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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水利事业与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水利高等教育也得到很
大的发展与提高。
与1999年相比，水利学科专业的办学点增加了将近一倍，每年的招生人数增加了将近两倍。
通过专业目录调整与面向新世纪的教育教学改革，在水利学科专业的适应面有很大拓宽的同时，水利
学科专业的建设也面临着新形势与新任务。
在教育部高教司的领导与组织下，从2003年到2005年，各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开展了本学科专业发展
战略研究与制定专业规范的工作。
在水利部人教司的支持下，水利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也组织课题组于2005年底完成了相关的研究工作
，制定了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以及农业水利工程四个专业规
范。
这些专业规范较好地总结与体现了近些年来水利学科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成果，并能较好地适用不同
地区、不同类型高校举办水利学科专业的共性需求与个性特色。
为了便于各水利学科专业点参照专业规范组织教学，经水利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与中国水利水电出版
社共同策划，决定组织编写出版“高等学校水利学科专业规范核心课程教材”。
核心课程是指该课程所包括的专业教育知识单元和知识点，是本专业的每个学生都必须学习、掌握的
，或在一组课程中必须选择几门课程学习、掌握的，因而，核心课程教材质量对于保证水利学科各专
业的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此，我们不仅提出了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还通过专业教学组讨论、提出，专家咨询组审议、
遴选，相关院、系认定等步骤，对核心课程教材选题及其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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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水工建筑物课程的教学用书
，共分12章，包括：绪论，水工建筑物设计综述，岩基上的重力坝，拱坝，土石坝，水闸，岸边溢洪
道，水工隧洞，闸门，过坝建筑物、渠首及渠系建筑物和河道整治建筑物，水利工程设计，水工建筑
物管理。
　　本书除可作为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本科生的教材外，还可供其他相关专业的师生作为教学参考
书和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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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5．10．4土石坝的抗震安全评价与抗震防护措施根据抗震分析的结果对土石坝进行安全评价主
要从两方面着手：（1）稳定分析评价。
如按震后强度计算的稳定系数远大于1．0（一般在1．25以上），根据过去震害经验表明，土石坝的变
形较小，坝可以正常运行。
如果坝抗液化的安全系数小于1．0或接近1．0，同时抗震后残余抗剪强度计算的抗滑安全系数也不足1
．0或接近1．0，则坝的抗震安全令人担忧。
如果临界滑动面对坝的整体安全起关键作用，则坝产生的较大变形可导致坝的破坏。
（2）变形分析评价。
对坝的变形进行安全评价，要区分下述三种情况：液化不会发生；液化可能发生，但不影响坝的整体
稳定；液化可能发生，并将造成坝的稳定丧失。
对于前两种情况，需要作出的判断是：预测的临界滑动面的变形是否足够小，以免在坝体和坝基中引
起可能发生管涌等内部侵蚀的裂缝；震后的抗滑安全系数和现有的坝顶安全超高是否足够，以免发生
坝顶溢流并保障坝安全挡水。
抗震安全评价不仅要依据抗震分析的结果，还要考虑到分析所采用的计算理论和基本假定的可信度水
平以及分析中所采用参数的不确定性程度作出综合判断。
土石坝的许多震害现象目前还难以通过计算分析准确地进行预测和加以控制，对土石坝采取一定的防
护措施有利于改善其抗震性能。
根据震害经验总结，对土石坝有效的防护措施包括：①挖除坝基中有可能发生液化或软化的土层；②
加宽土质防渗心墙可以提高抵抗渗流侵蚀的能力；③在心墙上游敷设级配良好的宽厚反滤层，可使心
墙中张开的裂缝得以封闭，在心墙下游敷设的反滤层可以防止心墙中被侵蚀的颗粒外逸；④在心墙下
游建造竖式排水以降低下游坝壳的饱和度；⑤将心墙与坝肩和岸坡相接触处的断面加以扩展以防止接
触渗流；⑥调整心墙的位置使坝体中浸润线的位置最低；⑦保持或保护水库周边土坡稳定，’防止滑
坡塌方；⑧如果坝基中存在潜在活动断层的危险，则坝和地基接触面处应作专门处理；⑨建立高质量
的排水通畅的堆石坝壳；⑩设立比较富余的坝顶超高，以适应坝体沉降、坍陷或断层错动产生的变形
；⑩规划好坝与地基接触面的形状，避免断面突变、侧悬或较大的“台阶”；⑥筑坝土料充分压实，
尽量减小可能产生的超静孔隙水压力；⑩设置反滤层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防止坝体与埋设于其中的
管道或其他结构结合处发生渗流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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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工建筑物(第5版)》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学校水利学科专业规范核心
课程教材·水利水电工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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