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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水利部科教司《一九九〇年～一九九五年中等专业学校水利水电类专业教材选题和编辑出
版规划》要求编写的，作为水电站电力设备专业和水电站动力设备专业的教材，其内容符合两个专业
部颁教学大纲的要求。
但是，两个专业的教学大纲所规定本课程的授课时数相差较大，为了互相照顾，本书各章的篇幅按学
时数较多的专业要求控制。
教师在使用本教材时，可结合各校的专业特点和学生实际情况，对书中内容可有所取舍。
《水电站概论》是一门专业课。
根据两个专业的教学计划规定，它的任务是：使学生对水电站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掌握水能利用的基
本知识及水电站厂房布置的原则方法；了解水电站各建筑物的组成和作用，能配合水工专业人员参加
水电站的规划和厂房布置设计工作。
对水电站动力设备专业的学生，还可以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获得水电站经济运行的基本知识。
水电站经济运行部分，各校可自行选修。
本教材编写时，参考1985年5月出版的中专《水电站概论》教材，吸取了原教材的一些优点，如选用个
别例题等，同时也考虑近几年来的教学实践经验和有关兄弟学校的意见。
编写中力求做到：加强理论基础的阐述，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适当反映水电建设的发展和某些先进技
术经验，符合少而精原则，注意开发学生的智力和能力，适合中专学生的水平和便于学生自学。
成都水力发电学校吕尚泰编写绪论及第四、五、八章，并负责全书统稿；第一、二、三、六章由福建
水利电力学校温信文编写；第七、九章由长春水利电力高等专科学校陈忠礼编写。
全书由武汉电力学校陆仕镇主审。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诚恳地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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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九章，内容包括：水能的开发和利用，工程水文学基本知识，径流调节，水电站水能计算，水
电站装机容量的选择，水电站水工建筑物，水电站厂房，水电站厂内经济运行，电力系统中水电站的
日最优运行方式及长期最优运行方式概述。
各章都附有复习思考题和必要的练习题。
     本书是中等专业学校水电站动力设备专业和水电站电力设备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水电站规划、
设计、运行管理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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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隧洞式压力水管外围的岩层要有足够的厚度，最好不小于0．4倍压力水管中的水头。
钢板衬砌外壁也应焊接刚性环，与岩石之间回填混凝土并进行压力灌浆，使之结合紧密，管周围应进
行固结灌浆加固，以提高围岩的弹性抗力。
隧洞式压力水管常采用竖井式或斜井式的布置型式。
竖井式压力水管的轴线是垂直的，常用于地下式水电站。
斜井式压力水管的轴线是倾斜的，斜井的坡度通常在30。
～60。
之间，地面式或地下式厂房均可采用。
竖井式和斜井式压力水管，在进入厂房之前一般都转为平洞后进入厂房，水管的分岔也多在平段进行
。
2．坝内式压力水管坝内式压力水管埋设在坝体内，根据进水口高程、坝体尺寸、水轮机的装置高程
和厂房位置不同，可以水平、竖直或倾斜布置，布置应尽可能使长度最短。
如有可能应使压力水管的轴线平行坝体的主压应力线，以减小孔洞边缘混凝拉应力。
国外有些大型坝后式水电站，压力钢管露天敷设在重力坝的下游坝坡上，这样布置对坝体应力影响较
小，同时减少坝体浇筑与钢管安装的施工干扰，有利于加快施工进度，争取提前发电。
坝内式压力水管多采用钢板衬砌，承受内水压力和防渗。
钢管在坝体中有两种埋设方式：一种是钢管与混凝土之间用弹性垫层分开，钢管承受全部内压，周围
混凝土的应力则按坝内孔口计算；第二种方式是钢管与外围混凝土紧密结合，二者共同承担内水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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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等专业学校水电站动力设备专业和水电站电力设备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水电站规划、设计
、运行管理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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