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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库作为水利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具有防洪、抗旱、灌溉等基本作用外，还可以用于

农业生产，为人民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我国许多水库是病库、险库，这些病险水库不但对人民

的生命财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更是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与发展。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水库的除险

加固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而水库大坝是枢纽工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因此，在进行除险加固时应

特别注意。施工管理部门和施工技术人员要加强施工程序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管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全面的安全管理，以保证工程施工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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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the reservoir can not only provide 

flood control, drought resistance and irrigation, but also be used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reating hu

ge economic benefits for the people. However, many reservoirs in China are sick reservoirs and danger

ous reservoirs, which not only pose a serious threat to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but also are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From this point, it can be seen that th

e reservoir hazard reinforcement is a very important work, and the reservoir dam is a key link in the 

hub project, therefore,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hazard reinforcement. Construction mana

gement departments and construction technical personnel should strengthen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stand

ardization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procedures, and on this basis for a comprehensive saf

ety management,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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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库大坝除险加固施工安全管理要求 
1.1 全面收集相关资料 

水库管理人员按照以往的工作经验，就水库安全问题与附

近居民谈话，现场勘察问题，并拍照、保存有关资料，与历史

资料对照，以完善基础资料。 

1.2 地质勘察要求 

根据当前水库坝体的除险加固施工的需要，在进行坝体、

坝脚、坝基等基础上，对坝体周围的地形进行详细的调查，确

定可能导致坝体渗漏和坝体不稳定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

施。测量有很多种方式，其中 常见的有钻探、探坑、探槽等。

若依据资料推断某些区域有可能存在的渗流孔隐患，应加强对

该区域的勘探。及时搜集溢洪道、输水涵管、隧道等相关测量

资料，推断出某一地区的水库存在的问题，并据此制订相应的

解决办法。 

1.3 地形测量要求 

在对不同的水库进行加固、除险时，需要通过对整个河段

的实测资料，掌握其实际断面范围，从而制定出更适合于纵横

剖面要求的防御工程，并根据工程规模要求，设置 1：500 和 1

100：1 的比例。 

2 水库大坝除险加固施工的问题 
2.1 水库大坝除险加固施工设计方面的问题 

在水库大坝的除险加固方案设计中，由于没有综合考虑或

者没有根据水库本身的缺点和实际失修的原因而制定相应的

标准，结果造成了水库的除险加固设计图纸存在很多缺陷。而

且有些施工队对设计图纸和施工图的审查并不严格，就算他们

对施工的质量有严格的要求，这种不严谨的审核方式也会导致

工程的质量和安全问题。 

2.2 施工过程质量控制方面的问题 

在水库坝体除险加固工程的安全管理中，存在着工程质量

不合格的问题。很多从事水库除险加固的施工人员，其安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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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不强，有的施工单位没有专业的承建单位，没有先进的施工

技术，没有专业的设备，没有对施工原材料的严格抽查。施工

队伍的水平和施工过程的质量，将直接关系到整个水库除险加

固工程的施工质量。 

2.3 水库管理配套设施陈旧老化 

在水库大坝除险加固施工中，存在着工程质量不达标的问

题。许多从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的施工人员，由于缺乏专业的

施工组织、技术、装备、材料质量等方面存在较大的问题。水

库除险加固工程的整体质量与施工队伍的素质，是影响水库整

体除险加固工程质量的重要因素。 

2.4 水库大坝管理经费不足 

管理人员面对老旧的除险加固设备,针对特定区域并不能

及时修复和更换设备,这些都受到实际可使用资金的限制,从

而导致了整个水库的财务管理系统的建立，导致了后期维修费

用的增加，增加了工程的运行成本。现有的水库安全管理和维

护机制不健全，致使水库主体不能正常工作，缺乏资金支持，

致使水库长期处于长期无维修状态，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3 工程概况 
H 水库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有发电、防洪和养殖等综合效

