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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浪底水利枢纽是黄河治理开发的关键性工程，也是我国部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兴建的最大水利枢纽
工程。
小浪底水利枢纽总库容126．5亿m。
，其中淤沙库容75．5亿m。
，长期有效库容51亿m。
（防洪库容40．5亿m。
，调水调沙库容10．5亿m。
）。
其开发目标是以防洪（包括防凌）、减淤为主，兼顾供水、灌溉和发电，蓄清排浑，除害兴利，综合
利用。
小浪底工程由拦河大坝、泄洪排沙系统和引水发电系统组成。
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主体工程于1994年9月12日开工，1997年10月28日实现大河截流，1999年10月25日
水库下闸蓄水，2000年1月9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2001年12月31日最后一台机组投入运行，2009年4月7
日通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部共同主持的竣工验收。
小浪底工程投入运行10年来，发挥了显著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小浪底工程地质条件复杂，水沙条件特殊，工程规模宏大，建筑结构先进，运用条件严格。
在工程建设和初期运用阶段，科学规范的安全监测工作对于保证枢纽顺利施工和安全运行，发挥了极
其重要的作用，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小浪底水利枢纽安全监测系统主要由内观观测系统、内观监控系统、外部变形观测系统、水文泥沙测
验系统、渗漏水量测系统和地震监测系统组成。
小浪底水利枢纽将主坝及坝基渗流、渗压和变形、左岸山体渗流、泄洪建筑物边坡稳定性监测和结构
应力、厂房围岩稳定观测等作为原形监测的重点。
小浪底工程共设计安装埋设33种内部观测仪器与大量外部变形观测设施，共计3201个测点，其中关键
部位的885支重要观测仪器接入美国基美星自动化观测系统，外部变形观测采用了卫星定位（GPS）、
测量机器人（TPS）等多种先进技术，并使用了全自动全站仪、电子水准仪等高精度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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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三章，主要内容包括内观、外观、水文泥沙、渗漏水、地震各专业观测系统介绍、观测工作管
理、观测设施建设及运行管理过程中已成功解决的一些典型案例。
对一些重要技术问题，如大坝坝基渗流机理、左岸山体防渗处理与效果、边坡变形与稳定、人工塑造
异重流实施效果、失效受损仪器恢复等从实践和观测资料分析角度给出了较为翔实的结论，并对观测
管理工作中的一些亮点和做法，如大坝风险管理、大坝安全会商机制等进行了介绍。
    本书内容丰富，可供从事原形观测、水库泥沙淤积测验、水利水电工程等专业的设计、施工、运行
管理技术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和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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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2章 观测工作管理小浪底大坝安全监测系统主要由内观观测系统、内观监控系统、外观观测
系统、水文泥沙测验系统、渗漏水量测系统以及地震监测系统组成。
从管理角度看，小浪底大坝安全监测工作应从内、外观观测系统建立开始，随着枢纽下闸蓄水，相继
开展了内观监控系统开发、水文泥沙测验系统、渗漏水量测系统及地震监测系统的建立与运作，
至2002年，形成了专业齐全、分工明确而又相互协作的观测工作管理运作机构，因此，本章将从施工
期内观观测工作管理和运行期大坝安全监测工作管理两个侧面，对小浪底大坝安全监测工作管理进行
阐述。
2.1 内观观测工作管理内观观测系统于1992年开始仪器设备埋设、测读，随着主体工程开工，1995年仪
器安装埋设进入高峰，至2001年年底基本完成。
在这一阶段，内观观测工作由小浪底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原型观测室承担。
原型观测室是小浪底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下属的专门负责小浪底内观观测工作管理的，面对国际承包商
，小浪底内观仪器的埋设和监理遵循国际通用的FIDIC条款，并于1997年通过ISO9002质量体系认证，
随后各项工作均在作业指导书的要求下进行。
2.1.1 各级人员职责2.1.1.1 主任岗位职责（1）全面负责按公司监理或咨询质量手册要求开展本室质量管
理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公司的质量方针。
（2）参加公司召开的管理评审会议，负责落实与本处室工作相关的纠正措施，并负责将实际执行情
况向公司质量管理者汇报。
（3）全面了解和掌握室内仪器安装监理部的仪器安装质量情况，及时解决、处理工作中所涉及有关
影响仪器安装质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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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河小浪底观测工作实践》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
《黄河小浪底观测工作实践》内容丰富，可供从事原形观测、水库泥沙淤积测验、水利水电工程等专
业的设计、施工、运行管理技术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和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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