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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竖井旋流、平洞旋流和喇叭形堰旋流三种体型的泄洪洞为重点，详细地论述了各种泄洪洞
的旋流防蚀和消能的特点、工程措施及设计原理，并附有结构设计和计算实例。
书中含括了我国四川沙牌、黄河公伯峡和在建的广东清远旋流泄洪洞的结构设计，以及部分公伯峡原
型观测资料。
书中还介绍了共用同一个竖井和导流洞作为泄洪与放空水库的双层进水口结构设计，以及高效消能、
防蚀的自掺气消力墩等。

　　本书是国内首次结合水电工程研究各种旋流泄洪洞结构、水力学特性和有关设计原理及应用的书
籍，供从事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和科研人员参考，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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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兴林，男，1930年出生于吉林省西安县，汉族，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政府特殊
津贴）。
1954年毕业于大连工学院水利系，分配到北京水电科学研究院（现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工作至
今。

　　1956年前暂时留校工作。
1957年回京履职后至1977年期间，负责了一些工程生产试验任务和原型观测工作：①通过闸门振动原
型观测，找出了振源并提出防振措施，解决了困扰已久的海河挡潮闸闸门振动和刘家峡泄水道闸门振
动问题；②负责了调压井试验和研究任务（如四川映秀湾、鱼子溪和锦屏水电站等）；③“75·8”大
水后，北京水电科学研究院撤销，改为水利调度所，在中央防汛办公室水工组负责鄂、辽、吉、黑四
省的病险水库调查和处理工作。

　　改革开放后，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恢复，主要研究工作有：①进行了一些水电站管道系统瞬变流
计算，通过水力控制理论证明调压室稳定断面面积可以小于托马准则，特别是纠正了“水电站尾水洞
设置阻抗式调压室稳定断面面积大”的不正确论点，为大朝山水电站尾水洞设计了阻抗式调压室；②
参加和处理天生桥调压室事故，将原差动式调压室全部改为阻抗式调压室；③进行了调水工程最优等
容量控制的理论研究和水工模型验证工作。

　　退休后，应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学所回聘，至今近20年。
主要从事国家“八五”和“九五”科研攻关项目，较深入、系统地研究了竖井、平洞和喇叭形堰等旋
流防蚀消能的泄水建筑物结构体型和水力学问题。
研究成果分别应用于沙牌、公伯峡和清远等水电站的泄洪洞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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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利用潜水起旋墩调节流量的原则是：当试验流量大于设计值时就增加墩的高度；反之
，当试验流量小于设计值时就降低墩的高度。
在设计起旋墩时，墩子的上半部采用不同厚度的起旋墩形的有机玻璃板临时粘合，便于修改墩高，调
节泄流量。
2.8.3 旋流喇叭形竖井泄洪洞流态2.8.3.1 旋流喇叭形堰和竖井流态由于旋流喇叭形堰的堰顶一般不设置
闸门，库水位一超过堰顶就泄流。
当堰顶水头较小时，过堰水流的旋转力弱。
为了增加旋转力度，采用多个起旋墩按小角度布置与喇叭形堰连接。
采用小角度连接布置的缺点是阻水面积偏大，影响泄流能力。
若整个起旋墩高于校核洪水位，即在最高库水位条件下，过堰水流也都受起旋墩的引导、从墩间流入
，模型试验的结果显示旋流喇叭形堰的下泄流量往往不能满足最大设计下泄流量的要求。
采用潜水起旋墩很好地解决了最大泄流能力问题。
但是当库水位超过起旋墩顶时，上层过堰水流的人流角度扩大，是否会降低螺旋流的旋转强度？
试验观测结果显示人堰螺旋流的旋转强度不降反增，即在下层旋转流的拖曳下，墩顶以上的上层水流
作同步旋转运动，由于没有起旋墩的阻水作用，总体旋转速度明显加快（见第7章图7-26（a）和图7-27
（a））。
试验结果显示，基于上述旋流机理设计的旋流喇叭形竖井泄洪洞，在喇叭形堰和竖井内均能形成带有
空腔（气核）的稳定的轴对称螺旋流。
其之所以能产生稳定和轴对称的旋转流，是因为起旋墩的数量较多，并且墩子轴对称地布置在喇叭堰
外围，使进水口的流态基本上不受周围地形和风力的影响。
在喇叭形堰下与竖井连接处附近，旋流空腔直径最小（称空腔咽喉）。
沿竖井向下，空腔直径逐渐扩大，直到产生环状水跃为止。
竖井下部为水气混合体形成的水垫层（见图2.3 7和第7章图7.2 7、图7-28）。
2.8.3.2 压力消能工（水垫塘）流态为了防止堰顶长期在小水头下运行时，水流冲蚀竖井底板（因泄小
流量竖井无水垫层），在连接竖井的出水洞底板上，距竖井壁2D处浇注集水墩，构成压力消能工，可
以迅速使竖井产生水垫。
为了增加消能力度，集水墩最好采用自掺气的组合墩（见图1.2 4（c））。
当水流通过组合墩时，中墩的挑流同两侧的射流相互碰撞，消刹大量能量。
在组合墩的上游这段洞内形成有压流，下游保持一段满流后很快就恢复到平稳的明流流态（见图2.3 7
）。
为了进一步提高消能率，可以在组合墩下游再加一道边墩或组合墩，具体应视出水洞的断面面积大小
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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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董兴林编著的《旋流泄水建筑物》第1章和第4章分别介绍了旋流竖井和竖井-旋流两种泄洪洞的布置、
组成结构、连接形式及涡室（起旋室）和旋流竖井、旋流洞断面尺寸设计方法，并给出工程设计实例
；第2章和第5章通过模型试验研究成果介绍了在旋流运动条件下竖井和洞内流态、流速、压力、脉动
压力及旋流空腔和掺气特性，以及旋流洞泄流能力的近似计算；第3章介绍了旋流竖井泄洪洞水力学
解析和经验计算方法及计算例；第6章介绍了由导流洞改建泄洪、放空或排沙三结合泄洪洞的结构设
计；第7章介绍了已建成的沙牌、公伯峡及在建的清远旋流泄洪洞的设计体型、结构尺寸和水力学问
题，以及对研究设计经验进行总结；第8章介绍了国外研究的旋流泄水道的涡室结构和设计方法，以
及印度特里竖井-旋流泄洪洞设计体型和部分试验研究成果，并作简单评价；第9章通过空化试验研究
，论述了旋流空化特性，并与直线流进行比较；第10章提出了在溢流坝下游布置旋流消力墩和在坝内
设两种不同形式的旋流泄水道的方案，并提出将传统泄洪洞的掺气槽改成掺气消能设施，除防止空蚀
外还增加了消能率，减轻出口雾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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