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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开发建设的水电工程中，洪家渡水电站并不十分为人所瞩目。
但作为国际上第三座高度200m级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工程，2006年之前国内少有的200m级高坝和最高的
土石坝工程，且地处高山峡谷岩溶地区，洪家渡水电站工程具有特有的工程特点和技术难题。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以中青年为主的技术干部面对这些技术难题，不畏坚难、勇攀
高峰，与合作单位一起，开展了大量科学研究，大力进行设计优化，取得了节约直接工程投资4。
69亿元，缩短工期2年3个月的巨大经济效益。
工程蓄水近5年并经历了高水位运行的初步考验。
实现了安全运行和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有序开发水电的目标。
在工程建设中，经科研设计、施工实施和运行检验，形成了洪家渡特有的创新技术。
其中“高山峡谷地区200m级高面板堆石坝筑坝”、“300m级高边坡处理”和“快速施工大型厂房新结
构”等技术得到了国内同行的高度评价，部分成果获得了国家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向国家“西电东
送”战略工程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20世纪90年代，是面板堆石坝建设从100m级向200m级高坝的过渡期，这一时期建设的200m级高坝只有
墨西哥的阿瓜米尔巴坝和国内天生桥一级坝两座。
这两座坝在成功建设和取得丰富筑坝经验的同时，也出现坝体变形较大、面板破裂或产生结构性裂缝
、渗漏量偏大等问题，甚至有专家对建设更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提出了质疑，洪家渡坝址更有“河谷
狭窄，岸高坡陡，两岸极不对称”等不利条件，筑坝的技术难度位居世界前列。
洪家渡设计者在分析100m级和200m级坝及自身工程特点的基础上，提出混凝土面板堆石坝需解决好抗
滑稳定、渗透稳定和变形稳定等三大基础问题，200m级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在坝体抗滑稳定和渗透稳
定得到有效保障之后，重点在于解决好坝体变形控制问题。
针对堆石坝整体变形、不均匀变形和大梯度变形等变形方式和主压缩变形、次压缩变形和蠕变变形（
也可称流变变形）等变形过程，设计者从筑坝材料、坝体结构及填筑工艺等综合措施入手，提出了面
板施工前堆石预沉降时间和速率量化控制指标、选用中硬岩原岩料、较高的堆石压实度水平、主次堆
石同密度碾压、陡坡带设特别碾压料区及坝体填筑总体平衡上升等坝体变形集成控制技术，取得了坝
体变形小、面板无结构性裂缝、渗漏量小的良好效果。
洪家渡坝的成功建设，标志着200m级高面板堆石坝筑坝技术由探索走向成熟，客观上也促进了2000年
后国际上200m级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建设高峰期的形成。
本书总结的200m级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建设的关键技术问题，许多观点和认识在过去是很少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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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位于高山峡谷岩溶地区的“西电东送”启动工程——洪家渡水电站设计创新与工程实践为背景
，围绕工程布置、200m级高面板堆石坝、300m级高边坡、厂房新结构、特大型水工隧洞、少开孔压力
钢管、岩溶勘察及处理等技术，系统地介绍了工程设计与建设中创新技术研究及其应用实例。
内容完整、资料翔实、实例丰富，涉及的技术问题均是当前水利水电工程中的技术难题，技术具有创
新性和实用性。
    本书可供从事水利水电工程的技术人员阅读参考，也可作为相关领域大专院校师生的参考资料和工
程案例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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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概述1.1工程特点与设计创新技术1.1.1洪家渡水电站的工程特点及技术难题（1）工程地处高山峡谷
岩溶地区河湾地带，为多年调节的“龙头”水库，坝高库大，截弯取直的枢纽布置格局使得过水建筑
物全部布置在左岸河湾地块上，导致左岸形成大量的洞室群，故洪家渡枢纽工程具有“高边坡、窄高
坝、强岩溶、多洞室”的特点。
（2）枢纽位于河湾地块，工程布置难度大，枢纽布置及施工总布置成为工程关键的技术问题。
（3）高山峡谷地区200m级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其特点表现为“体形、变形和应力不对称，窄谷效
应显著”，可供借鉴的工程经验不多，筑坝技术难度大。
（4）左坝肩边坡最高达310m，进水口大规模顺层边坡高360余m，其高陡和规模均为国内之最，是工
程建设的难点。
（5）发电厂房无论单机容量、装机台数和轮廓尺寸都属常规，但新建设体制下的快速施工要求对厂
房结构设计提出了新挑战，必须开展技术创新，采用新结构才能缩短厂房建设工期，满足建设工期提
前的要求。
（6）过水建筑物隧洞集中布置于左岸，隧洞前后段穿越灰岩岩溶发育破碎区，中段通过隔水性能良
好但强度较低的泥页岩软岩段，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复杂。
洞式溢洪道为特大型水工隧洞，设计和施工难度大。
（7）坝址区和库区岩溶的高度发育，给施工期基坑排水和坝区防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1.2设计创新技术针对上述工程特点及技术难题，洪家渡枢纽工程在设计前期和建设中，大力开展科
技攻关、设计优化及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等科技创新活动，使得技术难题得以一一化解，为工程的
顺利建成提供了科学技术性支持。
因此，在解决了工程关键技术难题的同时，逐步形成了洪家渡特色的设计创新技术。
1.富有特色的工程布置结合坝址区高山峡谷岩溶的地形地质条件，在满足工程任务的条件下，分析了
水库调节、泥沙淤积、挡水防渗、泄洪消能、装机规模、引水发电及施工规划等要求，成功解决了地
形利用、防渗依托、消能方式、发电布置、施工安全等方面的矛盾，形成富有特色的高山峡谷岩溶地
区截弯取直的枢纽布置及因地制宜的施工总布置。
2.200m级高面板堆石坝筑坝技术认真分析和总结已建200m级高面板堆石坝的经验和教训，经数值分析
与试验研究，在坝体变形集成控制、接缝止水结构及材料、堆石快速碾压与检测、等宽连续窄趾板结
构、面板防裂控制、非对称性坝体监测和河道水流控制与坝料开采等方面取得了成功经验，并有所突
破和创新，形成了独有的200m级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筑坝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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