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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是我国应用于防汛、农业灌溉等方面重要的工程项目,不仅极大促进了我国农业发展,

同时水利工程在水力发电、水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我国国民经济

基础建设的重要工程。水利工程中防渗漏技术十分关键,在防渗漏处理中灌浆施工技术关系着防渗漏处

理的质量,因此,加强水利工程防渗漏处理中灌浆施工技术分析对于提高水利工程施工质量具有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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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project applied to flood control and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in China. It not only greatly promotes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ydropower generation,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other aspects. It is 

an important project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Anti leakage technology is very important in 

hydraulic engineering. In anti leakage treatment, grout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s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anti leakage treatment.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analysis of grout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anti leakage 

treatment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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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浆技术是处理地基的重要方式,

需要严格做好技术应用工作,提高地基

的强度,使地基具有更高的承载能力。灌

浆技术在施工方面具有较高的要求,既

要对施工工序进行控制,避免施工过程

中出现遗漏,又要注重技术应用的要点,

进而保障灌浆技术的应用效果。 

1 水利工程防渗处理中灌浆技

术类型 

1.1防渗帷幕灌浆技术 

这种灌浆技术适用于地质中含有较

多岩石颗粒的地质环境,在具体施工中

需要注意两点问题：一方面施工人员需

要合理设置帷幕的深度和位置,确保帷

幕与堤坝紧紧固定,以发挥帷幕的防渗

效果；另一方面在进行灌浆时需要注意

帷幕表面孔眼,根据数量可分为双排孔

和多排孔。防渗帷幕灌浆技术就是将提

前混合好的泥浆注入这些孔眼中,泥浆

主要原料是黏土和水泥,由于灌浆所需

泥浆量较大因此需要根据施工需要提前

准备好原料,保障灌浆施工的顺利进行。

灌浆完成后两周之后还需要对施工质量

进行检查,一般采取抽检的方式,抽检比

例要高于10%,一旦发现存在灌浆孔密封

质量问题时需要及时采取措施,确保帷

幕防渗效果。在实际防渗灌浆技术中,

防渗帷幕灌浆技术存在较多不足,通常

情况下不会单独采用这种方式进行防渗

处理,而是作为补充性施工技术配合其

他防渗技术共同进行。 

1.2高压喷射灌浆技术 

相比其他灌浆技术而言,高压喷射

灌浆技术防渗效果更好、操作更便捷,

因此,目前我国水利工程防渗处理灌浆

施工技术中主要以这种技术为主。其施

工原理是利用压缩空气产生的强烈的冲

击力将混合好的浆液喷射到水利工程堤

坝结构中,针对堤坝软质岩浆可能存在

的渗漏情况进行有效填补,通过高压喷

射浆液会和堤坝中的土层混合到一起形

成耐水性较好的固体。在灌浆施工完成

后静置一段时间,然后对坝体进行检查,

确保坝体软质岩浆以及出现裂缝的位置

都被浆液灌满,保障坝体的防渗效果。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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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防渗处理灌浆施工实践证明,这种灌

