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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正在顺利兴建，第一期工程即将胜利完成。
今年11月，将实施大江截流并进入第二期工程施工。
计划于2003年第一批机组发电，2009年全部建成。
长江水利委员会担负了三峡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历时40余年，作了大量的勘测设计和试验科研工作
，取得了丰硕成果。
全国先后有几百个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参加了三峡工程的试验研究工作，为三峡工程作出了积极贡献
。
为了及时总结这些设计和研究成果，促进三峡工程今后的建设，促进我国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同时
为了向世人进一步宣传宏伟的三峡工程，我们决定编写出版一套系统介绍三峡工程技术研究的丛书—
—《长江三峡工程技术丛书》。
长江三峡河段水能蕴藏丰富，又是沟通西南与华中、华东地区的重要通航水道，因此，开发三峡河段
水能，改善川江航运条件，早为人们所关注。
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实业计划》中就提出：“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
。
”他的这一设想着重于改善河道、发展水运和利用水能。
但长江中下游洪灾历来十分严重，且有日趋加重之势，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
建国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长江中下游防洪安全，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即抓紧加固长江干堤
并在荆江南岸建设荆江分洪工程，同时积极组织研究长江防洪治本方案。
在对长江上游及其主要支流兴建控制性水库方案进行研究后，发现控制支流水库仍不能够解决中下游
、特别是中游荆江地区的防洪问题。
当时就有专家建议修建三峡大坝，首先用来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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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重点论述三峡工程施工的重要技术问题及施工设计方案的研究成果。
在施工设计过程中，我们通过系统、深入的调查，方案比选和试验成果。
在施工设计过程中，我们通过系统、深入的调查，方案比选合试验研究，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
如二期围堰截流龙口水深达60m，为防止戗堤头部坍塌，在龙口段先行平抛底以减少水深，采用块径
较均质抛投料及全断面进占抛投方式；围堰防渗墙体穿过复杂地层孔选用先进的高效率的冲击反循环
钻机、液压抓斗、双化铣等；对覆盖层中的大块球体采取泥浆槽内聚能爆破，用钻孔配重锤击碎，以
保证墙底嵌入弱风化岩体；大坝混凝土施工选用国外进口的新型设备塔带机、大跨度摆塔式缆机和国
产高架门机相结合的基本方案，以满足施工的高强度要求；为防止坝体产生危害性裂缝，采以骨料廊
道皮带上喷淋冷水，拌和贮料仓风冷骨料、加片冰和冷水拌和，使夏季出机口混凝土温度达到7℃和14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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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防渗墙槽段连接措施防渗墙施工过程中，各槽段连接工艺是防渗墙施工质量的关键。
特别是对深防渗墙施工，若槽段连接处理不当，易发生“开裤叉”、“开天窗”和墙体厚度不够等现
象，影响围堰安全挡水运行。
因而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连接措施。
（1）“两钻一抓”施工方案的槽段连接。
采用钻凿法、接头管法和双反孤接头槽法。
钻凿法：主要使用冲击反循环钻钻凿一期槽端混凝土，达到墙段连接的目的。
此法耗时大、代价高、精度不易保证，且钻凿混凝土时易对泥浆产生化学污染，故一般不采用这种连
接工艺，只用于两岸非控制段的部分防渗墙施工。
接头管法：在一期槽段埋人接头管，并根据塑性混凝土初凝时间和混凝土浇筑情况逐渐起拨接头管，
形成接头。
此方法应用较广泛，且日益成熟，但目前只限于槽深50m以内的墙段连接。
在二期围堰施工中，主要用于槽深40m以内，成槽质量较高的槽段。
双反孤接头槽法：双反孤接头槽法的接头段长度一般采用1.6m，先用CZF－1500型冲击反循环钻机凿
接头孔，再用双反孤钻头修孔并钻小墙，然后用液压可张式双反孤钻具清除泥皮和地层残留物并清孔
换浆浇筑接头混凝土。
此法适用深度大，接头质量易保证，是二期围堰防渗墙施工的主要接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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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峡工程施工研究》：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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