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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规划重点图书·水工设计手册：混凝土坝（第2版·第5卷）》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
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要求，在继承前版成果中开拓创新，全面总结了现代水工设计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系统介绍了现代水工设计的新理念、新材料、新方法，有效协调了水利工程和水电工程设计标准，
充分反映了当前国内外水工设计领域的重要科研成果。
特别是增加了计算机技术在现代水工设计方法中应用等卷章，充实了在现代水工设计中必须关注的生
态、环保、移民、安全监测等内容，使手册结构更趋合理，内容更加完整，更切合实际需要，充分体
现了科学性、时代性、针对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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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查明坝址的水文地质条件，两岸地下水位埋深，岩体渗透特性，相对隔水层埋藏深度；岩
溶地区要查明岩溶洞穴及通道的分布、规模、充填状况及连通性，岩溶泉的分布、流量及其补给、径
流、排泄特征。
　　（4）查明坝基、坝肩岩体风化带、卸荷带的厚度及其特征。
　　（5）查明断层特别是顺河断层和缓倾角断层的分布和特征，节理裂隙的产状、延伸长度、连通
率及其组合关系；确定坝基、坝肩岩体的完整性，抗滑稳定分析的边界条件。
　　（6）查明地表水和地下水对混凝土的腐蚀性。
　　（7）查明泄流冲刷地段的工程地质条件，评价泄流冲刷及泄流水雾对坝基及岸坡稳定的影响。
　　（8）查明坝址的岩体地应力情况。
　　（9）根据坝基岩性和岩体构造情况，进行坝基岩体结构分类。
　　（10）在分析坝基岩石性质，地质构造，岩体结构，岩体地应力，风化、卸荷特征，岩体强度和
变形性质等的基础上进行坝基岩体工程地质分类，提出各类岩体的物理力学性质参数建议值和大坝可
利用建基岩体，并对坝基工程地质条件作出评价。
　　2.地形资料　　地形资料是指实测的坝址区地形图，包括水下地形。
左右两岸大致测到坝头范围以外至少数百米，其高程测到坝顶以上数十米或山顶。
在平面上，应测到建筑物上下游数百米或根据施工布置确定。
施工图设计时，地形图的比例尺常为1：500。
除平面图外，还应测绘纵向和横向的地形剖面图。
　　3.水文及气象条件资料　　水文资料包括河流在坝址区的各种水文特性，如径流、洪水、相应水
位、含沙性质和数量等。
根据这些原始资料，并经过调洪计算和水库泥沙淤积计算，就可确定通过重力坝的各种频率的泄流量
、相应水位、洪量和水库泥沙淤积速度等，这些都是设计坝体断面、泄水建筑物及其控制设备的基本
依据。
　　在气象资料方面，需要工程所在地区的气象要素，包括日照、降水、蒸发、降雪、冰冻、风力、
风向、风速，以及当地各种气温、水温及地温资料，例如年、季、月的平均气温及其变幅、天然水温
、水库蓄水后的水温、地下水温和基岩温度等。
　　4.建筑材料方面的资料　　要求掌握坝址区及其附近地区的建筑材料分布、储量、质量、物理力
学性质等资料。
主要的建筑材料为砂卵石、块石和黏土等。
由外界运进的材料主要是水泥、掺合料和钢筋、钢材等。
在前期工作中应试验鉴定某些建筑材料的特性常数，如水泥发热量及速度，混凝土的线膨胀系数、导
温系数和比热等。
某些试验工作需一直进行到施工结束。
　　5.其他资料　　钢材、水泥、木材、油料等原材料的市场价格，风、水、电价格，租赁单价、修
配价格，施工定额及其他单价资料，能取得的施工设备等。
　　上述这些基本资料需经过一定的测量、勘探、调查或试验后确定。
次要工程设计中，对资料的要求可适当降低。
当设计中出现某些特殊的问题时，往往还需补充进行专门的勘探、试验及研究工作来论证，例如钻孔
灌浆试验、各种水工模型试验、结构分析研究成果等。
所有勘测工作，均应按照国家颁布的有关规程规范进行。
设计人员在取得所需的原始资料后，还必须经过分析研究或调整后才可应用。
　　1.2枢纽布置　　重力坝设计中首先要进行枢纽布置设计。
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的任务和枢纽功能的要求，确定枢纽中应有哪些水工建筑物，如挡水坝、溢流坝、
泄水孔、发电厂房、通航建筑物、取水建筑物、过鱼建筑物等。
在不同设计阶段，重力坝设计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深度有所不同，但必须由浅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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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规划阶段，要初拟水利水电工程场址，作出粗略的枢纽布置。
在水利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要选定坝址、坝型，初选枢纽布置；初步设计阶段要确定枢纽布置以及
主要建筑物的规模、型式和主要尺寸等。
在水电工程的预可行性研究阶段，要初选坝址、坝型和枢纽布置；可行性研究阶段要确定坝址、坝轴
线、坝型和枢纽布置，以及主要建筑物的规模、型式和主要尺寸等。
在水利工程技术设计与施工详图设计（水电工程招标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阶段，要进一步研究确定坝
轴线、大坝体型和坝体断面型式及有关建筑物的布置和尺寸，并最终确定枢纽布置，完善各部分结构
设计和细部构造设计，提出施工详图。
在施工过程中，有时还需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作出必要的局部修改和调整。
　　在重力坝枢纽布置设计中，要力求全面掌握和认真分析坝址区的各项基本资料，包括水文、泥沙
、地形、地质、地震、天然建筑材料状况、综合利用要求、运用要求、征地移民情况、施工条件以及
所在河段上下游梯级电站规划建设的情况等。
通过多方案研究和风险评估，并从技术、经济、环境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比较，确定风险水平低、技
术可行、经济合理、环境适应的重力坝枢纽布置和建筑物设计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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