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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灰坝工程》是关于燃煤火力发电厂灰渣贮放技术的科技专著，也是火力发电厂灰坝工程的设计手册
。
全面阐述了灰坝的设计思想、灰渣的工程特性、贮灰场的工程勘测和工程水文计算、灰坝的渗流、稳
定和应力变形计算分析方法、筑坝材料和填筑设计、灰坝及其防渗结构和排渗结构、贮灰场排水系统
、环境保护和安全监测的设计，介绍了大型电厂8座贮灰场工程实例，不仅反映了我国灰渣贮放技术
特别是灰渣筑坝技术的科技成果，也代表了我国火力发电厂灰坝工程的设计水平。

《灰坝工程》可供电力行业勘测、设计、施工、运行、科研和建设管理人员使用，也可供水利水电和
土木工程行业的科学研究、教学以及勘测设计施工部门人员参考。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郦能惠担任本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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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灰坝勘测 灰坝的勘测和贮灰场勘测同时进行，而且是勘测工作的重点，主要
岩土工程问题应在初步设计阶段得到解决。
 初步设计阶段坝址勘测，应按灰坝高度、场地和地基的复杂程度，并结合初拟坝型和坝体稳定性计算
需要，查明坝基土层的结构、厚度及其物理力学性质；基岩风化程度，软土及强透水层的分布和埋藏
条件；并应查明坝肩（包括最终坝高的坝肩）的稳定性和不良地质现象及其危害程度；对坝基的稳定
和渗漏作出岩土工程分析和评价；提出地基处理方案。
 1.坝址勘探线的布置原则 （1）坝址勘探线布置的一般要求： 1）对于简单场地，应沿坝轴线和垂直坝
轴线各布置一条勘探线。
 2）对于中等复杂场地，应沿坝轴线和垂直坝轴线各布置一条勘探线。
必要时，可沿下游坡脚或上游坡脚附近岩土或沟谷形态变化较大处，增布一条勘探线。
 3）对于复杂场地，除沿坝轴线和垂直坝轴线各布置一条勘探线外，还应在上游坡脚和下游坡脚附近
各布置一条勘探线。
 （2）当坝基存在软弱土层或强透水层时，应适当增加勘探线，勘探线间距布置以能查明其分布条件
为原则。
 （3）滩涂灰场或平原灰场的勘探线应沿堤坝的轴线布置；当遇有河沟、洼地等并存在软弱地基土时
，可在适当地段布置少量垂直于轴线的勘探线。
 （4）当采用分期筑坝且坝基为软弱土层时，为满足最终坝高整体稳定性验算的需要布置的勘探线，
应考虑到能作出最终坝高的坝基与坝肩的岩土工程评价。
 2.坝址勘探点的数量和布置 （1）每条勘探线上勘探点数量应不少于3个。
勘探点的间距可为25～100m。
当沟谷宽度较窄，土层结构复杂，勘探点的间距可视实际情况适当减小，在沟底必须有一个勘探点。
一般勘探点的间距，沟谷部分宜小些，靠近坡顶可大些。
 （2）滩涂灰场或平原灰场的沿堤坝轴线的勘探点间距，对复杂场地，可为50～100m；对中等复杂场
地，可为100～200m；对简单场地，可为200～300m。
垂直轴线的勘探点间距，可为20～40m。
 （3）在岩溶发育地区，尚应根据工程物探或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的成果，对有岩溶、土洞发育的可
疑处，增加少量勘探点。
 3.坝址勘探点的深度 （1）在沟谷基岩裸露、岩体完整、覆盖层较薄的简单场地，勘探点深度应达到
基岩面。
当基岩表面为强风化时，部分勘探点还应适当加深。
 （2）对于山谷灰场，在坝址基岩埋藏很深，覆盖土层结构复杂的场地，勘探点的深度可为0.5倍坝高
。
在上述勘探点的深度范围内，遇有硬土层时，勘探点的深度可适当减少；遇有软土层时，勘探点的深
度可适当加深，但最深不宜超过1倍坝高。
当最终坝高远远超过初期坝高时，控制孔的深度应适当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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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灰坝工程》可供电力行业勘测、设计、施工、运行、科研和建设管理人员使用，也可供水利水电和
土木工程行业的科学研究、教学以及勘测设计施工部门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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