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施工导流风险分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施工导流风险分析>>

13位ISBN编号：9787030265630

10位ISBN编号：7030265637

出版时间：2010-2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胡志根  等著

页数：21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施工导流风险分析>>

前言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是自然客观存在和人类主观改造相互交织的复杂系统，众多不确定性因素使工程风
险分析涉及主观、客观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施工导流是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的控制性项目，贯穿整个施工过程。
施工导流风险分析是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系统可行性评估、施工规划、设计、计划实施与工程保险的重
要科学技术支撑和保证。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施工导流风险开展研究，1987年，肖焕雄教授首先提出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导流标准的“风险率”概念。
20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施工导流风险率的刻画及其与施工洪水重现期的内在关系，超标洪水风险
率、费用风险率和工期风险率的计算方法，施工导流风险配置与风险管理等一系列基础性科学问题开
展研究，揭示了施工导流系统不确定性因素的分布特征和施工导流风险的时空分布规律，已初步建立
其系统风险的辨识、估计、分析和建模的理论体系与方法，研究成果应用于三峡、溪洛渡、锦屏一级
、向家坝、水布垭、糯扎渡、观音岩、鲁地拉等大型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和施工中，为科学地评价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过程风险和保证工程建设过程中防洪度汛安全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并且取得了很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施工教研室开始对复杂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导流系统风险
开展研究，通过系统总结和科学凝练初步形成了施工导流风险分析的理论体系与方法。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施工导流风险分析的理论方法及其在水利水电工程领域的应用，共分为6章。
第1章论述了施工导流风险分析的原理和计算方法；第2章在计算水力学的理论基础上讨论了导流建筑
物泄流能力计算、围堰冲刷计算和溃堰水力计算的模型与计算方法；第3章在分析洪峰流量、洪水过
程总量和洪水历时等施工洪水的主要不确定性因素基础上，提出了施工洪水不确定性特征的随机分布
及其随机模拟方法，在对导流建筑物泄流能力特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泄流建筑物泄流能力随机模
拟方法；第4章针对土石过水围堰度汛风险特性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土石过水围堰的护板溢一渗
流稳定性和下游抗冲稳定性分析方法；第5章基于施工导流风险测度与多目标决策理论，提出了水电
工程施工导流方案风险评价方法与导流风险配置方法；第6章结合典型工程应用案例，讨论了水电工
程施工导流风险评价方法与应用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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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导流风险分析的理论与方法。
主要内容包括：施工导流风险分析原理、施工水力学的计算、施工导流洪水的不确定性分析、导流建
筑物泄水能力的不确定性分析、土石围堰度汛风险分析、过水围堰稳定性分析、水电工程施工导流方
案风险评价及其工程应用实例。
    本书可供水利水电工程导流设计、施工与工程管理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的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本科生、
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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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江河上修建水工建筑物，通过“导、截、拦、蓄、泄”等工程措施，把水流全部或部分地导
向下游或拦蓄起来，保证水工建筑物的干地施工，协调施工期间通航、供水、灌溉或水电站运行等水
资源综合利用要求的矛盾，解决施工过程中施工和水流蓄泄之间的矛盾，以避免水流对水工建筑物施
工的不利影响。
为了使水工建筑物能在干地上进行施工，需要用围堰维护基坑，将水流引向预定的泄水通道往下游宣
泄。
施工导流方式，大体上可分为分段围堰法导流和全段围堰法导流。
分段围堰法亦称分期围堰法，就是用围堰将水工建筑物分段、分期维护起来进行施工的方法。
所谓分段，就是在空间上用围堰将建筑物分为若干施工段进行施工。
所谓分期，就是在时间上将导流分为若干时期。
全段围堰法导流，就是在河床主体工程的上下游各建一道断流围堰，使水流经河床以外的，临时或永
久泄水道下泄。
主体工程建成或接近建成时，再将临时泄水道封堵。
淹没基坑法导流是一种辅助导流方法，在全段围堰法和分段围堰法中均可使用。
山区河流的特点是洪水期流量大、历时短，而枯水期流量则很小，水位暴涨暴落、变幅很大。
例如江西上犹江水电站，坝型为混凝土重力坝，坝身允许过水，其所在河道正常水位时水面宽仅40m
，水深约6-8m，当洪水来临时，河宽增加不大，水深却增加到18m。
若按一般导流标准要求来设计导流建筑物，不是围堰修得很高，就是泄水建筑物的尺寸很大，而使用
期较短，显然不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采用允许基坑淹没的导流方法，即洪水来临时围堰过水，基坑被淹没，过水
部分停工，待洪水退落，围堰挡水时再继续施工。
这种方法，由于基坑淹没所引起的停工天数不长，施工进度可以保证，在河道泥沙含量不大的情况下
，较节省导流总费用，一般是合理的。
施工导流建筑物作为临时建筑物，其运行期风险是水电工程施工导流方案选择的重要指标，是施工导
流科学决策的理论基础；同时是临时工程的费用效益评价和水利水电工程成本评价的重要部分，直接
影响工程预备费的计算。
因此导流系统风险识别和评估对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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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施工导流风险分析》可供水利水电工程导流设计、施工与工程管理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的水利水电工
程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参考。
《施工导流风险分析》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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