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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工建筑学》阐述：水工建筑物的基本设计理论，介绍相关领域国内外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
全书共11章，包括绪论、水利水电工程引论、重力坝、拱坝、土石坝、水闸、岸边溢洪道、水工隧洞
、取水及输水建筑物、过坝建筑物、水工闸门。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列教材：水工建筑学》可作为
水利水电工程、水T结构、河川枢纽、港口航道工程、近海工程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亦可
供从事水利水电T程规划、设计、施工、科学研究、运行管理等工作的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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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施工组织设计是水利水电工程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编制工程总概算及招标、投标
文件的重要依据。
施工组织设计要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严格执行国家颁布的有关规程规范，按照实事求是、因
地制宜、技术先进和经济合理的原则，通过调查研究，综合分析比较，提出切实可行的优选方案，作
为编制工程总概算、招标、投标文件与组织工程施工、工程质量控制、工程建设管理的可靠依据。
施工组织设计的主要内容有：（1）施工导流设计。
在河流上修建的水利水电工程，为了使水工建筑物能在干地上施工，需修筑围堰围护基坑，将河水由
预定的泄洪建筑物泄向下游。
施工导流设计内容包括：选定导流标准、划分导流阶段、确定导流设计流量、选择导流建筑物形式与
布置等。
导流方式按照枢纽建筑物施工阶段的不同，一般可划分为以下3个阶段：①初期导流——一是利用原
河床左、右岸分期导流方式；二是通过临时或永久建筑物，如隧洞、明渠、涵管等导泄方式。
②后期导流——常采用坝体内预留底孔，或坝体预留缺口（混凝土坝）进行导流，此时坝体已修建至
一定高程，但仍用围堰挡水。
③施工蓄水导流——坝体已建至坝顶或设计蓄水高程，此时可封闭底孔或导流隧洞，来水蓄在库内，
供提前发电使用，由永久泄洪建筑物宣泄多余洪水，这时围堰已拆除，防御洪水的标准按规范的要求
应有所提高。
施工导流要对围堰，导流隧洞、明.渠或涵管进行水力计算与结构分析，保证在施工期内运行安全，导
泄河水。
（2）主体工程施工方法选择。
内容包括：①土石方工程。
开挖与填筑方法，运输机械与施工机械设备的选择。
②混凝土工程。
建筑材料选择，包括水泥、砂石骨料、掺和料、外加剂等；按设计标准进行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混凝
土浇筑方法与浇筑机械设备选择；混凝土施工分层分块；砂石骨料生产系统与混凝土生产系统的设计
；基岩与边坡施工开挖方法与加固措施等。
上述施工导流设计、主体工程施工方法选择以及施工总进度计划、施工总平面布置、工程概算编制等
共同组成施工组织设计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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