所）

三春の里
田園生活館

自然観察
ステーション

スポーツ

２０２１．２作成

我们一起使用吧，三春水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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