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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水库项目的数量和范围的逐渐扩大,人们开始研究防渗墙施工技术的应用和管理。筑

墙防渗技术是水库堤坝建设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提高水库堤坝的防渗效果,增强水库堤坝的

强度。我们只有通过增加墙体结构的使用效率来避免水库堤坝工程中的渗漏,并对此过程进行有效的管

理,才能保证水库堤坝工程的整体质量和安全。因此,本文分析了防渗墙施工技术的应用策略和控制措施,

以防止水库堤坝建设项目施工中出现渗漏现象。 

[关键词] 水库；防渗技术；应用 

 

引言 

水库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

其建设质量会被外部环境所影响。如果

水库大坝不符合泄漏控制的实际要求,

将导致严重的质量问题,甚至直接影响

水库周围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复合土

工膜技术的使用增强了水库大坝的防渗

漏能力,对于保证水利工程设施的安全

运行至关重要。 

1 水利工程水库渗漏风险 

水文地质学。在水库建设过程中,

高程主要分为地下水分水岭和非地下水

分水岭,它们对水库的渗漏影响很大。如

果相应水域中的地下水位低于水库中的

标准水位,则会导致较高的岩石渗透性。 

地形。地形是影响水利工程设施渗

透的重要因素。由于水库的建设区域位

于山区基岩地区河谷的拐角处,因此该

区域中的某些河湾较窄,导致河流之间

的断面相对较薄,最终造成了更高的渗

漏风险。 

地质构造。地质构造因素导致渗漏

问题,主要是由于断层破碎带以及岩层

等因素引起的。由于该水库是均质坝,

那么如果连续地破坏断层带,则在实际

工作中会导致水库内部和外部都会出现

渗漏。 

2 工程概况 

该项目流域的集水面积为464km2,

正常蓄水量为180.00m,计划洪水位为

180.73m,控制洪水位为182.25m,整个蓄

水量为11400×104m3。灌溉水库的估计

面积为1826亿M.这是一个大型(2)水库,

其主要目的是灌溉和防洪,但在发电和

水产养殖中也发挥着作用。该项目的主

体建筑包括主水坝,辅助水坝,水隧和发

电厂。 

3 水利工程水库防渗技术应用 

3.1高压喷射防渗技术 

本项目采用高压喷射技术防止漏水,

具有施工工艺简单,施工效果好的特点。

基本上,在一定压力下破坏蓄水坝的表

面之后,必须使用高压喷射工具来完全

混合蓄水坝的混凝土,从而形成高度不

可渗透的壁。如果储罐使用高压喷射保

护技术防止泄漏,则在组装过程中必须

沿水库轴线钻适当的注入孔。整个注入

孔的外径与注入管的外径相对应,深度

为26m,相邻注入孔之间的距离为1.6m。

相邻喷孔之间的浇铸间隔为10小时,混

凝土的混合时间为28s,温度为18°C。如

果在高压下注入过程中发生更强的渗透

现象,则可以根据浇筑情况及时添加快

速固化剂。并且在将悬浮液喷入井眼后,

采取纠正措施以提高防止储层泄漏的整

体防护效果。另外,当使用高压注入技术

时,有必要从大坝水库的基本结构中去

除表面填充的粘土,粘土保留在基岩和

局部挖掘的砾石中,以实现大坝水库的

整体施工效果[1]。 

3.2导墙结构 

在导墙结构施工时,必须确保其距

离上侧设计高度的距离为0.5至1m,同时

距地下水位的距离超过2m。在建造水坝

时,必须确保其高度超过施工期间的最

大水位,并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在安装

导墙时,必须确保大型建筑机械和设备

的顺利通过,并且必须建立适当的倾斜

度。在组织平台的构建时,必须选择坚固

而牢固的基础。通常,在导墙的构造期间

必须配置足够数量的钢筋,尤其是对于

导墙的上部和下部位置。必须安装合理

数量的钢筋以确保其纵向张力。导墙的

水平连接应安装在凹槽部分的中间,纵

向钢筋应平滑连接以形成相对完整的整

体。另外,应对接缝采取有效的密封措施,

以防止砂浆渗漏[2]。(如下图1所示) 

 

