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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洛渡大坝水垫塘汛后首次检修抽排水方案
吴林艳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湖南 长沙 410007）

1 工程概述
溪洛渡水电站大坝坝后水垫塘长 300m，最大宽 228m，底部宽 60m，

深 46m（底板高程 340m，水垫塘二道坝坝顶高程 386m），整体基本断面
呈倒梯形，总容积 191.8万 m3。2013年汛期过后（大坝首次汛期泄洪），需
要对水垫塘的底板冲刷情况进行检查及修补，修补前需要将水垫塘内部

的水抽排干净，保证修补检查及修补的做业面为干地施工。由于工期紧、

抽水量大、扬程高，抽水任务重，需要制定专门的抽水方案，保证积水按

期抽排完成。

2 水垫塘抽时间安排
溪洛渡水电站 2013年枯水季节按 4台发电机组正常运行发电计

算，单台发电机组发电下泄流量为 630m3/s，4台发电机组共下泄流量为
2520m3/s。当水位在 EL.560m控制时，泄洪洞单洞下泄流量为 1200m3/s，4
条洞共下泄流量为 4800m3/s；水位在 EL.560m时 4台发电机组和 4条泄
洪洞共下泄总流量为 7320m3/s，当上游来流量大于 7320m3/s时，仍需要
打开深孔泄洪。溪洛渡水电站分期洪水成果见表 1。

水垫塘抽水排空施工按 20年一遇洪水（P=5%）考虑，根据溪洛渡水
电站分期洪水成果表可知，水垫塘在 2013年 11月份开始抽排，反充水
施工必须在 2014年 5月份完成，总工期共 7个月。由于水垫塘底板冲磨
情况不明，预留一个月时间为冲磨处理的预知风险保证工期，因此，施工

总工期按 6个月计算安排施工。
根据类似工程排水设施安装经验，水垫塘抽排水设施安装需要 20d

工期；根据上一年水垫塘反充水相关经验，水垫塘充水至 EL.360m需要
10d，水垫塘抽排水运行剩余工期为 30d，另考虑到抽排水设施的调整转
移，水泵纯抽排水的时间为 20d，按每天有效时间 20h计算，水泵纯抽排
水时间为 400h。
3 水垫塘抽排水分析
（1）11~20号坝段施工废水直接排放至水垫塘内，根据大坝仓面供水

规划（相邻两个坝段布置一根 DN80mm供水管）可知，11~20号坝段每小
时产生 300m3施工废水。

（2）水垫塘 EL.386m以下雨水汇集至水垫塘内，根据招标文件中永
善气象资料，11月至 5月年降雨量为 100mm，水垫塘 EL.386m以下雨水
汇集面积为 70000m2，即 2013年 11月至 2014年 5月雨水汇集至水垫塘
内的水为 7000m3。

（3）3~4号导流底孔、7~10号导流底孔和 1~8号深孔闸门漏水均流
入水垫塘 EL.386m以下区域内，由于其漏水量无法实测（施工期漏水而
非永久漏水），为使抽水设备配置具有可操作性，目前该处水源暂按

1000m3/h预估，抽水运行时若发现大于 1000m3/h，将增加抽水设备或者
抽水工期顺延。

（4）两岸贴角区域施工废水流入水垫塘 EL.386m以下区域内，该处
外来水源可以通过在左右岸 413m平台设置截水沟，将水通过水垫塘
413m平台内侧排水沟将水引排至二道坝下游侧，抽水设备配置时不考
虑该水源。

4 抽水设备配置
根据水垫塘 EL.386m以下库容 191.8万 m3、2013年 11月至 2014年

5月雨水汇集至水垫塘内 7000m3、11~20号坝段施工废水 300m3/h和大
坝闸门漏水 1000m3/h汇总的抽排量结合抽排时间 400h推算出，至少需
配置实际 6200m3/h的抽排设备方能满足施工要求。

5 抽水设施布置
根据水垫塘抽排规划可知，抽水设施安装时间较短，为了使抽排设

备尽快投入抽水使用。拟在缆机覆盖范围内布置 5个泵船或浮筒，每个
泵船上安装 2台抽水机，前期利用抽水机的软管进行抽排水；随着水位
的下降，在缆机覆盖范围内左右岸水垫塘 386~340m边坡上分别布置 2
根 DN400×8mm钢管（长度合计 750m）作为抽排水管道，后期有一个泵船
划向下游二道坝附近，利用 DN250mm软管（长度合计 350m）进行抽排。
与此同时在大坝贴角部位左右岸分别布置一台高压深井泵，然后沿贴角

