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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简述了水利工程技术中土质堤防渗漏的原因,并以其原因作为基础分析了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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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水利工程来说,水库既是基本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工程持续发展的

重要基础。在诸多的组成部分中,土质堤防渗漏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作为

最为重要的水库挡水建筑物,由于其应用特点较为明显,因此作为防洪工

程而广泛应用。 

1 渗漏原因 

1.1设计缺陷 

在国家建设初期,出于提升水资源利用率考虑,同时也是为了满足

周边居民的生活需求建立了较多的水利工程,在当时确实解决了燃眉之

急。然而由于当时的工程施工及食宿并不成熟,部分工程的施工甚至是完

全照搬其他地方的工程设计模式,没有综合考虑区域特点、水量以及实际

需求等,盲目修建的结果就是在过于追求速度的情况下,工程施工多数变

为了一边勘测、一边改动图纸同时一边施工的工程修建模式
[1]
。在这种情

况下,很多工程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出现了较多的问题。另外很多工程的图

纸设计与制作并没有遵循规范的制作流程,导致很多图纸在制作时的思想

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只要工程进度保证就证明图纸可以使用”,也正是由

于这种思想的流行造成了坝下涵管以及经济管径等方法大量应用,但却没

有考虑当地的地理与需求特点,同时也没有进行配套的工作步骤,包括防

水、检修、电站扩容以及泄洪等,最终使得溢洪道与放水涵管整体具有坝

身单薄以及各管道尺寸不符合使用预期的特点。另外也有一些小型水库在

设计之初就没有考虑在大坝背后的设置问题,很多措施并不是在反复商讨

的情况下出现的,而是匆匆决定最终导致逸点较高,增加了大面积渗水与

漏水现象的发生概率。 

1.2施工缺陷 

首先是在早期修建的这些水利工程在修建时还没有质量控制的意识

存在,质量检测环节通常也只是走个过场,必要的质量检测与质量控制方

式严重缺乏,很多工程都存在着碾压强度不足的问题
[2]
。另外由于缺乏质

量检测手段,施工材料不合格的问题比比皆是,填筑涂料中有大量的杂质,

以树根、树皮以及较大的土块碎石子为主,再加上没有在拌料的时候充分

粉碎与搅拌继而导致在每一层的填筑的厚度都远远超过规定要求。很多分

段施工过程处同样没有做到有效搭接,尤其是老土层与新土层相接的部分,

并没有做特殊的接合处理,造成这部分区域分层现象极为严重,继而造成

渗水与漏水的情况
[3]
。不仅仅是工程修建,很多工程由于不符合实际需求,

在后期对工程进行修复或是改变结构特点时也没有按照规定执行。以大坝

增高为例,防渗体与坝体皆是水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其两侧坡度处为

了赶进度并没有采取特殊方式处理筑嵌槽,对后期的使用与后期的养护工

作极为不利。溢洪道与坝体通常与山体相连,这部分的连接处最容易出现

渗水或是漏水等现象,但偏偏防渗与防漏工作却被当时的工程施工人员所

忽视,致使频频出现渗水与漏水等不良情况。在对坝后的排水反滤体进行

养护与观察时,发现其质量均低于规定标准,在使用中使得出逸点与浸润

线均明显升高,造成渗水现象,严重者还将导致大量水从坡面逸出,长此以 

第二,联轴器。在联轴器安装时,要保证螺栓间距一致,弹性柱销和弹

性套圈之间的结合,不能太紧。而联轴器内孔和轴的配合则不能太松,否则

需要通过喷涂方式调整联轴器内径,保证其达到设计尺寸,并将联轴器牢

牢固定在轴上,避免水泵机组运行时自身形成的振动,导致联轴器松动,引

发非正常振动
[3]
。 

第三,滑动轴承安装时轴颈和轴承间隙,通过更换前后轴承、研磨、刮

瓦、调整方式达到合格要求。泵轴轴承下瓦和泵轴轴颈接触点与接触角度

必须达到设计要求,比如：下瓦背和轴承座接触面积需要控制在60%以上,

轴颈处滑动接触面积上的接触点密度要保持在2~4个点/cm
2
,接触角度要

控制在60°~90°之间。 

第四,支架和底板,要及时发现存在振动的支撑件的疲劳情况,避免因

为强度或者刚度的降低,致使支架和底板基础固有频率下降,引发非常正

常振动。保证电机轴承间隙合适；适当调整叶轮与涡壳之间的间隙；定期

检查、更换叶轮口环、泵体口环、级间衬套、隔板衬套等易磨损零件。 

4.3消除由泵选型和操作不当引起的振动 

水泵机组中需要两泵并联运行,则要保证两泵性能及运行参数的一致

性,泵性能曲线要尽量缓降型,严禁存在驼峰。同时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积极消除可能引发水泵机组运行超载的因素,比如：流道堵塞时,

要及时清理。 

第二,适当提升水泵机组的启动时间,降低对传动轴造成的影响,减少转

动部分和静止零件之间的碰撞及摩擦,降低水泵机组运行中形成的热变形。 

第三,针对水润滑的滑动轴承而言,在启动时,必须加入充足的润滑水,

避免干启动,直到出水之后,才能停止注水。 

第四,为避免发生水泵机组振幅过大问题,需要使用测量分析振动状

况仪器,来全天候监测水泵运行工作参数,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保证水泵机

组时刻处于最佳的运行状态。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分析了泵站水泵机组振动的原因分析及处理,分析结

果表明,引发水泵机组振动的原因非常多。为降低非正常振动对水泵机组

造成的运行,需要从严格控制设计制造环节、合理安装和维护、消除由泵

选型和操作不当引起的振动等方面同时入手,才能保证水泵机组持续稳定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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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不仅会对坝体结构造成损害,同时也给周边的生活居民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1.3地质缺陷 

