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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是生命之源，世间万物均离不开水。
水决定了植物、动物、人类的生存与分布。
　　经过新中国近60年的水利工程建设，我国已建各类水库8.6万余座。
这些水库在兴水利、除水害、调节水资源平衡、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本书是作者在总结20多年的水工建筑物教学、科研、工程设计、事故处理、科技咨询、技术交流
的基础上，以新版的水工建筑物设计规范为主干线，结合近期相关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
料等编写而成。
在编写过程中，本着求新、求准、实用的原则，以丘陵、平原区的低水头水工建筑物设计为主体，着
重介绍水工建筑物的设计规划要求、设计方法、设计原则以及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等。
同时介绍了水工建筑中应用的新设备、新技术、新材料，以及先进的优化设计手段等。
　　本书内容自成体系，可作为水利工程设计技术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作为高等学校水利水电类等相
关专业的教材。
　　针对当前一般水工建筑物教材中存在的问题，如教材使用周期长、只讲成熟的理论等和目前水利
水电工程建设的特点：施工设备、技术等先进于设计，而设计又先进于教材，导致学生不能掌握施工
中的前沿科学，因此在编写中注意体现了以下几个原则：　　1.结合某些建筑物的设计，进行基本概
念、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阐述，不追求全面的设计要求；对于方法性的内容，着重介绍基本思路，
不过分追求系统和全面；对于规范性、资料性内容，着重进行原则性说明，不过多列出数据和图表。
　　2.努力体现专业特点，着重介绍常用水工建筑物的设计方法、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设计规范的
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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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汇总、综合分析当前国内外水利水电工程设计的基本理论和工程设计实例的基础上，针对平原
、丘陵区常见的低水头水工建筑物经过几十年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分析其设计中的不足，结合现代新
的计算理论和计算方法编写而成。
    全书共分十二章，包括绪论、水闸、橡胶坝、引水防沙枢纽、河岸溢洪道与迷宫堰、重力坝、土石
坝、平原水库优化设计方法、其他水工建筑物、基础防渗处理、土工合成材料的应用、水利枢纽布置
等。
    本书可供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施工技术人员阅读，或作为高等院校水利水电类专业的教材。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低水头水工建筑物设计>>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水利工程概况　第二节　水利枢纽与水工建筑物的等级划分　第三节　
水工建筑物的洪水标准　第四节　水工建筑物的超高第二章　水闸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水闸的
总体布置　第三节　水闸的水力设计　第四节　水闸的防渗排水设计　第五节　闸室稳定计算　第六
节　闸室结构分析　第七节　水闸设计常见问题　第八节　水闸的施工与运用管理第三章　橡胶坝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规划布置　第三节　工程设计　第四节　坝袋优化设计　第五节　螺栓压板
锚固技术的改进　第六节　充排水系统技术优化　第七节　控制运用与管理技术　第八节　工程设计
实例第四章　引水防沙枢纽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工程布置　第三节　无坝引水渠首　第四节　
有坝引水枢纽第五章　河岸溢洪道与迷宫堰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开敞式正槽溢洪道　第三节　
非常溢洪道　第四节　迷宫堰第六章　重力坝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重力坝的荷载及荷载组合　
第三节　重力坝的稳定分析　第四节　重力坝的应力分析　第五节　非溢流重力坝的剖面设计　第六
节　溢流重力坝　第七节　重力坝的材料及构造　第八节　浆砌石重力坝第七章　土石坝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土石坝的剖面和构造　第三节　土石坝的筑坝材料　第四节　土石坝的渗流分析　第
五节　土石坝的稳定分析　第六节　土坝的固结与沉陷　第七节　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　第八节　
土石坝的裂缝及其控制　第九节　土坝护坡设计第八章　平原水库优化设计方法　第一节　概述　第
二节　平原水库优化设计影响因素分析　第三节　工程实例第九章　其他水工建筑物　第一节　倒虹
吸管　第二节　跌水　第三节　陡坡第十章　基础防渗处理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黏土截水墙　
⋯⋯第十一章　土工合成材料的应用第十二章　水利枢纽布置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低水头水工建筑物设计>>

章节摘录

　　建筑物上、下游的水头差，会导致建筑物及其地基内的渗流。
渗流会引起对建筑物稳定不利的渗透压力；渗流也可能引起建筑物及地基的渗透变形破坏；过大的渗
流量会造成水库的严重漏水。
为此建造水工建筑物要妥善解决防渗和渗流控制问题。
　　高速水流通过泄水建筑物时可能出现自掺气、负压、空化、空蚀和冲击波等现象；强烈的紊流脉
动会引起轻型结构的振动；挟沙水流对建筑物边壁还有磨蚀作用；挑射水流在空中会导致对周围建筑
物有严重影响的雾化；通过建筑物的水流多余动能对下游河床有冲刷作用，乃至影响建筑物本身的安
全。
为此，兴建泄水建筑物，特别是高水头泄水建筑物时，要注意解决高速水流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并做好消能防冲设计。
　　除上述主要作用外，还要注意水的其他可能作用。
比如，当水具有侵蚀性时，会使混凝土结构中的石灰质溶解，破坏材料强度和耐久性；与水接触的水
工钢结构易发生严重锈蚀；在寒冷地区的建筑物及地基将有一系列冰冻问题要解决。
　　2.设计选型的独特性　　水工建筑物的型式、构造和尺寸，与建筑物所在地的地形、地质、水文
等条件密切相关。
比如，规模和效益大致相仿的两座坝，由于地质条件优劣的不同，两者的型式、尺寸和造价都会迥然
不同。
由于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因而水工建筑物设计选型总是只能按各自特征进行，除非规模特别小，一般
不能采用定型设计。
当然这不排除水工建筑物中某些结构部件的标准化。
　　3.施工建造的艰巨性　　在河川上建造水工建筑物，比之陆地上的土木工程，施工条件困难复杂
得多。
主要困难是解决施工导流问题，即必须迫使河川水流按特定通道下泄，以截断河流，便于施工时不受
水流的干扰，创造最好的施工空间；要进行很深的地基开挖和复杂的地基处理，有时还须水下施工；
施工进度往往要和洪水“赛跑”，在特定的时间内完成巨大的工程量，将建筑物修筑到拦洪高程。
　　4.失事后果的严重性　　水工建筑物固可为人民造福，但如失事也会产生严重后果。
特别是拦河坝如失事溃决，会给下游带来灾难性乃至毁灭性的后果，这在国内外都不乏惨重实例。
据统计，大坝失事最主要的原因：一是洪水漫顶；二是坝基或结构出问题，两者各占失事总数的1／3
左右。
1963年意大利瓦衣昂拱坝溃坝，1975年8月河南省的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溃坝，均造成严重的经
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应当指出，有些水工建筑物的失事与某些自然因素或当时人的认识能力与技术水平限制有关，但也有
些是不重视勘测、试验研究或施工质量欠佳所致，后者尤应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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