浆技术操作十分简单,而且效率较高,还

可以有效控制施工成本,适用于很多水

利工程防渗处理。需要注意的是,高压喷

射灌浆技术需要使用专业的设备,要求

施工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能够熟

练操作施工设备,并且需要具备适宜的

施工环境,在体积较大的构筑物中防渗

效果较差。 

1.3坝体劈裂灌浆技术 

坝体劈裂灌浆技术是将坝体依据轴

线劈开,在劈开的裂缝中灌入浆液,其原

理是应用应力分布技术,在灌浆压力下

以泥浆为载体,对堤坝劈裂进行有效控

制,将所有与浆脉相通的缝隙、裂缝、空

洞等利用浆液的流动性全部填充,最终

形成密实的防渗固结体,达到防渗效果。

在进行堤坝劈裂灌浆施工时,首先需要

施工人员对堤坝进行勘察,找到渗漏位

置进行标记,然后针对渗漏位置反复灌

浆,形成多层防渗漏层,增强防渗能力,

施工完成一段时间后,还需要对灌浆位

置进行检查,查看黏土幕墙质量,确保没

有质量问题。施工中需要注意的是要做

好灌浆压力的控制,由于堤坝本身有应

力作用,如果灌浆压力控制不好有可能

损坏堤坝结构,甚至引发危险,控制好灌

浆压力对坝体压密和回弹能起到良好的

效果,待施工完成一段时间后坝体会达

到良好的防渗效果。坝体劈裂灌浆技术

主要应用于水利工程中坝体治理问题,

针对有问题的坝体进行治理加固。 

1.4控制性灌浆技术 

控制性灌浆技术是以帷幕灌浆技术

基础上对此进行了进一步改进,其原理

是通过控制浆液压力和流量,对水利渗

漏位置进行防渗处理。真正灌浆技术需

要控制好浆液质量、浆液压力和浆液流

量,以此达到较好的防渗效果。在进行控

制性灌浆施工时需要施工人员严格按照

施工作业控制好浆液压力,满足防渗设

计标准。 

2 水利工程防渗处理中灌浆施

工技术要点 

2.1灌浆材料选择 

为了保障灌浆施工的质量,需要做

好灌浆材料的选择工作,使灌浆过程能

够顺利进行。灌浆材料主要为混凝土,

灌浆施工对混凝土的强度等级有一定的

要求,如混凝土初凝时间不能少于40min,

终凝时间需要控制在10h以内,保障灌浆

后混凝土能够快速成型,便于对灌浆质

量进行控制。以水泥材料的使用为例,

需要选择无结块的水泥,将水泥的细度

控制在80μm以内,保障混凝土具有良好

的强度。同时,需要做好水泥的抽查工作,

保障水泥的质量符合相关质量标准,严

禁使用存在质量问题的水泥。在混凝土

制浆方面,同样具有一定的需求,在材料

配比方面,需要严格地进行称量,将误差

控制在5%以内,防止混凝土配比出现失

调。在搅拌方面,需要对搅拌时间进行控

制,一般在30～60s,还要保证混凝土搅

拌的均匀性。另外,对施工温度具有一定

的要求,需要控制在40℃以内,若温度较

低,则需要做好防寒工作,降低温度对混

凝土的影响。 

2.2钻孔施工 

第一,在目前开展灌浆孔钻孔施工

过程当中,不仅仅需要切实保障孔洞和

孔壁正直,更需要保障其具有均匀性。第

二,要对于钻孔顺序进行合理控制和安

排,要求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施工顺序及

施工规范进行合理及科学的操作。通常

情况之下,先要进行一序孔灌浆,之后再

灌注二序孔以及三序孔,并且做好压水

实验工作,检测其吸水率,若是吸水率能

够达到相关设计标准和要求,可以节省

施工工序,提升施工效率以及保障施工

质量。第三,工作人员在开展灌浆操作过

程当中,要对于缝隙以及钻孔进行必要

的冲洗,切实保障缝隙以及钻孔内部不

存在任何岩粉或者是铁砂粉等。此外,

对于孔洞,利用压缩空气以及压力实现

轮流吹洗,其中对于裂缝较少或者是相

对较为完整岩层,只需要实施单孔冲洗

即可完成工作。在冲洗的过程当中,通常

采取的三种方法分别是低压反复冲洗、

高压冲洗、扬水冲洗。 

2.3灌浆 

渗透性检测完成后,需要进行灌浆

施工,采用存压式一次性灌注的方式,提

高灌浆的效率。对于灌注孔的数量,需要

进行限制,将数量控制在2～4个,便于对

灌注孔进行控制。由于钻孔的深度较深,

需要在混凝土内部埋设灌浆管,使浆液

能够灌注到孔洞的各处,提高混凝土接

触的密实程度。对灌注孔位置确定时,

需要避开钢筋及保护层,防止对钻孔造

成结构上的破坏,导致混凝土的结构稳

定性下降。在灌注压力方面,需要控制在

约0.1MPa,压力过大容易对孔壁造成损

伤,并且容易导致气泡出现,影响混凝土

结构的质量。需要注意的是,下注浆管前,

需要对出浆口进行处理,采用胶带进行

缠绕,防止出浆口发生堵塞,影响灌浆过

程的进行。而且,灌注时需要时刻进行压

力检测,观察压力表的变化情况,使灌浆

压力能够保持不变,一旦压力发生较大

的变化,如压力增加则说明存在堵塞现

象,压力过低则说明存在空隙,需要做好

压力变化的处理,使灌浆过程能够顺利

进行。 

2.4封孔 

在灌浆作业完成后,需要进入至封

孔阶段,高质量的封孔工作,也是保障

灌浆施工水平的重要举措。在结束灌浆

施工后,通常由质量检测人员与技术人

员进行封孔,采取的方法主要为压力

法。应用压力法封孔,不仅可以保障封

孔的安全,还可以增强钻孔内部注入浆

液的稳定性。封孔操作是十分关键,在

这里对其步骤作详细阐述：第一,需要

对灌浆质量进行深入检查。按照操作规

范,以压水试验的方式进行分析。在灌

浆孔总数中,选择不低于5%的孔进行压

力试验,需要确保其合格率不低于80%。

对于不合格孔段,分析其透水率,若在设

计参数的50%以内,则允许进入封孔作业,

若是超出该指标,则要求返工；第二,对

灌浆孔进行质量观察,查看其是否存在

泛浆、涌水等问题。若存在,则需要按照

问题的程度,静置一段时间灌浆孔；第三,

在没有异常与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封孔

操作。封孔作业应用浓浆进行,其水胶比

具体是0.5:1。在操作过程中,还应引入

干硬性预缩水泥等,针对孔口作压实、抹

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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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综上所述,水利工程对于促进国民

经济建设发展和保障民生具有重要的意

义。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堵漏注浆施

工属于重要施工技术,要想保证水利工

程的质量,必须持续改进灌浆施工技术。

在具体施工时,施工人员也要不断优化

和完善施工技术,注重每个细节的处理,

保证工程整体质量,为确保人们生产生

活安稳进行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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