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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浪底水利枢纽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北40 km黄河最后一道峡谷出口处，上距三门峡水利枢纽130 km
，下距郑州花园口128 km，坝址处控制流域面积69.4万km2，占黄河流域面积的92.3％，是治理黄河的
控制性骨干工程之一。
工程开发目标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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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浪底水利枢纽为大（1）型工程，枢纽主要建筑物为一级建筑物，由大坝、泄洪排沙系统和引
水发电系统组成。
大坝为黏土斜心墙堆石坝，最大坝高160 m，坝顶长1 667m；泄洪排沙系统包括进水塔群，3条直径
为14.5 m的孔板消能泄洪洞，3条断面尺寸为（10.0～10.5）m×（1 1.5～13.0）m的明流泄洪洞，3条直
径为6.5 m的排沙洞，1座正常溢洪道和1座两级消能的消力塘；引水发电系统包括6条直径为7.8 m的引
水发电洞，1座长251.5 m、跨度26.2 m、最大开挖高度61.4 m的地下厂房，1座主变室，1座尾水闸门室
和3条断面为12.0 m×19.0 m的尾水洞，1座6孔防淤闸，1座228.5 m×153.0 m的220 kV地面式开关站，装
机容量l 800 MW，设计多年平均发电量5l亿kWh。
　　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于1994年9月12日开工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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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一台（6号）机组并网发电，2001年12月31日最后一台（1号）机
组并网发电，主体工程全部完工。
截至2006年12月31日。
水库最高蓄水位达到265.69 m，距正常蓄水位275 m仅差9.31 m，枢纽所有建筑物均投入了运行，巡视
检查和安全监测结果表明，枢纽各建筑物运行正常。
　　小浪底水利枢纽初期蓄水运用以来取得了显著的综合效益，水库及黄河下游已连续7年实现了安
全度汛。
特别是2003年“华西秋雨”期间，在与有关水库联合运用的情况下。
减少了下游洪灾损失约110亿元；有效地解除了黄河下游凌汛灾害；水库至2006’年底共拦蓄泥沙20.6
亿m3，对下游河道起到了有效的减淤作用；通过水库调节保证了黄河下游不再断流，提高了下游灌溉
用水保证率，并为引黄济津、引黄济青、引黄济淀提供了稳定水源；小浪底电站安装了6台300 MW水
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 800 MW，为河南电网调峰、调频和保障电网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
黄河下游及人海口的生。
态需水量，显著改善了黄河下游生态环境。
　　小浪底水利枢纽在渗控工程设计中，充分考虑黄河泥沙形成天然铺盖对防渗的有利作用，采用了
以“垂直防渗为主、水平防渗为辅”的双重防渗体系。
坝基覆盖层采用混凝土防渗墙防渗，通过内铺盖与水库泥沙淤积形成的天然铺盖相连，作为水平辅助
防渗体系。
两岸山体按照“前堵后排、堵排结合、以排为主”的渗控设计原则，除断层区外均布置单排灌浆帷幕
，并深入到相对弱透水岩层，形成悬挂帷幕；同时，为降低两岸山体的地下水位，在灌浆帷幕后布置
了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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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浪底水利枢纽渗控工程建设实践》介绍了渗控工程的设计思想、施工特点，系统总结了蓄水
初期渗漏处理的成功经验，重点阐述了渗漏原因分析、渗漏途径探测与研究，以及防渗处理措施等方
面的经验，对类似工程的建设管理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在黄河治理开发中的地位及复杂的地质条件，决定了其渗控工程的重要性和复杂
性。
　　《小浪底水利枢纽渗控工程建设实践》可供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设计、施工、监理等方
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等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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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各种料的填筑方法　　（一）防渗料的填筑方法　大坝防渗料分为5种料，主要包括心墙l区
、心墙内防渗墙顶lA区、上游围堰斜墙1B区、5区混合不透水内铺盖和右岸上游10区铺盖等。
各种料的填筑作业主要包括了水分调节、堆料、运输、坝面作业、施工缝处理等。
　　防渗料的施工适应大机械作业，进度快，铺料前首先检查已压实层表面的含水、刨毛是否合适，
否则应充分洒水洒润并重新刨毛，保证层间结合良好。
铺料采用进占法，平地机翻松平整表面，钢钎结合目测的方法控制铺料厚度。
按平行坝轴线方向进行碾压，压实后进行质量检测。
在岸坡及仪器埋设等特殊部位，采用蛙夯或小型振动碾压实。
跨缝部位防止各种料的相互污染，保证防渗料的填筑宽度。
　　（二）反滤料、过渡料的填筑方法　反滤料（2A、2B、2c）和过渡料是大坝17种填筑料中施工技
术难度较大的两类材料。
反滤料和过渡料是按特定曲线要求生产的级配料，在堆料、卸料中都容易发生分离，特别是粗料含量
较多的2B和3区料。
在填筑各工序中采用了以下一些方法以尽量减少分离：东河清加工厂成品料堆放时，要求每层堆料
厚2 m，并保持各种料堆之间距离大于10 m；从成品料堆取料时，采用立采方式，将粗、细料混杂后装
运；卸料时，运料车从心墙区向堆石区，并根据车的容量和反滤区的宽度每车料分成2～3堆，每堆料
间隔一定距离，以使料摊铺后厚度满足规定要求，颗粒总的趋势是从心墙区向坝壳区由细到粗分布；
用2.2 m3反铲将分堆卸下的料在摊铺过程中进行反复掺合，以使碾压前反滤料和过渡料层均匀、消除
分离。
为了保证反滤料和过渡料区宽度，采用了每层经测量埋设边界定线木桩的方法，并通过用2.2 m3反铲
和人工清除污染料、修整边界，特别是在临时道路路口区域，以控制填筑允许偏差，保持各料区清晰
、准确的边界线。
　（三）堆石料、砂砾石料的填筑方法　对坝壳堆石料（4A、4B、4c）及9区砂砾石料，采用运输车
到填料区按进占法铺料；用反铲挖除4区与3区料和岸坡基础连接边界处的大块石料，并回填较细的块
石料；每层料铺填时，9区料的厚度用插有标志的钢钎控制，堆石料的厚度用测量桩标明，中部用目
测、尺量和必要时用定点测量复核控制；堆石料分区填筑时，控制先填区临时坡不陡于1：1.75，后填
区铺料前，从先填区临时坡面向里挖1 m，露出压实的新坡面，清除接缝面上的较大块石，逐层填筑
并跨缝碾压。
　　（四1护坡料的填筑方法　　护坡垂直坡面厚度为1.0～2.0 m，以一定粒径要求的块石堆成，无压
实要求。
护坡料填筑按下列工序进行：坝料填筑2.0～3.0 m高后，经测量，每隔10 m左右设一标明最外一种坝体
填筑料（堆石）的边界和要求坡度的示坡桩；用2.2 m3液压反铲按示坡桩修整堆石边坡；自卸车直接
将护坡料卸在坡面上；用2.2 m3液压反铲铺料，将大小块石均匀铺开，小料充填孔隙；用反铲斗按垂
直坡面方向拍打护坡料，压实、挤密护坡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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