布置左右岸各布置一根 DN400×8mm钢管（长度合计 450m）作为抽排水
管道。

6 导流明渠复核
根据水力学手册计算，根据抽排设备配置，水垫塘抽排量为 7800m3/

h，平均每个明渠内过流量为 3900m3/h。通过对比得出，导流明渠内的水
位在 0.6~0.7m之间运行。
单根抽水管道最大出水流量为：

QMAX=Q 抽=600/3600=0.17m3/s
抽水管道出水口处流速为：

V出=
QMAX

A管
= 0.17
3.14×0.2

2 =1.35m/s

则出水口明渠水流断面面积为：

A 渠=2QMAX/V 出=2×0.17/1.35=0.25m2

则出水口处水深 H=0.12m，则出水后流速 V为：

V= Q出A渠
=（3900/3600）/0.25=4.32m/s

则弗劳德数为：

Fr= v
2

gH姨 =4.32
2
/（9.8×0.12）

1/2
=3.98＞1

因此，抽排管道出水口处水流为急流，会在下游处出现水跃如图 1。

      摘 要：溪洛渡水垫塘是溪洛渡大坝深空、表孔泄洪过程中，消除高流速大流量洪水冲击能量的重要工程措施。根据要求间隔一定的

时间需要进行抽干维修被冲刷磨损的部位。水垫塘内的容量为 192.8万 m3，需要在短时间内抽排干难度较大，需要合理规划、精心组织方

能取得好的效果。本文旨在根据首次的抽排水施工方案，对相关类似工程做出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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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 使用期 P=1% P=2% P=5% P=10% P=20%
1月 1.1~1.31 3580（2540）3500（2440）3390（2300）3300（2180）3200（2050）
2~3月 2.1~3.31 3300（1990）3230（1930）3140（1830）3060（1750）2980（1660）
4月 4.1~4.30 4420（3570）4180（3300）3860（2920）3610（2630）3350（2310）
5月 5.1~5.30 7390（6570）6710（6020）5810（5250）5140（4640）4480（4000）
6月 6.1~6.20 18500 16900 14600 12800 10900

7~10月 6.21~10.31 34800 32000 282000 25100 21800
11月 11.1~11.30 8970 8280 7350 6600 5800
12月 12.1~12.31 4460（4000）4320（3800）4120（3520）3960（3290）3790（3030）

表 1 溪洛渡水电站分期洪水成果表（单位：m3/s）

图 1 抽排水管道出水口处水跃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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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 h1对应的共轭水深 h2为：

h2=h1

2
（1+8Fr1

2
-1）=（0.12/2）×（（1+8×3.982）1/2-1）=0.62m

则最大水深=h2=0.62m，所以马道导流明渠满足过流要求。
7 保证措施
（1）基坑初期排水时严格控制基坑水位下降的速度不大于 1.5m/d（大

坝初期蓄水，坝后水位下降速率不能太快）。

（2）预备一定数量的抽水设备，以备不时之需；抽水期派专人巡查，
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相关部门。

（3）浮排的绑扎、连接应牢靠、稳固，浮排四周设安全防护拦；浮排在
岸上整体加工好后，采用吊车吊至预定水面上，浮排通过三根钢丝绳与

岸坡相连。

（4）浮排上工作人员应穿救生衣，并在浮排上配备一定数量的救生
衣、救生圈等救生物资；浮排上挂牌标识，限人数同时上浮桥与浮排。

（5）落实以“一把手”责任制为主的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重奖重罚，

切实制订内部安全管理实施细则，并贯彻于施工全过程，确保施工安全，

以促进各阶段施工目标的顺利、按期完成。

8 总 结
抽水设备的规划及布置，按期完成了水垫塘抽水的要求。后续各项

施工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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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利水电工程管理中质量管理的几点探讨
李光辉

（勉县水利水电勘察设计工作队 陕西 勉县 724200）

1 在水利水电工程管理中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
1.1 安全生产意识较为薄弱，目标不明确
当前在进行水利水电施工的过程中，相关人员的安全意识较为薄

