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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大坝安全监测技术、安全监测数据分析方法、在线安全评价体系与模型库技术、大坝安全预报
预警技术、构架技术、系统运行及安全保障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解决了实现土石坝安
全监测的关键创新技术，主要包括：数据采集系统运行效率保证、采集硬件共享、雷区设备保护、测
压管深孔封孔和在线分析与安全评价预警等。
土石坝安全监测分析评价技术是工程与软件相结合的系统化技术成果，主要技术均通过多项工程实践
检验，构建了成熟、实用、先进，适用于不同运行时期的土石坝工程的安全监测分析评价技术集成体
系。
本项研究成果的最大特点是可为除险加固水库工程提供系统化的、具有继承性和发展性自动化安全监
测解决方案。

 本书可供相关决策、科研、工程技术人员和大专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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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土石坝是利用当地土、石材料造成的一种坝型，也是现代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的一种
坝型。
这种坝型被广泛采用的原因是：①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坝址附近可开采的天然土、石材料，与其他坝型
相比较，可节省水泥和钢材；②较能适应地基变形，对地形、地质条件的要求在所有坝型中是最低的
；③结构简单，施工工序少，施工技术容易掌握，既可用简单机具施工，也可高度机械化施工；④运
用管理方便，寿命长，加高、扩建、维修较容易。
土石坝的主要缺点是：不允许坝顶溢流，以土坝为挡水建筑物的水库，必须在河岸上另开溢洪道或其
他泄水建筑物；在河谷狭窄、洪水流量很大的河道上施工时，导流比较困难；黏性土料的施工受天气
的影响较大。
下面重点对土石坝的发展概况、土石坝的工作特点及基本要求、土石坝的类型几个方面进行介绍。
1.2.1 土石坝发展概况根据土石坝的发展进程，可将其大致分为三类，即古代土石坝（19世纪中期以前
）、近代土石坝（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和现代土石坝（20世纪初期以后）。
1.古代土石坝早在5000年前古埃及就曾建造土坝，用来灌溉、防洪。
我国也记载自公元前600年就开始填筑土堤、防御洪水，并创造了多种不同形式的土石坝，如堰、陂、
埝等。
受技术条件的限值，古代土石坝多凭经验建造，在坝体断面形状、筑坝材料以及坝体构造等方面都存
在很大的任意性。
坝坡一般为1：6～1：7，有的甚至更缓；坝顶也较宽。
在筑坝材料和坝体构造方面，往往都是各地根据当地材料来源及筑坝经验而定。
另外，土料的开采和运输全靠人力，土料的压实也靠人力或畜力，建坝方法极为原始。
2.近代土石坝近代土石坝发展阶段，土石坝的设计理论一直落后于其他坝型。
在总结建坝经验和失事教训的基础上，积累了一些应遵守的施工规则和合理的断面尺寸，同时土石坝
在高度方面发展速度加快。
从坝体断面形状来看，近代土石坝的上下游坝坡有所变陡，但基本上还是凭借经验而定，仍带有一定
任意性。
如1850年法国工程师科林曾提出，应该在土料强度试验成果的基础上确定土坝边坡和一种很类似于现
在使用的稳定分析方法，但并未引起当时人们的重视和应用。
在坝体构造方面，1982年苏格兰的土木工程师特尔福德提出了用夯实黏土作为土石坝的防渗心墙。
继黏土心墙之后，又出现了砌石心墙土石坝，到20世纪这种砌石心墙坝被混凝土心墙取代。
此后，便逐渐形成了土石坝的三大基本坝型——均质坝、心墙坝和斜墙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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