图1  高喷防渗墙 

3.3防止混凝土面板渗漏的技术 

该项目的水坝是一个充满石料和砂

浆的石坝。原始防滤面板在水面上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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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标记为150＃(单筋),从底部到顶部

的厚度为1.5至0.5m。将不渗透的混凝土

面板用于加固处理,混凝土的抗渗等级

为W6,抗冻性为F100。加固面板的估计厚

度为1.5±0.5m,混凝土强度为C25,面板

表面由Φ12@200mm的钢丝网制成,面板

和旧混凝土通过锚杆连接,直径为φ

20mm,距离为2.0m×2,0m,锚固深度为

1.5m,总长度由L=1.5+厚度控制为0.02m

的混凝土面板组成。地基的开挖严格按

照分层开挖的步骤进行,在挖掘石质地

基时,使用人工气镐将开挖方法分为不

同的部分。基础的开挖施工很复杂,进行

挖掘时,使用动臂较长的挖掘机。用人工

气动风钻开挖地基,将开挖方法分为不

同的部分,最后人工冲洗干净,然后对新

旧混凝土接缝进行处理,并用高压水冲

洗。在锚固施工中,首先灌浆然后插杆,

即在钻孔完成后,先浇筑砂浆,然后在压

力下将加固锚插入所需的深度。在处理

施工缝时,浇筑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至少

应为1.2MPa,去除表面乳皮,露出略微粗

糙的沙子,表面完全湿润,清洁且粗糙,

浇筑前应铺厚10-15毫米的水泥砂浆,这

是使用到的砂浆配合比要和混凝土配合

比比相同。混凝土应轻微振动并压实,

以使新旧混凝土紧密结合。该面板的膨

胀间隔为10m,并且在接头之间有一块铜

片以阻止水进入[3]。 

3.4劈裂灌浆防渗技术 

劈裂灌浆防渗技术是在水库中进行

防渗处理的主要技术,具有很高的施工

效率,成本效益和施工便利性。在针对水

库渗漏问题进行的实际处理中,可以基

于水库公共轴线合理地调整砂浆孔,以

便于集中控制砂浆压力。在这个采用水

泥劈裂技术防止泄漏的水利工程中,沿

大坝轴线可开56个灌溉孔,附加孔和检

查孔的数量分别为50和4,相邻孔之间的

距离为2.8米。将在上水坝顶部1.1m处安

装268m的帷幕,安装帷幕后,可以在涵洞

的左侧和右侧安装填充孔,它们之间的

距离为3.8m,并且在河岸边缘正确安装

16个单独的分开灌浆孔,具体位置取决

于水位情况。应该注意的是,在设计分体

式胶结和渗漏保护以确保坝体的完整性

时,最好采用干钻法进行灌浆孔的开设。

同时,将10.0％的水泥和粘土完全混合,

并开始用水泥砂浆均匀填充,以确保该

技术的整体有效性以防渗漏[4]。 

3.5混凝土浇筑施工管理 

在浇筑混凝土时,只有对施工过程

进行严格的管理才能确保用于防止墙体

渗漏的技术的整体质量,从而可以在水

库建设项目中提供良好的抗渗漏性能。

因此,有必要在浇筑混凝土时严格控制

所有细节,有效,严格地检查和控制所有

施工环节。钢筋笼的宽度可根据实际壁

厚进行调整,且厚度不超过8厘米。在下

放钢筋笼的过程中,需要确保其在下放

过程中保持稳定。如果在下放过程中很

难做到这一点或者遇到阻碍,就不要强

行下放,要找到阻止下放的原因,并及时

解决以确保钢制保持架不变形,从而保

证防滤墙设计的整体质量。浇筑混凝土

时可以使用泵送装置,导管的内径应设

置在200至250mm的范围内,并应使用螺

钉和导管将它们对接在一起[5]。 

4 结束语 

综合来说,水库大坝防渗工程施工

中存在许多风险因素,例如岩石,地质结

构,水文地质等,如不加以控制解决就会

损害水利工程项目的运营效益。为了提

高水利工程水库的抗水能力,在建设水

利工程水库时,专业人士可以根据勘测

数据,合理选择高压辐射防护技术或者

其他渗漏技术,结合合理使用超薄技术

来防止墙体渗水和背面反压,进而有效

提高水利工程水库的防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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