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工程的开展。另一方面，施工及管理人员对主要的

质量管理目标认识不明确，尽管现在有大部分施工单位都在号召“安全

第一”、“优质工程”等，但是这些号召都只是表面上的，没有落实到实际

中来，所以，施工单位无法准确的控制好施工的质量，从而使工程的质量

达不到相应的要求。

1.2 质量控制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的水利水电的建设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改善，无论是施

工的技术，还是管理的水平都在不断提高，很多水利水电的施工单位都

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认可，施工企业的内部也制定了相应的质量管理方

针，但是往往在工程实践中，无法按照相应的规定去执行。此外，我国的

施工企业间内部结构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在质量管理方面，其水平也

是千差万别的。对此，我们很容易看出我国的水利水电的工程质量管理

中质量控制体系仍然不是很完善，管理体系存在着很多漏洞，相关的管

理人员和施工人员的专业水平不高。

1.3 施工过程中控制力度不够
现在，大部分施工单位在施工时都不够精细，管理较为混乱，从而频

频产生质量问题。采取的相关措施无法落实到实际中去。尽管施工方指

定了相应的施工方案和施工技术，但是在进行施工的过程中施工人员都

没有严格的遵守。另一方面，施工单位对基础管理的能力还不够，即便制

定了相应的施工措施、作业指导书，但是依旧无法在实际中完成，对基础

的管理力度不够，基础管理相对薄弱无法对项目进行准确完全的记录，

不能很好的分析及整合生产性的试验结果。

1.4 施工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不高
建筑行业受其自身特征的影响，在施工过程中需要较大的劳动力，

因此施工方的操作人员大多都是农民工，同时施工企业也没有对农民工

进行专业的培训，缺乏一定的质量教育。农民工在进行施工的过程中就

会受到其自身技术短板的限制，使施工的质量风险有所提高。特别是在

水利水电的施工中，由于水利水电工程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且项目结构

相对较为复杂，这就要求农民工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没有经过技术培

训的农民工很难完成施工的任务从而不能保证施工质量。

2 在水利水电工程管理中质量管理的措施
2.1 加强对工程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
①在对水利水电的施工质量进行管理的过程中，管理人员应该经常

去施工现场，实地检查一些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部分，做到精确化检查，

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同时保证工期。②对施工质量管理的人员的工作进行
加强，加强对施工中质量管理人员检查的力度，以保证全面提高在水利

水电施工过程中施工质量管理工作人员的整体水平。③施工单位制定好
责任制度，真正做到层层把关，各负其职。④在工程竣工的验收阶段，相
关人士一定要严格按照水利水电工程中相关的规定对所完成的工程进

行检查，确定没有问题后才可以投入使用，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只有通过不断的完善工程质量管理的体系，才能更好的保证水利水电工

程保质保量的完成。

2.2 施工前质量管理
原材料是水利水电工程的构建基础，可以说，原材料质量的好坏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工程质量，由此可见，原材料在水利水电工程中的重

要性。这就要求企业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在原材料进入施工现场前，进

行抽样检查，各项指标均合格后，才可进入施工场地。要加强对原材料测

试的监督工作，保证检测结果真实可靠，对于严格限制指标的，要重点进

行检查，一旦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对于一些没有合格证、指标不过关以

及未经允许使用的原材料，坚决不予计入施工现场场地，并进行集中处

理，把好原材料的质量关，为工程顺利建设提供质量保障。

2.3 施工过程质量管理
除了原材料之外，项目工程的技术方案、组织措施以及工艺流程等

是否科学合理，对于水利水电工程的质量也有着直接影响。作为作为施

工单位，施工过程中的质量管理工作也绝对不能的忽视。对于整个工程

中的关键和重要部位，以及较为复杂的施工环节，要保证有详细为具体

的施工方法。整个施工过程应该受到严格控制，要保证各个施工环节都

是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进行，作为施工人员，坚决杜绝凭借自身经验对

施工环节作出擅自改动行为的发生。对施工过程中的机械设备、材料、施

      摘 要：质量是保证水利水电工程稳定发展的首要部分，如何确保水利水电工程管理中的质量管理十分重要，本文主要就该问题进

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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