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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疆地区所占面积比较大,比较空旷,适合作为水利枢纽的所在地。随着近年来国家越来越提倡环保,当地的水利开发

程度加大,随之而来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其中就包括古河槽问题。本文主要对吉音水利枢纽工程所遇的古河槽进行勘察研

究,并对其特性进行总结。经过实地勘测和研究,本文主要总结了吉音水利枢纽工程左岸的地质特点、主要的地质问题以及对

左岸边坡的影响,希望能给同行或者相关工程的研究人员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古河槽；基岩裂隙水；冻融；边坡 

 

1 概述 

吉音水利枢纽工程为混凝土面板堆石坝,为中型Ⅱ等工

程。厂房左岸边坡开挖后,在尾水反坡上游侧左岸边坡上可

见两处基岩裂隙水的渗出,在边坡底部现代河道砂砾层也有

水流出。所以在蓄水后,水位差增大,渗水使岩土力学性质变

差,冬季渗水会产生冻胀,对边坡产生破坏,对以后厂房运行

产生安全隐患。 

吉音水利枢纽工程位于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境内的克

里雅河干流上,坝址位于克里雅河支流乌什开布隆达里亚河

与克里雅河干流吾格也克河交汇口上游,设计洪水位

2509.12m,校核洪水位2510.76m,正常蓄水位2509.00m,死水

位2470.00m,正常库容0.78亿m3,死库容0.18亿m3,调节库容

0.6亿m3。拦河坝 大坝高124.5m,坝顶长度536m,电站装机

24MW,发电引水流量41m3/s,年发电量1.041亿kw.h。工程由

拦河坝、表孔溢洪洞、底孔泄洪洞、发电引水洞、地面厂房

及电站尾水渠等组成,吉音水利枢纽工程为中型Ⅱ等工程。 

2 厂房左岸主要工程地质问题 

2.1渗漏 

厂房位于现代河槽下游右岸边,该段河槽底部略宽约

40m,顶宽约120m。厂房长轴顺河向布置且靠近右岸,厂房右

岸为一残留的Ⅲ级阶地,阶地面呈三角形,在阶地面上堆积

厚3～10m的含碎石粉土。粉土顶阶地后缘大部分为基岩被粉

土覆盖。厂房左岸为宽阔的Ⅲ级阶地,河拔约50m,该段河岸

岸坡相对较陡70～85°,基岩裸露。 

厂房左岸开挖后,古河槽被现代河道剥蚀,在尾水反坡

上游侧边坡上可见两处基岩裂隙水的渗出,第一处分布高程

2389.2～2398.7m；上游侧第二处裂隙水的分布高程

2393.8～2399.4m；在现代河道砂砾层有裂隙水流出(见图

1)。蓄水后坝后可能有裂隙水渗流出,冬季渗水会产生冻胀,

对边坡不利。 

2.2沉降变形 

左岸厂房是依河而建,根据地理知识,古河槽周围的土

质将会发生变化,尤其是湿度和硬度方面,土质将会变软。另

外,由于吉音水利枢纽工程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岸边建立深基

坑来组建大坝及其他设备,基坑含水比较多,若没有在设计

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水流运动的速度,可能会对设备的稳定性

和安全性产生的影响,如果不加强地基的承载力,极有可能

造成地面沉降的状况。 

 

图1 厂房左岸边坡裂隙水照片 

2.3地基液化 

由于水利工程的规模十分浩大,需要建立很深的地基,

所以建立水利设备的地区有可能会发生地震。地震过程中,

土地中的饱和砂由于受到剧烈震动,其中的水压力会急速上

升,砂中的凝聚力减小,当振幅较大时,土颗粒便处于悬浮状

态,饱和砂发生液化,此时土地就变成了可以流动的混合物。 

3 古河槽对厂房边坡影响分析 

3.1古河槽空间形态分析 

古河槽一般反映了某个地域的河流结构的变化,可以通

过其来研究该地域河床变化的特征。通过对该地域的古河槽

的形成过程进行推理,再结合测绘工程的知识,工作人员可

以对古河槽的结构、切割深度等方面做一个全面性的推理,

进而查明其周边的地质环境。 

吉音水利枢纽工程所依附的河道为埋藏型古河槽。该类

型河槽位置处于阶地的下面,仅仅从地貌上不能判断它的分

布及具体形态,但是可以通过地面测绘判断其进出口的位置。 

吉音水利枢纽工程的古河槽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地壳的升

降运动使河流改变流动方向,原来的河道废弃成为古河槽。这

种古河槽的组成元素主要是砾石夹杂粗砂。从垂直来看,其形

态是下粗上细。这种古河槽与它依附的河床互相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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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音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厂房左岸开挖后,

