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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江河上修建拦河大坝、水力发电厂房、通航船闸等永久水工建筑物，通常先修围堰以围护永久
水工建筑物在干地条件下正常施工。
围堰是在流水中修筑的挡水坝，一般为临时建筑物。
在流水中修筑围堰，关键性第一道工序是截断河道水流迫使其从已建好的导流建筑物宣泄。
河道截流后，可在静水中填筑围堰出水面，然后继续后续施工直至完建。
由于堰体下部在水中填筑，一般又不预先对堰基作清挖、处理，因而修筑围堰有着不同于修建永久水
工建筑物的技术特点。
在大江大河上截流并建成围堰，往往会面临较大的技术难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水利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随着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河道截流和围堰的工程经验不断积累，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水利水电建设者成功地完成了水工建设史上两次历史性壮举：1981年1月
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实际流量为4800-4400m3／s，最终落差为3.23 m，采用先护底加糙用立堵法成功
截流，并在一个枯水期内建成高达50m的两道混凝土防渗墙土石围堰，标志着我国大江大河流水中截
流与筑坝技术已跻身国际先进行列；1997年11月三峡工程大江截流，实际流量为11600-8480m3／s，最
大水深为60m，采用先平抛垫底用立堵法成功截流，并在一个枯水期内建成高达82.5m的两道塑性混凝
土防渗墙土石围堰，使我国河道截流与筑坝技术总体上跃进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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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在长江三峡、葛洲坝两大水利枢纽工程大江截流及围堰设计、施工、运
行实践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并结合国内外已建水利水电工程截流围堰以及在河道流水中直接修筑土石
坝设计、施工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全面介绍有关设计施工方案比选、设计计算、科学试验、原型监测
及施工技术措施等内容。

　　本书内容全面系统、实例丰富、资料翔实，特别适合于从事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施工、监
理及工程项目业主单位的技术人员参考使用，是科研单位、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科研人员、教师及研究
生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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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6.1 泄水闸布置　　葛洲坝工程的泄水建筑物，包括二江的27孔泄水闸、大江的9孔和三江的6孔
冲沙闸三个部分。
分流建筑物由二江泄水闸和上、下游导流渠组成，全长1992m（图2.9）。
二江泄水闸前缘长度为498m，为开敞式平底闸，每孔净宽12m，闸室长65m，采用一级消力池底流消
能，护坦长200m，泄底高程为3lm。
泄水闸位于二江的右侧，闸址方向正对主流，上游主河槽位于大江、三江防淤堤之间，主槽布置研究
比较了19孔、25孔和27孔的布置方案，对大江截流和二期导流的水力学指标影响见表2.8。
经综合考虑枢纽布置及永久运行期的消能防冲要求和大江截流及二期导流等条件，决定将葛洲坝全部
挖除，泄水闸选用27孔，控制断面在两堤头处宽830m，主槽左侧处于弯道凹岸，三江防淤堤右岸线顺
河势直逼闸前；下游河道主流在二江，出流顶冲西坝凸岸，形成折冲水流直逼大江右岸。
二江天然河面在坝址处宽约300m，河床高程一般为42～45m，为降低大江截流落差，泄水闸上游引水
渠和下游尾水渠都由人工扩宽、深挖而成，作为大江截流的分流设施和二期导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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