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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专著主要为反映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六十年来在高混凝土坝抗震设计和研究方面的进展。
特别是近十余年来，随着中国在西部强地震区一系列少有先例的300m级高坝的兴建，在高坝抗震安全
研究方面取得的一些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和工程实践、追踪学科发展前沿、对传统有所突破的基础性的
创新研究成果及其工程应用，以期促进在此领域的国际学术和工程界的交流，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共同
协作。
同时，也有望能给从事高坝抗震或与之有关的设计科研的专业人员、高校师生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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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坝体结构一地基的动力相互作用如在前节坝址地震动输入方式中所述，在高坝地震响
应分析中，首要因素是必须考虑坝体结构和地基动态相互作用。
坝体结构一地基的动力相互作用的关键是：要考虑在近域地基岩体内的不同岩性分布和各类地质构造
影响，以及地震波能量向远域地基逸散的辐射阻尼影响。
前者涉及岩体的材料非线性问题和其坝基潜在滑动岩块滑动面的接触非线性问题。
后者如前所述目前较普遍采用人工透射边界和黏滞阻尼边界。
而基于传统的伏格特（Vogt）地基系数的“拱梁分载法”和被长期沿用的无质量地基的有限元法只能
考虑地基的弹性影响。
无法考虑坝体结构一地基动态耦合的相互作用影响。
因此，必须突破传统的、仅着眼于坝体结构的、作为封闭系统的振动问题求解思路的局限，迈向将坝
体结构和地基整个体系作为开放系统的波动问题求解的新思路。
坝体分缝的影响高混凝土坝是大体积结构，为防止开裂、满足施工要求分缝分块浇注。
除需沿坝轴线方向按约20m宽度设置横缝外，对于较高的重力坝，因其断面尺寸大，还需沿顺河向设
置纵缝分块浇注。
坝内的纵、横缝虽都需在坝体冷却至稳定温度时经灌浆后形成整作，但灌浆的浆体仅能起传递压应力
的填充作用，抗拉强度极低以至可以忽略。
重力坝因一般都可取单个坝段作为平面问题计算，坝段间横缝的影响可以不计。
但沿坝轴线方向设置纵缝的坝体，在强震作用下可能会有局部张开、滑移而影响坝体的整体性。
有些建于强震区的底宽较厚的高拱坝，也有在坝体横断面设置纵缝的。
此外，在有深层滑动问题的重力坝，及拱坝两岸的坝基中，在强震时可能滑动的岩块的底滑面和侧滑
面，同样可以作为接缝处理。
甚至坝体内局部开裂的薄弱部位，以及在强震时可能开裂和滑移的坝基面，也都可设置接触缝面，但
后者是需计人材料抗拉和抗剪的初始强度的虚拟缝面。
拱坝在传统的“拱梁分载法”或无质量地基的有限元法的动力分析中，历来被作为不规则壳体的整体
结构而忽略横缝的影响。
随着在地震区众多高拱坝建设的发展，地震工况下的高拱向应力值，愈益成为设计中的难题，从而开
始注意到拱坝坝体中的横缝在强震时会因不能承受拉力而反复开合的影响。
实际上，在强震作用下的拱坝坝体已不再是整体结构，成为抗震设计中难题的高拱向应力，被张开的
横缝释放而实际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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