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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1952年的水利系是清华最具影

响力的院系之一。现任中安建新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的李岳军自

1988年踏入清华园，便和水结下了一生之

缘。他和诸多师长同辈一样，剑经磨砺，

梅历苦寒，三十年执着稳健地行走在山川

大河之间，为祖国大地的灯火通明和海晏

河清，贡献着一名清华人的智慧。

结缘清华水利

1988年夏天，李岳军从湖南省平江县

一中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开启了五年难

忘的大学时光。水利系注重学生的实操能

力，去水库实习是大学期间的必修课之

一。李岳军和其他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去

过北京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还去过远

在辽东半岛的观音阁水库。密云水库是清

华水利系师生团队设计的，李岳军所在的

水工82班班主任王清友当年就在张光斗教

授的指导下参与了该项目设计。水工82班

是王清友老师带的最后一个班，这个班的

学生团结友爱，踏实务实，不仅专业知识

扎实，而且从清华师长身上学到了求真求

实的科学精神和顽强奋斗的韧劲，在日后

的工作中不惧艰险，为国家水利建设解决

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1993年，李岳军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当

时的电力工业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工程让自然更美

从1993年入职到2000年，李岳军一直

从事水电水利项目和风电项目的设计。

李岳军：足迹遍天下，豪情山水间
○赵  玲

1998年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山东泰安抽

水蓄能电站是国内第四座抽水蓄能电站，

其上水库地质条件复杂。李岳军从项目

规划、预可研、可研、施工图设计到竣工

验收全过程参与，在项目建设期他作为项

目副设计总工程师，与设计总班子成员和

项目施工团队结下了深厚情谊。为解决土

工膜与周边混凝土结构如何连接这个重点

难题，李岳军和项目团队通过现场 17 组

对比试验研究，并通过加载和模拟变形测

试，确定了以机械固定防渗为主、化学粘

结防渗为辅的双重防渗结构形式，提高了

土工膜周边连接结构防渗的可靠性及耐久

性。泰安抽水蓄能电站土工膜防渗技术研

究于2005年6月通过国家电网公司验收，

此后多次获奖。

2000年至2007年，李岳军在水电水利

规划设计总院从事技术管理的八年，正是

我国水电事业大发展的时期，“赶上了好

时候，忙坏了水电人”。那个时候，水

电规划总院要负责全国装机5万千瓦以上

水电站的技术审查、评审，通过评审的项

目，才能在地方或国家层面立项投资。这

一段时间，他出差多的时候一年22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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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查勘工程现场和开会，晚上看报告、

写纪要，忙碌又充实。那时他复印了一张

A4大小的全国地图，每到一处就在地图

上标注一下。后来发现，他几乎跑遍了全

国的大江大河和不少中小河流。

“水电人所到之处，几乎都是原生态

的风光。在干好技术活的同时，享受的是

辽阔壮美的大自然，常在驻足歇息时心旷

神怡。等到一朝工程干起来，又常叹服于

人类的伟力，偶尔发出‘工程让自然更

美’的感叹。其中最令我刻骨铭心的一次

行程是在2006年的秋天。”

银色巨龙雅鲁藏布江下游河段俗称

“大拐弯”，是“世界水能富集之最”。

河道距离约250千米，在50千米直线距离

内形成了2300余米的落差，水力资源技术

可开发量近7000万KW。自1973年起，我

国科学家曾先后九次对雅鲁藏布大峡谷的

生物、地学环境、资源等进行考察，成果

丰硕，但从没有对其水能资源进行实地查

勘。2006年9—10月，由水电规划总院、

成都院、中国地震局等单位组成了雅鲁藏

布江下游水力资源考察队，开展了我国历

史上规模最大、人员最多、专业最全的雅

下河段水力资源考察工作。

出发前，考察队员们开展了20多天的

体能训练，每个人需配十几个当地民工做

后勤保障。考察队分两组，李岳军所在的

一组历时26天，自派镇出发，沿江徒步而

下，直至排龙，成功穿越大峡谷无人区，

徒步200余千米。一路上，考察队员爬雪

山、过泥潭、涉冰河、攀悬崖、穿林海，

经受了毒蛇、毒蚊、蚂蟥、马蜂等袭击，

遇上过不去的险滩，就翻越海拔约4000米

的高山，体力和意志力经受了极限考验。

经过考察，初步查明了雅下河段的水

力资源分布状态，实地了解地形、地貌、

水文气象、地质、交通、水能、生态环境

和沿江社会经济等情况，积累了宝贵的一

手资料，研究了河段水电开发初步方案和

可能面临的问题，为国家制定能源发展规

划、电力发展规划和西藏自治区社会发展

规划，提供了依据。2020年11月，《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发布，明确提出实施雅鲁藏布江下游

