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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1910～1949年、1950～1977年、1978～2000年、2001～2010年4个阶段，总结、记载中国水电100
年的发展史及各段历程中的历史状况和成就；汇集中国水电100年来的典型工程，纪念中国水电1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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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电发展的思考 　我国水电建设中的高混凝土坝抗震安全进展 　水电工程造价与项目本质安全 
　水电建设推动电网和输电技术发展 　百年中国的水电设备制造业 　水电机电安装技术发展与创新 
　抽水蓄能电站建设 　小水电点亮中国农村 　水电工程地质勘察技术回顾与成就 　水电项目环境保
护 　重力坝建设成就及技术发展 　高混凝土拱坝设计 　碾压混凝土筑坝技术 　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的
回顾与展望 　土石坝工程设计与技术创新 　水利水电地下工程若干问题 　水电站调度运行管理成就
与展望 　水电站大坝安全管理与监测 　高坝通航建筑物 第三篇 知者乐水 萌芽起来（1910-1949） 　旧
中国的水电建设(代综述) 　我国修建最早的水电站——昆明石龙坝耀龙电灯厂 　介绍一篇国外记载中
国第一座水电站的历史文献 　关于三峡水力第一次勘测经过的说明 　抗日战争期间云南省水力资源
勘测及小水电建设 　建设晋察冀边区第一个水力发电厂 　回忆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 　丰满水电抢
修的局面是怎样打开的 第四篇 艰难曲折 基础初奠（1950-1977） 　综述 　全国水力发电工程会议决
议1950年8月9日全国水力发电工程会议通过 1950年11月17日政务院第五十九次政务会议通过 　第一个
五年计划中的水力发电建设 　新中国初期的水电机构 　我国水能资源第三次普查及其成果 　新安江
水电站的勘测和设计 　刘家峡水电站若干决策的回顾 　回顾三门峡水涡轮的焊接和热处理 　古田溪
梯级电站规划设计若干问题的回顾 　以礼河水电梯级开发二三事 　新丰江混凝土大头坝抗地震加固 
　流溪河水电站建设纪事 　龚嘴勘测设计会战片断 　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概况 　我在青铜峡的
回顾 　乌江渡水电站岩溶坝基灌浆处理 　1957年全国水力发电建设展览会纪实(节选) 　1958年参加中
国水电部代表团访苏记(节选) 　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的水电科技项目 第五篇 立制通变 建业创新
（1978-2010） 　综述 　抓住西电东送机遇 加快水能资源开发 　开发水电就是开发西部 　水电体制改
革的历史回顾 　改革图强 勇于超越 共创中国水电改革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 　百年水电：见证改革开
放前沿的云南水电发展 　集资办水电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江截流 　鲁布革冲击 　二滩水电站的
建设管理和工程效益 　汶川地震对岷江上游水电工程的影响分析 　建设精品龙滩、绿色龙滩、和谐
龙滩 　小湾水电工程建设管理 　水布垭面板堆石坝大坝施工技术 　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保护 　长洲
水利枢纽库区征地移民安置实行长期补偿 　水利水电基本建设项目投资管理改革 　《水力发电》为
中国水电建设服务 　光荣的使命 执著的追求 　五十五载艰苦奋斗 服务西南水电开发 　传承历史 勇创
辉煌 　百年河海——水利水电人才的摇篮 　大型水电机组核心技术在哈电的发展 　中国——国际大
坝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第六篇 人天和谐 科学发展 　综述 　加快水电及清洁可再生能源发展，实现电源
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卜三大水电基地的规划及其开发现状 　我国水电中长期发展目标展望 　我国
抽水蓄能作用及发展展望 　关于“十二五”调整电源结构的探讨 　藏东南水电能源基地开发及东送
规划设想 　创新移民安置思路 促进水电和谐开发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努力保持奋进态势 　梯级水电
站集中控制调度的必要性及对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 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水电100年>>

章节摘录

程类比分析，综合评价大坝抗震能力。
总结二滩、溪洛渡、锦屏一级等高拱坝的抗震设计，我国在高坝抗震分析理论、分析方法和模型试验
等诸方面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一些单位在有限元法动力分析方法的研究，具备了较高的仿真
度，可以分析输入机制（包括相差、幅差的敏感分析）、地基辐射阻尼及横缝张开等对大坝动力反应
的影响以及同时计入地基辐射阻尼及横缝张开等的影响；还可计人材料非线性和横缝张开的三维非线
性有限元分析。
动力模型试验除模拟库水、横缝外，还可模拟大坝基础及边界阻尼影响，以反映坝基不均匀输人。
除研究设计输入地震动作用下的拱坝抗震能力外，还可研究拱坝的抗震超载能力。
高坝抗震深受设计者的高度重视。
我国现行规范规定的拱坝设防标准与拱坝结构抗震安全评价，能够确保大坝长期运行抗震安全。
汶川大地震波及区的沙牌拱坝（高132m）遭受了远超设防烈度的考验，再次验证了现代高坝抗震设计
理论与方法是可行的，高坝抗震安全是有保障的。
随着分析技术的发展，工程抗震实例的校准分析，必将不断丰富和完善高坝抗震分析方法以及相配套
的评价标准。
七、拱坝混凝土温控设计技术拱坝施工期温度应力分析方法可分为简化算法与仿真分析方法。
简化算法是采用单向或双向差分法计算混凝土浇筑后在水化热温升、水管冷却及边界温度影响下的温
度变化过程，进而用约束系数法或影响线法计算温度应力。
简化算法简单易用，精度有限，可满足中低拱坝或用于初步确定温控标准的设计。
仿真分析法是采用有限单元法，通过仿真模拟每一仓混凝土的浇筑过程，考虑混凝土材料特性随龄期
的变化包括水化热、混凝土的硬化过程、徐变、自生体积变形等，模拟低温浇筑、通水冷却、表面保
温等温控措施，获得部分坝段或整个大坝的温度场、应力场及变化过程，从而为温控标准及温控措施
的确定提供了依据。
国内学者相继提出了多种混凝土材料特性模型、水管冷却的等效算法及精细算法、混凝土分层浇筑的
分区异步长及并层算法等，仿真分析算法及程序已逐步成熟，广泛应用于拱坝施工期直至运行期的温
度场及温度应力仿真分析。
拱坝运行期温度应力主要受封拱温度、水库水温及变化的气温影响，温度应力可采用拱梁分载法及有
限元仿真方法分析。
高拱坝的温度控制主要控制3个温差：基础温差、内外温差和上下层温差。
基础温差通过最高温度控制，内外温差通过表面保温和内部温度控制，上下层温差则通过混凝土最高
温度及合理的冷却过程控制。
基础温差和上下层温差应力一般出现在二冷末期。
遵循"小温差、早冷却、慢冷却"的指导思想，采用中期控温、中期冷却等措施控制混凝土的冷却过程
和各期冷却的降温幅度，通过设置拟灌区、同冷区、过渡区、盖重区的分区冷却控制形成高度方向的
温度梯度，从而控制上下层温差，减小温差应力，是当前高混凝土拱坝温控设计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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