益的大（2）型水利工程。水库工程等级为 II 类，主要建筑物

等级为二级，设计洪水标准为 100 年一遇，溢洪道消能防洪标

准为 50 年一遇。 

水库总库容 1.45 亿立方米，标准库容 1.26 亿立方米，校

核洪水 168.50 m （相应洪峰流量 3072m3/s)，设计洪水位 16

7.97 m （对应洪峰流量为 1908m3/s)，水库正常蓄水位 166.0

0 m，死水位 122.04 m。 

H 水库满足了供水的需要，在左岸坝端设置了 H 型水厂，

其设计水量为 5000m3/d，采用 H 型浮船型泵站。浮船型抽水

泵站的特点：标高 168.5 米，标高 166 米； 

该输水洞包括了进口导流明渠、埋管段、检修闸室、洞段、

调压井以及 3 条分流管道。输水水洞的入口底板高度分别为 1

22.00 米和 121.52 米。此次除险加固拆除了原有的维修闸室，

并在其下游沿着隧道轴线向下的 38.0 m 处改建了一座检修闸

门，该闸门的高度为 144.0 m~146.0 m，开挖方形竖井与隧洞

连接，设置检修门闸室，采用钢质平板提升门，下游止水，卷

扬式启闭机垂直启闭，上部设置启闭排架和启闭室，下部设有

工作桥与岸边相连。 

4 工程内容 
H 水库的除险加固工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主要内容有：

上游坝壳翻修，上游护坡石翻修，坝顶压墙，下游草皮护坡，

拆除和重建防浪墙，坝顶路面翻修，坝基截渗等。b.溢洪道和

闸门。其中，溢洪道进口段、槽段、出水沟段的开挖、护砌，

以及原有的泄洪闸门拆除后的改建。c.东、西两个水洞。其中

包括原东、西放水洞的拆除和两个排水洞的入口处开挖、护砌。 

5 工程地质 
库区地形以低矮的丘陵、山谷为主。坝址区两侧均有丘陵

地形，多为圆锥形，海拔 35.60~53.00 米；坝址区是一条“U”

形宽的不对称山谷。总体上，水库地形呈现出自西北到东南的

变化趋势。坝体以细沙、粉土和细沙为主。碎石土：棕黄、疏

松，以碎石、风化沙、粘质粘土为主；粉土细沙：浅灰，疏松，

近于轻壤，粘性颗粒少。坝体心墙是以棕黄色、棕褐色、灰褐

色、褐灰色等多种不同颜色的重壤土构成，可塑-硬塑性，局

部有少量的沙粒，土壤质地较为均 。溢洪道的开挖形式是“U”

字型，断面宽 40~70 米，除了两侧有小块崩塌的碎石堆积，其

余的基岩均为二长花岗岩。东、西放水洞的地层分布基本一致，

放水洞的两边以填土为主，下部为二长花岗岩。 

6 水文气象 
H 水库流域属于季风区的大陆性气候，在春季多风、干旱、

夏季多雨、秋天降水少、冬天降水少、雨雪少、多雨、多雨、

多雨、多雨。H 水库多年来的年平均降雨量是 839.4 毫米。年

间降水差异较大，丰水年年平均降雨量 1295.6 毫米，而在干

旱年份仅 379.4 毫米，丰枯比率为 3.4。 

7 施工导流 
水库蓄水影响的工程主要有：上游砂壳翻修，上游护坡翻

修，溢洪闸拆除重建，溢洪道扩挖，东西放水洞拆除重建。东

排水洞的入口底高程为 20.20 m，西排水洞的入口底高程 19.7

0 m，溢洪闸的前底高程 25.00 m，而上游的砂壳翻压及护坡改

建工程的底高程 24.00 m，而非汛期水库多年平均 高库水位

为 26.64 m。为了保证上述工程的安全，必须采用经济、合理

的施工方法。 

7.1 导流标准 

H 水库是二级工程，其主体结构包括大坝、溢洪道和排水

洞。根据 SL303-2004 《水利水电施工组织设计规范》中的有

关要求，将临时导流建筑物等级划分为 4 级，工程建设导流标

准为 20~10 年的洪水，水文资料丰富，且围堰采用普通的土石

围堰，工程导流标准按 10 年洪水等级确定。 

7.2 导流时段与导流流量 

根据水文、气象数据，水库库区主要降水发生在 6 月至 9

月，占到了一年的 68.2%，因此，水库的主体建设要避免在汛

期进行，施工时间安排在十月至次年五月，根据水文测算，该

时期洪峰流量为 165 立方米/s。 

7.3 确保施工过程中上游的水流能及时排出 

根据泄洪建筑物的底部高度和施工进度，计划在两个非洪

期完成：一是在非洪涝期完成东、西放水洞的建设，一期计划

于一年十月至明年一月，在东放水洞建设，并在西放水洞进行

引水；二期工程将于次年二月至五月进行西放水洞建设，并在

完成后的东水洞中进行引水。 

在第二个非汛期，在十月至次年五月进行溢洪闸的建设，

并在完成后的东、西放水洞进行引水。东、西放水洞建成后，

可在汛期进行蓄水，因溢洪道入口底面高，故在溢洪道入口处

可采用围堰挡水，无需降低库水位。 

7.4 导流设计 

7.4.1 东、西放水洞工程 

东、西排水洞工程在首个非汛期分两个阶段完工，两个排

水洞轮流施工，轮流进行导流。 

在施工之前，尽可能地降低库水位，并依据多年的实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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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经验，将库区的 低水位降到 22.50 米，以该水位为引水洞