由于在当时建设水利工程的资金严重缺乏,在诸多条件的限制下,例

如人员、工期以及技术等因素,使得很多小型水库在修建时根本没有时间

也没有能力去做充分的地质勘探工作
[4]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水库修建在了

有溶洞或是底部岩石较多的地方,在实际的修建过程中并没有进行深度挖

掘,不能保证水库深度；在发现水利工程修建出现问题后,并没有结合工程

特点与问题根源采取防渗铺盖或是缝隙灌浆的方式对坝体进行修复,这样

就使得在使用过程中大坝有较大的几率会出现坝基渗漏的现象,尤其是在

坝后,同样会有沼泽化较为严重的庆康出现；另外部分水库出于节省资金

考虑,不仅降低了验收质量,同时无论与大坝相接的山体或是小山丘质量

是否合格,都在进行微小改动与处理后将其作为实际的水坝结构的一部分,

从而增加了水坝渗漏的风险。 

1.4材料缺陷 

这种缺陷对于当时的水利工程修建问题较为突出,同时也是最常见的

的一种缺陷。部分施工团队为了追赶工期,就地取材或是大量运用质量不

合格的水泥作为胶结材料是常有的现象,同时还使用了大量以素混凝土作

为基本材料的涵管作为防水建筑物支撑结构的一部分
[5]
。由于这些涵管的

材料特性,使得其不仅硬度较差,抗腐蚀的能力也比较低,从而产生剥离或

是管道渗水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很多水库在修建的时候土料严重缺乏,

部分施工单位甚至采用水稻土或是砂壤土作为水坝的填筑材料,这样形成

的坝体由于结构强度不够,出现不均匀沉陷与漏水是较为常见的现象。 

1.5运行管理缺陷 

水坝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得很多老水坝长期处于无人看管维护的状

态,致使内部设施在年久失修的情况下早已失去了正常运转的能力。包括

涵管、拉杆、涵闸以及各项机构的启闭设施等,都已经严重损坏或锈蚀,

不仅无法正常运转,同时由于在汛期无法正常开启水闸及时泄洪还会有大

量漏水的风险。 

2 解决方案 

2.1上堵下排 

针对可能出现的水库渗水现象,水库堤防防渗抢险的关键在于贯彻落

实上堵下排的理念,尤其是在迎水面,更应查明漏水区域同时及时切断水

源来源。另外应仔细查看容易漏水的几个点位,包括背水坡等,在发现漏水

部位后应采用新型材料进行抢救性堵漏,材料应具有不透水的特点,避免

因为长期漏水影响水坝的结构,造成更大的损失
[6]
。上堵下排不仅仅是堤

防防渗抢险的根本理念同时也是所有抢险的基本指导思想,无论何种时候

都应以及时解决问题、避免造成更大险情为基本目标,保证周边居民安全

与水坝整体结构稳定性与可靠性应作为相关部门人员的抢险方向。 

2.2临水截渗、稳定坝坡 

对于水利工程堤防抢险堵漏工作来说,临水截渗与稳定坝坡是常见的

抢险手段,具体做法为为了稳固堤脚同时缓解水势,应在距离堤脚两到三

米处迎着水面方向采取抛石或是土工膜等方式防止水库持续渗漏。另外也

可以用彩色布条进行贴面截渗,部分有内衬塑料膜的编织袋也应加土进行

封堵,要保证其在迎水坡的一面,利用船排缓慢倒土。倒土过程应保证自上

而下、由内而外,保证漏水的一面能够及时用淤泥固定,从而达到封堵排气

的目的。另外若是发现水库水位较浅,应利用松木椿或是土袋等将一侧堰

在水下,并逐渐向围成的堰内倒土并夯实,需要做好清晰的标记。若是发现

整个过程中依然存在漏水的现象,应首先用土袋封住漏水部位,同时采取

编织袋或是砂石料压渗的方式对背水坡漏水点进行封堵。很多时候在短时

间内并不能调来大量的石料,这时就应该利用上当地的特产,包括芦竹、芦

苇或是稻草等,将其用绳索扎紧后作为防止部位漏水的基础。这一环节的

目的是通过封堵漏水点,防止更多的土体在水流的冲击下被带走,从而形

成更大的漏洞影响坝体的结构强度与安全。 

若是当地水体较为特殊,或是水库长期得不到养护造成部分设施已经

不能正常运行,就需要在简单修复后才能继续进行抢险工作,以免在抢险

过程中由于水流或是坝体不稳定造成更大的危险。另外对于涵管严重漏水

同时相关的控制机构并不能正常做启停动作的情况,应首先用双层结构的

编织袋增加一定量的旧棉絮,利用尼龙线或是聚乙烯线使之形成米字型性

状,另外在其四个角落各系上长绳与重要,采取船排运送的方式将其自由

沉降到渗漏点,在用人工方式将更多的土袋或是编织袋等加固渗漏处。若

是在这一过程中有水位上涨的情况,应及时控制涌水,并采取留足渗路等

方式保证砂层不被破坏,从而降低渗水压力,确保险情能够得到控制,避免

产生更大的险情影响到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3 结语 

综上所述,想要做好水利工程技术中土质堤防渗漏工作,不仅需要了

解问题的根源,同时应结合先进的技术与诸多抢险资源,学会利用手边的

材料执行抢险工作,以保证水利工程的长久发展。另外为了促进水利工程

土质防渗漏工作效果,应严抓相关问题的质量,并针对问题根源采取一定

措施,避免影响到周边居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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