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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围绕水布垭筑坝技术的研究始于该工程开始预可行性研究的1993年。
由于坝址的地形地质条件限制，挡水建筑物宜选择当地材料坝。
预可行性研究和可行性研究阶段对心墙堆石坝和面板堆石坝进行了同等深度的比选，面板坝以安全、
经济、环保和施工进度快等优点成为选定坝型，坝高233m。
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尚无面板坝设计、施工规范可遵循，国内外也无200米级面板坝成功的建设经验
。
当时世界最高的墨西哥Aguarailpa面板坝（坝高187m）1994年刚刚建成，国内最高的天生桥一级面板坝
（坝高178m）1993年刚开工建设。
水布垭面板坝能否从当时的最大坝高一次性上升近50m.面临着超高面板坝设计理念、高应力条件下大
坝填料力学特性、高面板坝变形控制技术、高性能面板混凝土、适应大变形的止水结构及高面板坝的
新型监测手段等一系列高面板坝筑坝技术难题。
业主单位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设计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组织国内外多家单位围
绕面板坝筑坝技术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高坝工程技术研究——200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水电水利规划设计
总院组织下，针对水布垭面板坝五大技术难题开展了联合攻关。
围绕水布垭面板坝长达15年的研究和实践中，湖北清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
究院、长江科学院、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q-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中国
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河海大学、三峡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国家电力公司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中国葛洲坝
集团公司、中国江南水利水电公司等二十余家单位参加了研究工作。
此外，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给予了直接指导；国际知名的加拿大国际工程管理联营公司（CIPM）、巴
西COPEL公司以及库克、平托、莫里等著名面板坝专家也提供了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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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布垭面板堆石坝坝高233米，是世界已建和在建的最高面板堆石坝，是国家“九五”科技攻关依托工
程和“十五”重点建设项目。
《水布垭面板堆石坝筑坝技术》全面总结了水布垭超高面板堆石坝设计、施工新理念及研究与应用的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机具，详细介绍了超高面板堆石坝筑坝关键技术体系。
 　　本书可供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施工、管理和科研人员借鉴使用，亦可供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
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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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坝体填筑施工水布垭大坝堆石体填筑总量达1570万m3，填筑分区种类多、质量要求高，且每
年的节点进度必须满足工程度汛的要求；而坝址区河谷狭窄、岸坡陡峻、地形高差大，填筑施工道路
布置十分困难。
为此，采用了系统的大坝施工及质量控制技术，保证了工程的质量和工期。
（1）研发并应用多维动态高强度土石方调配系统。
以建筑物开挖可利用料的利用最大化、中转最小化为核心原则进行料物平衡，以经济最优原则进行道
路规划和料物调配，以环保影响最小原则进行料场优化，通过料源-料型-道路-填区（仓面）多维复杂
系统的动态优化，实现了可利用料的全部利用。
大坝施工过程中，经优化论证，采取在溢洪道引渠内较结构需要的底板高程多下挖40m取料，减少料
场取料，取得了经济和环保双重效益；充分挖掘利用地形条件，在岸坡四个高程精巧布设施工道路，
并在350.0m高程直接开挖一条直通溢洪道的临时交通隧洞，打通溢洪道开挖区和坝体填筑区的联系，
解决了350.0m到380.0m高程的坝体上料困难，实现了大坝填筑高强度连续均衡上升。
（2）开展系统的大型综合试验，科学确定施工参数。
在坝体填筑施工前，进行了15次现场爆破试验，获得了爆破参数、开采特性参数等一系列试验成果，
成功实现了过渡区、主堆石区、次堆石区填筑料由料场直接上坝；进行了2次现场大型碾压综合试验
，得出了材料可碾性、破碎性、碾压设备吨位、碾压遍数及洒水量等相关关系，确定了坝体填筑的施
工机械优化选型和最优施工控制参数。
（3）合理配置施工新机具，保证坝体填筑质量和工期。
对大坝填筑的开采、挖装、运输、碾压等主要设备进行组合配套计算和模拟优化，保障与现场条件和
质量、工期等要求相协调；分别采用手扶式振动碾、液压夯板和破碎锥、吊夯等小型新设备对坝体边
角等薄弱环节部位的碾压以及坝面超径石进行处理，保证了施工质量。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布垭面板堆石坝筑坝技术>>

编辑推荐

《水布垭面板堆石坝筑坝技术》：国家大坝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支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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