水电开发。雅下“拐友们”第一时间相互

转发、庆贺，激动之情无以言表。

谈起这段难忘的经历，李岳军表示：

“我们水利人常年在荒野郊外、急流险滩

边，翻山越岭、徒步考察都是家常便饭，

外人可能会觉得工作条件艰苦。可只要人

的体力能受得了，这些回过头看都不算什

么，只会磨练品格意志，开阔心胸，这就

和很多人会坚持跑马拉松一样。”

踏歌双碳追风行

2008年初后，李岳军的工作更多转向

投资开发风电与光伏这类新能源电站。其

实早在1994年，他就是当时国内第一批从

事风电项目设计工作的技术人员。2008年

前后，国内风电发展进入规模化，中国水
雅鲁藏布江下游水力资源考察队合影，第

二排左 1为李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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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顾问集团成立专门的投资公司，李岳军

被调入从事投资管理工作，在新能源领域

一直干到现在，经历了我国风力和太阳能

发电从试验示范起步，到现在的大规模、

高比例、市场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这十五年里我又跑了许多地方。以

前建设水电跑的地方是大江大河，而建设

新能源跑的地方多是华北的大草原和西北

的大戈壁。后来山地风电迅猛发展，我又

常常能在群山之巅感受杜甫笔下描绘的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近两年我

的足迹更多进入‘沙戈荒’（沙漠、戈壁

和荒漠）。无论走到哪里，都觉得非常幸

运，能在幅员辽阔的祖国大地上，一直追

逐着‘风光无限’的新能源事业梦。”

2022年7月，中国电建集团在中亚地

区投资的首个新能源项目——哈萨克斯

坦谢列克风电项目，正式投产发电。时任

中电建新能源集团副董事长的李岳军作为

谢列克项目的决策者、参与者、推动者之

一，参与了项目投资开发的全过程。该项

目安装24台2.5MW风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60MW。该项目的设计、建造、施工均采

用中国标准，是中哈共建“一带一路”标

志性项目。

位于青海共和的50MW光热电站，于

2019年9月并网发电，年发电1.56亿度，每

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4万吨。李岳军说，

因为是首批示范项目，技术上也就有很多

探索和试验性质。经过第一批示范项目的

成功建设运营，现在国家能源局已在部署

推动光热规模化发展，逐步提高光热发电

在新能源占比，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2022年12月，总装机容量为100万KW

的漂浮式海上风电项目在海南省万宁市开

工，李岳军主持开工仪式。“一期建设规

模为12台单机容量16MW以上的风机，装

机规模为200MW，2025年底全部建成并

网；二期工程装机容量800MW，计划于

2027年底全部投产。”李岳军介绍，该项

目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商业化漂浮式海上风

电项目，由中电建集团以“投建营”一体

化模式推进实施。建成后，每年将带来超

40亿度的清洁电力。

近十多年，李岳军所在的中电建新能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面参与了我国陆上

风电、光伏发电以及海上风电、光伏发电

的开发建设，积极探索新型能源示范项

目，在清洁能源领域投资建成了多个标杆

工程，开创了众多行业第一。筹建的山东

即墨115万KW海上光伏项目是我国首批

规模化应用的海上光伏项目；投资开发的

河北张北风电项目是国内首个百万KW级

风电基地项目之一；甘肃酒泉瓜州风电项

目是国内首个千万KW级风电基地项目之

一；四川德昌安宁河峡谷风电场是四川省

第一个风电项目，是国内迄今为止规模最

大的峡谷风电场；云南泸西李子箐山地风

电场是全球首创在现场制造风机叶片的

项目，解决了早期超长叶片运输难题。

水资8班的郭建军同学为此专门写诗

《致岳军》：万宁南港贝力克，瓜州盐边

尖扎滩。一带一路谢列克，冬奥坝头绿能

源。（注：万宁、南港、贝力克、瓜州、

盐边、尖扎滩、谢列克、坝头都是李岳军

所在团队投资建设运营的新能源电站。）

当前，我国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甚

至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转型正在加速推进。

追风逐日莫停留，平芜尽处是青山。李岳

军和他的团队正着力建设清洁能源、营造

绿色环境，服务智慧城市，创造着更美好

幸福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