的引水，经过调洪测算，一期工程采用西排水洞，在非汛期 1

0 年一遇水位为 23.35 米；在东排水洞的引水过程中，在非汛

期 10 年一遇水位达到 23.16 米。鉴于一期水位较上游砂壳翻

压及护坡翻修工程的底高 24.00 m，故上游砂壳翻压及护坡改

建工程可以安排在东、西放水洞施工阶段进行，即在首个非汛

期进行，在第二年汛期完成后，可在第二年汛期完成。 

根据标准，围堰的超高为 0.5 m。根据上述公式，东排水洞

的围堰顶部高度为24.45米， 大堰高4.75米，在东排水洞入口

处 40米处设置了围堰，长度为 90 m；西排水洞的坝顶高程 24.2

6米， 大堰高4.06米，在西排水洞入口处36米处设置了围堰。

东、西排水洞围堰采用拱形形式，两侧围堰与坝坡相连。 

7.4.2 溢洪闸工程 

东、西水洞工程在非汛期分两完，两水洞轮流。溢洪闸的

拆除重建和溢洪道的扩建工作在今年的非汛期进行，在此期

间，将新建的东、西放水洞进行引水。由于泄洪闸门处于高位，

故在工程建设之前，可以在溢洪道的导流通道入口处设置围

堰，而不会降低库水位。调洪演算中， H 水库在非汛期多年平

均 高水位 26.64 m，经过调洪计算，该工程十年一遇水位为

26.84 m，在考虑了波浪爬高及安全超高后，堰顶高程为 27.9

4 m， 大堰高约 3.44 m。在泄洪导流道的入口处，围堰与闸

门轴线相隔 120 米，堰长 136 m。 

8 加强水库大坝除险加固管理的措施 
8.1 建立全面先进的水库大坝除险加固安全监测系统 

针对目前水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各级政府要根据水库堤

防的风险和加固管理办法，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重新制订

建设方案，并根据有关规范和规范，制定整改措施，并划拨专

门的资金。要持续地进行宣传，使人们增强思想教育的意识，

从根本上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与之进行积极的交流，营造一

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另外，既要确保施工和生产的基本安全，

又要做到文明施工，不能偷工减料，确保整个项目的顺利完成。 

8.2 加强水库大坝配套设施的维修与保养 

由于水库所处的地理分布广泛，储量虽大，但其产权关系

错综复杂，政府要做好监督工作，就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监测。

法国和美国等国家在水坝建设上有着很高的造水率，但也曾发

生水坝失事，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因此，国

家应该更加重视大坝的安全运营与维修，不仅要加强有关设施

和使用年限的管理，而且要严格控制实际使用的设备和运行费

用，对潜在的漏水部位进行分析，运用专业技术与事故处理相

结合，加强对工程管理人员的风险控制。 

8.3 定期开展大坝安全管理人员培训 

加强水库管理部门的安全防范意识，加强对大坝安全管理人

员的培训。让主管对大坝施工中的闸门设备进行维修和排水的一

些注意事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及时清除堤坝周围的杂草和漂浮

物，防止堤身被杂草根系所损坏。对水库进行全面的检查，对水

库周围的设备进行定期检查，维护保养，严格监督。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要立即进行整改。按照规范的管理程序进行管理，防

止了大坝的使用安全隐患。根据年度、季度、月度的绩效考评，

对各部门的管理者进行考评，对有责任意识不明确、职责能力不

强的员工，要及时进行培训，或者进行调离工作。 

9 结语 
除险加固应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和确定。H 水库除险加

固项目目前正处于施工阶段，施工过程中的第一要务是施工损

耗和施工扰动，因此，该项目选择在枯水期用水量较低的十二

月至次年二月；此外， H 水库还具有供水保障的需求，在综合

考虑因素的基础上，从减少干扰损失、减少工程量等综合因素

出发，选取了 147 m 的导流方案，以保证工程的正常运行，不

会对水厂的取水造成任何影响。水库大坝施工要从全局上保证

施工安全，必须从工程的实际需要，针对当前施工问题，建立

完善的安全监测体系，强化设备保养，及时清除水库淤泥，强

化施工技术管理等步骤，从整体上降低施工安全概率，在保障

施工质量的同时，提高工程安全性、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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