古河槽被现代河道剥蚀,根据勘探及边坡古河槽出露情况分

析,厂房左岸 低基岩面2405m为古河槽底高程。第一级马道

以上大部分为冰水沉积的砂砾石地层,厚约25m,在顶部有厚

4m的上更新统青灰色砂砾石层。第一级马道下部为基岩陡坎,

河拔约30m。 

据勘探成果, 在厂房左岸边坡存在一小的古河槽,河槽

内存在两个基岩界面,呈阶梯状,高差约6m。,原古河道通过

厂房左岸弯道段时束窄,左岸古河槽被现代河道剥蚀,边坡

低基岩面为古河槽底高程2405m。 

3.2厂房边坡及古河槽水文地质条件 

3.2.1地下水补给与排泄 

厂房左岸岸坡处可见几处渗水点,勘察期间该河弯段也

有渗水现象。早期的渗水主要是左岸牧民灌溉麦田,水份沿

断层面及节理裂隙渗流。现今的渗水一部分是岸坡处引水浇

树水流的下渗,另一部分是降雨的下渗,水份储存到下部粉

土及砂砾石地层中,继而贮存在强风化-弱风化岩体的裂隙

风化岩体的裂隙中,并沿裂隙网络运移,向古河槽 低侵蚀

面排泄。 

3.2.2岩土体渗透系数 

厂房左岸各岩土体在勘察阶段已作了大量的工作,左岸

古河槽堆物结构密实,上部冲积砂卵砾石层(Q3al)渗透系数

K20=3.0×10－3cm/s,下部冰水沉积含土砂砾石层(Q1-2fgl)

渗透系数K20=4.8×10－4～2.2×10－3cm/s；强风化岩体裂

隙较为发育,透水率10～20Lu,为中等透水；弱风化-微风化

节理裂隙不发育,渗透系数较低,透水率0.5～3Lu,为弱透水

层；微风化岩体透水率＜0.5Lu,为弱透水至不透水岩体。 

3.3厂房边坡古河槽对工程影响评价 

3.3.1厂房左岸古河槽段边坡一级马道以上大部分为砂

砾石边坡,坡比1:0.75,天然干燥状态下边坡是稳定的。 

3.3.2边坡渗水,在冬季会出现冻融现象,会加速边坡的

风化,进而导致边坡破坏影响厂房的安全运行。 

3.3.3处理建议,厂房左岸古河槽段边坡应尽可能避免

边坡潮湿,古河槽内水流以排导为主。 

3.3.4首先,沉降可能造成左岸厂房的下降及损坏。其次,

还可能会引起新疆吉音水利枢纽工程所在地的城市供水障

碍。然后,地面大面积沉降,会导致城市的泄洪能力大幅度下

降,可能会加剧该地区的洪涝灾害。 后,沉降会使地面不规

则塌陷,影响地面的交通运输。 

3.3.5处理建议,在吉音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或

者在项目完成后经过对周边地质环境进行勘测,得出沉降程

度比较大的区域,一方面可以使用土木格栅进行补强路基,

对沉降区域进行填充,使填充物料与格栅混合在一起,形成

一个稳定的平面,防止路面下限。另一方面,要制定备用的河

道方案,如果沉降面积比较大可以采用更改水利枢纽位置或

者改变河道的方案。 

3.3.6虽然地震液化发生的机率不大,但是其影响后果

十分严重。在强震过程中,整个水利枢纽都可能付之一炬,

周边地区的建筑物可能会因为地震或者洪涝遭到严重破坏。 

3.3.7处理建议,在水利项目施工过程中就要采用强夯

法、化学方法或者其他方法压密易液化的土层。另一方面,

可以因地制宜采用粘性比较强的土质。 

4.结束语 

在政府强调环保的大背景下,利用清洁能源、可再生能

源得到了更广泛的重视。新疆地区幅员辽阔,吉音水利枢纽

拥有巨大的水利能源。建立吉音水利枢纽是我国政府以及新

疆地区政府一项伟大的决策,在决定之前反复勘测了周边的

地质环境,做出了可行性分析,在建成之后仍需要就其运行

情况进行测算,这不仅提高了我们工程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也提高了我们在国际舞台中的竞争优势。在施工过程中与施

工完成后,工作人员要根据不同的地质环境,在不同的施工

阶段做出相应的处理,这样才能促使工程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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