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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虽然农业灌溉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但基本都

是以大水漫灌为主, 而这对水资源造成非常严重的浪费,但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节能意识不断提升,使得农业节水

灌溉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节水技

术的快速发展。而在节水防渗措施当中,现浇混凝土衬砌护

面是一项较为有效的措施措施之一, 该防渗形式具有较强

的输水能力,且防渗和耐冲击效果好,便于管理,在节水效果

上具有较为突出的优势, 在各类自然条件下都具有较强的

适用性。因此,对相关内容加强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1原材料及渠道断面选择

1.1选择渠道断面

现浇衬砌渠道具有多种结构形式, 具体需要结合渠道

的过水能力、水深以及土质等条件对边坡稳定进行分析,并

对各项施工影响因素进行综合的考虑,包括渠道流量、地下

水位以及温度等。

1.2原材料方面的选择与控制

1.2.1水泥材料的选择和应用

当前阶段,市场当中的水泥有很多个品种,根据性能以

及用途具体可以将其分为三个类型,分别是通用、专用以及

特种这三类,在具体施工过程中,需要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

进行合理的选择,结合国家相关规定要求,对混凝土渠道的

抗冻要求加以考虑, 可以对标号为 325和 425的硅酸盐水

泥加以应用,要对水泥质量进行优选,并确保优先应用先出

场的水泥,防止水泥出现散失问题。

1.2.2砂石及碎石骨料

对于混凝土材料而言, 砂石及碎石骨料是最为主要的

原材料, 而水利工程本身在混凝土方面具有较大的需求量,

所以对于此类原材料的需求量也非常大,因此,砂石及碎石

骨料的质量会对混凝土的强度以及防渗衬砌工程的质量造

成直接的影响,在水利工程建筑中,通常会使用中砂进行混

凝土拌制,要求粒径在 0.15mm范围以内,且用量低于 5%,以

质地坚硬、级配良好的天然河砂为佳,如果对人工砂进行应

用,则需要选用质地较为坚硬的岩石进行压碎处理,并保证

其中没有盐碱、壤土、团块或者有机物等有害杂质,同时还

要保证良好的耐久性 , 并对细度模数加强控制 , 一般为

2.2-3.0之间,而含水量则要设置在 3%-4%；应该保证碎石

骨料表面的洁净性,如果表面存在裹泥或裹粉的问题,应予

以清除,需要将粒径控制在 1cm-4cm,且针片状颗粒以及超

径含量应该在 15%以下[1]。

1.2.3选择外加剂

为了对混凝土自身的性能加以改善, 减少水泥用量,通

常会在水利工程使用的混凝土当中加入一定剂量的外加

剂,常用的外加剂包括早强剂、引气剂、减水剂以及缓凝剂

等。在对外加剂进行应用的过程中,需要对其质量及用量加

强控制, 结合混凝土渠道的抗渗性能和抗冻性能的要求,需

要采用适应性试验进行优选, 使外加剂的作用能够充分的

发挥出来,进而提高混凝土的使用性能。

对引气剂进行单独的使用, 容易使混凝土的强度被降

低,所以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往往会对复合型引气剂加以应

用,简单的说就是在加入引气剂之外,再对其他外加剂进行

添加,例如,在较为寒冷的区域进行施工时,对 DH9 引气剂

以及 DH4A高效减水剂进行应用,能够使混凝土的抗渗、抗

冻效果得到保障, 在使用混凝土进行闸涵桥梁以及灌注桩

施工时,对 ZL硫化剂进行应用,不但能够使混凝土的强度

得到改善,还能使建筑物自身的使用寿命得到延长。

1.2.4混凝土的拌制以及养护用水

在对混凝土进行拌和及养护的过程中, 应该使用饮用

水来完成, 不能应用没有经过处理的沼泽水或工业污水,必

须要满足国家相关标准,才能进行正式的使用,在水源发生

该变时,需要经过检验之后才能进行使用。

混凝土的拌合量需要根据工程实际需求进行设置,拌

和物要保持均匀分布且颜色一致, 如果没有监理工程师的

批准,严禁采用人工的方式进行拌和,并且搅拌时间不宜过

长,如果时间设置太长,其中的骨料吸水量会被加大,从而减

少混凝土熟料当中的自由水含量, 对混凝土材料的坍落度

造成影响[2]。

1.3配合比

在水利工程当中, 应用的混凝土配比应该满足工程设

计的具体要求,在满足工程需要的同时,尽可能节约水泥用

量,使混凝土材料的使用成本得到有效的控制,从表面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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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混凝土进行的配合比设计, 主要是对组成材料用量进

