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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系统论的观点，研究了水电站运行期间大坝坝址区出现的一些常见的环境水文地质问题。
考虑到蓄水条件下枢纽区特有的水环境特征以及地质环境特征，对由此诱发的诸如渗流（渗漏）问题
、基础扬压力异常问题、水质及水-岩作用问题、渗水析出物问题、环境水与坝体材料间相互作用及其
侵蚀问题,以及岩体的渗透稳定性问题等，逐一展开了论述；基于各类监测资料，建立了相关模型，提
出了相应的求解方法，并应用于工程实例。
　　本书可供地质、水利水电、土木、环境等系统的科技人员和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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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大坝环境水文地质研究对象　　我国幅员辽阔，江河纵横。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多年平均河川径流量达2.7×10 4亿m3，因而隐藏着极为丰富的水利水电资源。
　　截至2005年底，据统计已建成各类大坝达85000余座，数量居世界第一位，水电装机总容量
达11430万kW，水库总库容达5658亿m3（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安全监管局，2007）。
这些水利水电工程在发电、防洪、灌溉、城乡供水、养殖以及航运等方面均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当前，长江三峡、小湾、溪洛渡、锦屏等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兴建或拟建，标志着我国的水利水电建
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随着水利水电资源的深入开发，一方面大坝的规模在向高、大的方向发展，如近年来新建成
的l50m以上的高坝如小浪底、龙滩等，对库坝区尤其是对坝址区地质体的稳定性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更
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坝址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愈趋复杂，因为理想的可供选择的坝址越来越少
。
同时，还应指出的是，我国现有的大中型水电站多数建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
不利于大坝安全运行的隐患正逐渐显现。
　　据水利部和国家电力公司对所属大坝的安全定期检查发现，截至1999年底，我国已建水利堤坝（
由水利部门管理）中，有30413座为病险坝其中大型坝145座、中型坝1118座、小型坝29150座，在1991
～2002年间垮坝达245座；由电力部门所管理的以发电为主的130多座水电站大坝中有9座为病险大坝（
吴中如，2005）。
根据电力部门第一轮定期检查96座水电站大坝的结果（邢林生等，2001），在存在的隐患中，由于对
基础断层、破碎带和软弱夹层未做处理或处理效果差，在运行中局部发生性态恶化，使大坝的抗滑安
全度明显降低，计有14座，占14.6％；坝基扬压力或坝体浸润线偏高，坝基或坝体渗漏量偏大，有的
坝体大量析出钙质（溶蚀），计有32座，占33.3％；另外还发现，近坝区上、下游边坡不稳定，有的
曾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坡，计有10座，占10.4％。
应该说，上述隐患的形成及其演变无不与坝址环境水（包括坝前库水、两岸岸坡地下水以及坝基地下
水等）的作用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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