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拱坝建基岩体研究与实践>>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高拱坝建基岩体研究与实践>>

13位ISBN编号：9787508468396

10位ISBN编号：7508468392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中国水利水电

作者：万宗礼//聂德新//杨天俊

页数：54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拱坝建基岩体研究与实践>>

前言

　　本书是黄河拉西瓦水电站工程250m高拱坝建基岩体系统工程地质和岩体力学专项研究的成果。
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定量研究了岩体风化、卸荷和岩体结构特征，提出了定量表征指标，补充了现
行规范方法；建立了以岩体风化、卸荷、岩体结构及赋存条件的岩体质量分级体系，并提出了具体表
征岩体质量级别的裂隙间距、完整性系数、RQD和单元面积节理条数等指标及界限值，并配套以变形
模量、抗剪强度等主要岩体力学参数，实现了质量分级向岩体力学模型的转化；建立了以拱端应力为
基点，以岩石饱和抗压强度、岩体变形模量、岩体抗剪强度指标为定量指标，以风化、岩体结构、岩
体质量级别和岸坡应力（卸荷）分带为表征的高拱坝坝基（肩）可利用岩体标准体系；进行了拱坝建
基面位置的选择和主要力学参数的论证，从极限变模的概念和变模降低（15％～20％）的角度，论证
了坝基（肩）岩体力学参数变化对大坝应力应变的影响，为开挖后复核验证提供了判据；引进开发了
裂隙连通率带宽网络模拟程序和结构面及结构块体空间自动切割组合程序，成功地应用于拱坝抗滑稳
定分析及强度参数的研究，避免了人为取值和手工操作；从分析区域构造应力场入手，模拟计算了坝
址河谷应力场，进行了河谷应力分带。
从高地应力、高围压的角度，进行了偏应力计算，提出了围压比概念，分析了岩芯饼裂、开挖面板裂
等的力学模型和机理。
计算分析了开挖后坝基（肩）应力应变状态、岩体的破坏形式及对岩体力学参数的影响；两坝肩及河
床开挖后，依据综合检测资料，确定了开挖综合影响松弛带的厚度，提出了松弛度的概念，并与灌浆
试验波速增长率对照，预测了松弛带灌浆后的可恢复程度。
同时，对建基岩体的风化、结构、岩体质量级别和主要岩体力学参数进行了综合复核，并与前期的评
价进行了对比，证明前期评价基本合理。
　　本项研究除基础性的工程地质和岩体力学研究外，从岩体与拱坝相互作用的结构和力学角度、受
力和传力角度、高地应力高围压和解除围压等角度研究和探讨了一些问题，提出了以拱端应力为基点
的可利用岩体标准、围压比、松弛度、应力应变计算等创新性成果，不但在学科进步上有重要意义、
有较大的社会效益，也对拉西瓦工程本身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拱坝建基岩体研究与实践>>

内容概要

　　《高拱坝建基岩体研究与实践》以黄河拉西瓦水电站250m高拱坝为例，系统研究了大坝建基岩体
的工程地质、高地应力环境及岩体力学特性，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建立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概
念。
成果应用于拉西瓦工程，并得到了施工开挖验证。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人员、科研人员、工程管理人员和高等院校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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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专业工作27年来，先后广泛研究过水利水电工程中的高拱坝建基岩体、高地应力、高边坡和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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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主持了近10座大中型已建水电站和数十座前期及在建水电站工程的工程地质勘察和岩土力学研究。
　　聂德新，男，现年65岁，成都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早年师从我国著名工程地质学家张成恭教授，获硕士学位。
长期从事工程地质、岩体力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多次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技攻关和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的研究，多次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除从事高等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生外，广泛参加和主持了龙羊峡、李家峡、
拉西瓦、公伯峡、溪落渡、金安桥等数十座大型、特大型水利水电工程中的工程地质和岩体力学专题
研究，获得了丰富的专业教学和工程实践成果。
　　杨天俊，男，现年46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院工程勘察研究分院副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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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27年连续从事水电工程工程地质研究、工程咨询服务经验，基本掌握了水利水电行业工程勘察理
论，对工程地质方面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处理专业技术方面的难题。
主持了拉西瓦、宝兴、蔺河口、尼那、康扬、杂木寺、卡里巴等中外数座大中型水电项目的工程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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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区域构造应力场特征及坝址河谷应力场研究　　拉西瓦坝址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地带，受高原总体
隆升和板块内部构造挤压的影响，加之块体内部断块的差异性抬升，使得断块内岩体承受较高的挤压
应力。
同时，断块抬升、河流迅速下切，形成高陡岸坡，在斜坡自重作用下既对构造应力场产生影响，又迭
加了自重应力成分，表现出明显的高地应力现象。
因此，高坝大库工程对地应力进行综合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3.1　区域构造应力场特征　　3.1.1　区域构造应力场主应力方位　　1.从地质构造特征分析区域
构造应力场最大主应力方位　　（1）前第三纪构造应力场主应力方位。
拉西瓦电站大地构造部位属祁连山加里东褶皱系与甘孜-松潘褶皱系的交界部位，区内一系列NW方向
深大断裂的形成，表明该区早期构造应力场的最大主应力方向为NE-SW向，从深大断裂展布方向的变
化还可以看出，区域以东（青海化隆县、循化县及以东地区）深大断裂方向为NW、NNW向，早期最
大主应力方向应为NE、NEE向；而区域以西深大断裂方向逐渐转为NW、NWW向，表明早期最大主
应力方向也渐变为NE、NNE方向，这一特征与整个青藏高原西部及周边地带的地质构造格架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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