行计算,但从本质上来看,是对砂率、用水量以及水灰比等参

数的计算,结合配置要求以及工程实际,水利工程当中的混

凝土水灰比最大值不能高于 0.6, 且坍落度不能超出

1cm-3cm的范围,具体需要结合温度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整,

如果温度较低或者是渠床面较为湿润, 应该将坍落度适当

减小,反之则需要适当加大[3]。

2分缝问题

在渠道防渗体当中出现的裂缝问题, 主要是由于防渗

体自身的温度变化以及地基中的不均匀沉降问题造成的,

在实际施工中,可以通过事后分缝的方法加以处理,简单的

说就是在施工当中不保留预缝,在完成施工一段时间,其变

形稳定之后,根据裂缝的实际情况做好切割分缝施工,这样

不但能够使施工速度被加快, 还能防止事先分缝缺乏合理

性,但在进行切割以及分缝处理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按照

相关工序要求认真施工, 使分缝以及填充材料质量得到保

证[4]。

3现浇混凝土护面施工

3.1施工准备工作

在浇筑混凝土之前, 施工人员必须要将相关准备工作

做好,第一,要将渠道当中的杂物及淤泥清理干净,对于水流

冲刷造成的崩陷地段以及坑洼地段, 需要采用分层的方法

进行填土,然后进行夯实和整平处理,避免出现裂缝问题；第

二,要保证各项施工机械就位,并对各项机械进行认真的调

试,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第三,要对相关施工人员进行合理

的配置,以此来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5]。

3.2模板工程

在对水利工程进行施工的过程中, 木模板及钢模板较

为常用,此类工具在整个工程当中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在

安装末班的过程中, 必须要根据设计图纸进行测量放样工

作,运用定型槽钢进行框格的构建,在较为重要的部分,需要

适当增加控制点的布设,方便检验校核,要保证拼装的准确

性和严密性,且表面平整、容易进行安装和拆除,不能存在漏

浆问题。实际施工当中,安装混凝土模板的尺寸应该符合国

家相关标准的规定[6]。

3.3混凝提浇筑

第一,浇筑的基本原则。对混凝土进行浇筑需要根据设

计要求来完成, 应该先进行渠坡面浇筑后进行渠底面的浇

筑,渠坡面部分应使用分块跳仓的方法进行浇筑,而渠底及

压沿部分的浇筑则需要沿着一定方向进行连续施工；第二,

浇筑工序。要对渠床的干湿度进行检查,如果渠床较为干燥

需要进行洒水湿润,在进行钢模板的安放,避免由于混凝土

板出现水分过度流失造成裂缝问题；混凝土运至施工现场

之后,要及时流槽入仓,如果场内存在粗骨料堆叠,需要通过

相关措施,使其能够均匀的分布,并使用振动器进行振捣；通

常振捣次数为两遍,一般以振实为主,二遍以振平为主,坡角

和边沿的部分需要采用人工振捣的方式来完成, 浇筑混凝

土的过程中,不能随意停顿,要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尽可能

的加快浇筑速度,如果中途出现停顿,则停顿间隔不能大于

90min,否则会对整个工程的质量造成严重的影响；在混凝

土完成初凝以后,就可以进行拆模,具体拆模时间应以不损

坏混凝土结构为标准,要小心进行拆模处理,既不能对模板

造成破坏,也不能影响混凝土的平整度,在正常的气候条件

下,完成浇筑之后 6-18h就可以进行养护处理,养护过程中

需要勤洒水,并使用塑料薄膜进行覆盖,确保混凝土表面的

温湿度[7]。

4结语

综上所述, 渠道防渗衬砌能够使水利工程的输水能力

得到提升,是农业实现节水灌溉的重要保障,将渠道防渗工

程建设好,能够有效推动节水农业的发展,因此,还需要对相

关内容加强研究, 使渠道防渗衬砌施工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进而推动农业生产的和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奥,王肖英,王梅.探索农业水利灌溉模式实现节

水增产目标[J].吉林农业,2017,(10):77.

[2]黄秀路,武宵旭,葛鹏飞,王小腾.中国农业生产中的

节水灌溉: 区域差异与方式选择 [J]. 中国科技论坛,2016,

(08):143-148.

[3]徐俊杰.论渠道防渗衬砌与节水灌溉[J].张家口职

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4(2):57-59.

[4]金学成.论景东渠道防渗衬砌与节水灌溉[J].新农

民（上半月）,2013,6(11):152-153.

[5]陈建强.论现浇砼渠道防渗衬砌与节水灌溉[J].中

国科技博览,2014,2(18):263.

[6]牛向东.渠道防渗衬砌与节水灌溉[J].农家科技（下

旬刊）,2013,4(12):77.

[7]肖洪山,吴风宽,裴志华.渠道防渗衬砌与节水灌溉

[J].海河水利,2013,4(2):64-65.

4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