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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利工程中坝址选择的地质勘察分析
———以田房水库为例

刘文滔
（重庆市水利电力建筑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 401121）

0 引言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我国的工程建设水平得到了飞跃式的发

展和进步。而在工程建设中，工程地质勘察直接决定了工程的质

量。做好工程地质勘察，不仅保证工程的稳定性，同时还能为工

程建设节约一定的成本，保障工程能够顺利进行。本文以云南省

勐腊县田房水库工程为例，针对这一工程中的地质勘察分析和

探讨，并对其提出相应的结论和建议，确保坝址的选择得到科

学、合理的保障。

1 工程概况
田房水库位于南满河中游河段勐腊县勐满镇境内（见图 1），

是一座具有勐满镇城乡生活供水、口岸经济区工业供水和农业

灌溉等综合利用功能的中型水库工程，推荐坝址以上控制集雨

面积 282km2，总库容 1270万 m3，水库由枢纽工程、供水工程、灌
溉工程三部分组成，工程规模为中型，工程等别为Ⅲ等。

通过收集工程区区域地质与地震地质资料，评价区域构造稳

定性，确定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及地震基本烈度；初步查明坝址区

和其他建筑物区工程地质条件，对主要工程地质问题进行初步

评价，进行坝址、坝型比选，对坝基进行工程地质评价并提出工

程处理的建议；对选定坝址、推荐基本坝型方案进行地质论证。

2 上坝址基本地质条件
上坝址河道较顺直，两岸冲沟较发育，河谷较狭窄，剖面形态

为左陡右缓不对称的“U”型。上坝址坝基主要岩性为泥质粉砂
岩，夹少量粉细砂岩，强风化泥质粉砂岩、粉细砂岩岩体为散体

或碎裂结构，岩体破碎，坝基岩体工程地质分类为 CⅤ类。弱风化
泥质粉砂岩饱和抗压强度 1.85~4.45MPa，平均值 2.94MPa，软化
系数平均值 0.53，属极软岩，强度低，根据孔内声波检测资料，弱
风化泥质粉砂岩完整性差，为薄层状构造，层面裂隙发育，坝基

岩体工程地质分类为 CⅣ类，抗滑、抗变形性能差。弱风化粉细砂
岩饱和抗压强度 19.4~50.5MPa，平均值 35.7MPa，软化系数平均
值 0.64，为中硬岩，岩体为薄层结构，完整性差，坝基岩体工程地
质分类为 BⅣ类，图 2为上坝址航拍图。

参照《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GB 50487—2008）》之附
录 E岩土物理力学参数取值，软岩的允许承载力可按岩石单轴
饱和抗压强度的 1/10~1/5取值，上坝址大坝主要持力层岩体，弱
风化泥质粉砂岩承载力建议值 0.5~0.6MPa，承载力较低，抗剪参
数建议值亦低，重力坝地质条件较差，大坝对地基的适宜性差；

上坝址两坝肩岩体强风化厚度大（一般 5~20m），岩体破碎，弱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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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理位置
图 2 上坝址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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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岩体完整性差，不对称的“U”型河谷，地形条件差，拱坝地形地
质条件差，不适宜。

3 下坝址基本地质条件
下坝址河道弯曲，两岸冲沟较发育，河谷剖面形态为宽缓的

“U”型，在正常蓄水位 662.5m 高程，河谷宽度 156.9m，宽高比
4.9:1；河床覆盖层厚度一般 5~7m，下伏基岩为泥质粉砂岩、泥质
页岩夹少量灰岩；左岸坡覆盖层厚度 3.5~11.5m，右岸覆盖层厚
度 5~6m；坝址区产状较凌乱，顺河床及左岸发育一背斜，两岸上
部岩体局部卸荷变形，岩体裂隙发育；下坝址水文地质条件简

单，无严重不良地质现象；受风化卸荷影响，两岸岩体风化厚度

较大，左岸坝肩强风化厚 7~10m，河床 0.5~3.5m，右岸 6~17m。下
坝址坝基主要岩性为泥质粉砂岩、泥质页岩夹少量灰岩，强风化

泥质粉砂岩、泥质页岩为散体或碎裂结构，岩体破碎，坝基岩体

工程地质分类为 CⅤ类，图 3为下坝址航拍图。

参照《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GB 50487—2008）》之附
录 E岩土物理力学参数取值，软岩的允许承载力可按岩石单轴
饱和抗压强度的 1/10~1/5取值，下坝址大坝主要持力层岩体，弱
风化泥质粉砂岩承载力建议值 0.7~0.8MPa，泥质页岩 0.4~
0.5MPa，承载力较低，抗剪参数建议值亦低，重力坝地质条件较
差，大坝对地基适宜性差；下坝址两坝肩岩体强风化厚度大（一

