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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贮灰场是火力发电厂重要的构筑物，贮灰场的安全运行不仅关系到火力发电厂的安全运行，也关
系到社会稳定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目前，我国的电力建设特别是火力发电厂的迅速建设，每一座火力发电厂都配套建设了一个或多个贮
灰场。
但各地的运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安全隐患。
　　目前，从事贮灰场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大多是水工建筑专业或工民建专业毕业，水工建筑专业在
学校较为系统学习了土石坝相关知识，工民建专业则根本未涉及与此相关的内容。
从事灰场运行管理的人员有些是工民建（土建）专业毕业，有些则是其他专业转行或兼职，未能很系
统的了解灰场的相关知识。
多年来，一直有个愿望，希望把与灰场有关的设计及运行管理等知识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系统地总结，
一方面促进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另一方面把积累的一些知识及经验与同行们分享。
　　贮灰场灰坝的设计经过几代工程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从最初的不透水坝，到后来的透水坝、设
排渗体的不透水坝，灰坝的设计理论及坝型都已经趋以完善。
各种坝型都代表了当时的设计理念及设计水平。
灰坝的设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多种学科的融合；从规划选址到拟定坝型，再到灰坝施工图设计，
它涉及水文、地质、土力学以及环境保护等多专业多学科。
灰坝大多是土坝，土的力学指标是半理论半经验得来的，所以，在灰坝的设计及运行管理过程中，理
论知识和经验都很重要。
经验的获得，靠日积月累，靠勤学好问。
　　灰坝的安全运行，设计是关键，但运行管理同样重要。
无论设计成品多么完美，多么安全，若忽略了运行管理，同样会出现安全事故，最近几年频出的尾矿
库溃坝事故应引起设计人员和运行管理人员的高度警觉——责任重于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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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贮灰场是火力发电厂重要的构筑物，贮灰场的安全运行不仅关系到火力发电厂的安全运行，也关
系到社会稳定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目前，我国的电力建设特别是火力发电厂的迅速建设，每一座火力发电厂都配套建设了一个或多个贮
灰场。
　　本书主要以现行设计规范为基础，系统论述了水力贮灰场的设计依据、设计思路、设计理论、水
力贮灰场的发展历程、水力贮灰场的运行管理及灰坝常见病害的治理；最后对河南灰场监管的经验进
行了简单总结，对贮灰场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初步探讨。
　　本书共分十章，内容包括基本概念、灰场选址原则与设计标准、灰场洪水的控制、灰坝坝型选择
及河南电厂的工程实例、坝体稳定计算、灰场的运行管理、灰场的安全检查、灰坝常见病害及治理、
河南省灰场安全监察经验、贮灰场发展方向等。
　　本书可供从事火力发电厂贮灰场设计、施工及运行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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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力贮灰场（以下简称灰场）是选择有利地形筑坝拦截谷口或围地形成的具有一定容积，用以贮
存粉煤灰和澄清灰水的专用场地。
灰场内通常设有灰坝、排水（洪）系统、回水泵站、值班室和粉煤灰排放系统等建、构筑物。
灰场按其地形地势可分为山谷形灰场、傍山形灰场、平地形灰场及海、河、湖边滩涂灰场。
　　一、山谷形灰场　　在山谷谷口处筑坝形成的灰场，它的特点是初期坝不太长，工程量较小，筑
坝相对比较容易，灰坝常可筑得较高；汇水面积常较大，一般为几到十几平方千米。
排洪设施一般比较简单（汇水面积太大时就比较复杂）。
这种类型的灰场是典型的，目前国内大量的灰场属于此类型，其管理维护一般相对比较简单，但当筑
坝高度很高时，其设计技术就非常复杂，运行管理也有一定的难度。
山谷形灰场见图1-1。
　　二、傍山形灰场　　在山坡脚下依傍山坡三面筑坝围成的灰场。
它的特点是初期坝相对较长，筑坝工程量较大，筑坝高度不可能太高；汇水面积较小，排洪问题比较
容易解决。
但因库内水面面积一般不大，灰水的澄清条件较差，澄清距离难以保证，运行过程中应予以注意。
傍山形灰场见图1-2。
　　三、平地形灰场　　在平地上四面筑坝围成的灰场，其特点是没有山坡汇流，汇水面积小，排洪
构筑物简单；灰坝的长度很长，筑坝工程量大，筑坝高度受到景观、环保等方面限制，一般不高，灰
水的澄清条件差。
由于坝轴线长，放灰口数量相对较少，以及排水井数量等原因，部分区段坝前积水严重，不利于坝体
安全。
平地形灰场见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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