般 6~17m），岩体破碎，弱风化岩体完整性差，地形对称性差，拱
坝地形地质条件差，因土石坝对地基的适宜性较好，故下坝址的

适宜坝型为土石坝。

4 坝址、坝型比选
结合相关的勘察数据和结果分析，两坝址位于相同的地质单

元，地质条件类似，上、下坝址两坝肩岩体强风化厚度大（一般

10~20m），岩体破碎，弱风化岩体完整性差，为不对称“U”河谷，宽
高比大于 3:1，拱坝地形地质条件差，不适宜；上、下坝址岩石强
度低，为极软岩，岩体完整性差，抗滑、抗变形性能差，坝基岩体

力学参数低，不适宜修建重力坝，且经设计初步估算，为满足重

力坝稳定要求，重力坝坝基、坝肩开挖工程量大，大坝体型大，地

基处理工程量大，工程投资高，故两坝址的适宜坝型为土石坝。

另根据现场地质调查测绘，工程区附近多为侏罗系、白垩系

地层，岩性为泥质粉砂岩、砂质泥岩、页岩夹长石石英砂岩，可以

作为块碎石料的砂岩厚度薄，多为夹层，表层风化厚度大，开采

条件差，故工程区附近块碎石料匮乏。而勐捧采石场为灰岩，运

距较远，作为坝体回填料运距较远，成本高，从就近取材及充分

利用开挖料的角度，建议选择岩体风化料作为坝体回填料。

结合上、下坝址地形地质及主要建筑物条件比较，从比较结

果得出两坝址基本地质条件大体相同，均具建坝条件。从地形条

件，上坝址河段较顺直，河谷窄于下坝址，上坝址地形条件优；从

基岩出露情况和岩体完整程度，下坝址河床覆盖层厚度薄，局部

可见基岩出露，上坝址略优；从构造条件，上坝址构造较简单，下

坝址构造复杂，但下坝址离库区活断层距离更远，受断层影响较

小，两坝址基本相当；上、下坝址水文地质条件和岩体风化基本

相当。综上地形地质条件，上坝址略优于下坝址。

从水工建筑物上，上坝址坝高较矮，坝线短，大坝填筑量少，

但下坝址地形更有利于风化料坝溢洪道和导流洞的布置，综合

比选，两坝址基本相当。

从地形地质条件，上坝址略优于下坝址；从水工建筑物布置

上，两坝址基本相当，建议设计做综合投资比选。经设计综合比

选，本工程选定坝址为下坝址，推荐坝型为沥青混凝土心墙风化

料坝。

5 结论与建议
本阶段初拟两坝址进行比选，上坝址位于蚌敢河与南满河汇

合口下游约 600m处，初拟正常蓄水位 664.5m，推荐坝型为沥青
混凝土心墙风化料坝，坝顶高程 668.0m，最大坝高 37m，坝长
98m。下坝址位于勐满大坝上游约 150m处，初拟正常蓄水位
662.5m，推荐坝型为沥青混凝土心墙风化料坝，坝顶高程
666.0m，最大坝高 45m，坝长 161m。上、下坝址直线距离 940m，沿
公路距离约 2.0km。
经综合比选，本阶段设计推荐坝址为下坝址，枢纽工程由大

坝、溢洪道、取水建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组成，从左至右依次布

置为上坝公路、沥青混凝土心墙风化料坝、溢洪道、取水塔，管理

房位于大坝左岸下游阶地上。

另根据现场地质调查测绘，工程区附近多为侏罗系、白垩系

地层，岩性为泥质粉砂岩、砂质泥岩、页岩夹长石石英砂岩，可以

作为块碎石料的砂岩厚度薄，多为夹层，表层风化厚度大，开采

条件差，工程区附近块碎石料匮乏，而勐捧采石场为灰岩，运距

约 42km，作为坝体回填料运距较远，成本高，从就近取材及充分
利用开挖料的角度，建议选择风化岩体作为坝体回填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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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下坝址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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