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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基是水利水电工程的重要基础,在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中,建设团队应该事先做好对地基建

设的规划,确保施工过程有序进行。文章主要概述了水利水电工程地基建设的重要性、当前水利水电过

程的地基现状、建设过程中常见的地基类型以及地基建设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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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the foundation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the construction team should plan the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in advance to ensure the 

orderly progress of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is article mainly outlines the importance of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the current status of foundations in the current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cess, the common types of founda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the precautions for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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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过程中,相关建设团队需要根据施

工场地的具体地形以及状况,选择合适的地基处理技术。此外,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是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的重点建设工程,地基

建设质量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提供支柱,只有做好地基建设工

作,水利水电工程才能安全运行。 

1 水利水电工程地基建设的重要性 

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建设团队需要意识到基建设的重

要性,加强工作人员对地基建设工作的重视,同时,水利水电工

程的建设有利于保护我国的水资源。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匀,

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有利于满足部分地区的农业灌溉需求以及

工业用水需求。但在落实地基建设建设过程中,建设步骤落实容

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为提高地基建设的安全性,工作人员需

要根据具体建设需要应用地基处理技术,推动地基的建设进程,

加快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效率。还需注意的一点是,当前工作人

员对地基的了解不够充分,容易忽略地基建设中出现的安全隐

患,阻碍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进程。地基处理技术的有效应用可

以及时发现地基建设的问题,工作人员可以结合实际的提出解

决方案。 

2 水利水电工程的地基建设现状 

近些年来,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带动了地基处理技术的发

展。在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修建中,地基处理技术发展相对成熟,

但是仅仅依靠先进的地基处理技术不能提高地基建设的质

量。地基建设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地基本身,地基的稳

定性可以为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提供安全保障,但是不稳定的

地基会大幅度降低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质量,进而对水利水电

工程的运行效率造成不利影响。而地质结构同样会影响地基的

建设进程,建设团队即使拥有了先进的地基处理技术,也无法提

高地基建设的质量。在地基建设工作开始时,许多地质结构的抗

压能力比较差,会出现坍塌的状况,不利于水利水电工程的建

设。所以在当前的地基建设中,工作人员对施工场地的了解与选

择至关重要。 

3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的常见地基类型 

3.1液化土层 

我国面积十分广阔,地域类型存在较大的差异。液化土层主

要是指部分地区的土壤含水量充足,进而导致地基土层的水分

含量高。在地基发生液化现象时,地质条件无法满足水利水电工

程地基建设的需要。地基湿度大、结构稳定性差,抗压能力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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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差,三者相互作用,最终会导致地基建设效果比较差,从而

降低整个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效率与质量。即使建设团队完成

了工作,但是地基的不稳定性不利于水利水电工程的工作与运

行。在对可液化土层进行作业时,建设团队可以全力改变可液化

土层的内在结构,提高土层密度,加强可液化土层的排水性[1]。

建设团队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来应对可液化土层的处理：第

一、强夯法,建设人员可以根据建设工程的施工面积,增加对施

工场地的处理面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要远远超出水利水电工

程的建设范围；第二、桩基法,建设人员应该计算桩基深入可液

化土层的长度,对碎石与粉土不应该少于0.5mm,对其他类型的

土壤应该不少于1.5mm；第三、加密法,在进行地基的加固工作

时,工作人员需要将桩间土的标贯击数应大于液化判别标贯临

界击数,处理面积大于工程建设面积,扩张的宽度不应该少于液

化土层厚度的一半；第四、换填法,换填法顾名思义是指将可液

化土层替换为非液化土层,并且对液化地基土的处理范围进行

明确规定,做好地基建设工作。 

3.2淤泥质软土 

淤泥质软土顾名思义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

整体的不稳定性特征明显。建设团队在面对淤泥质软土地基时,

应着重加强地基的安全建设,在地基建设工作开始之前建设团

队应该通过讨论解决淤泥质软土承载力不足的问题,并且提出

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提高淤泥质软土的承载力。经过相关研究发

现,大部分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出现质量问题都归因于没有对地

基做好建设工作。地基建设会对施工质量造成重大影响。建设

团队应该秉持正确的工作态度,面对问题时敢于直面,不能仅仅

为了完成工作草草了事。而针对淤泥质软土时,建设团队同样可

以采用桩基法、换土法,另外灌浆法也可以对淤泥质软土的处理

发挥作用。灌浆法是指利用气压原理将具有固化作用的浆液注

入到地基基础建设之中。工作人员可以采用水泥浆、粘土浆以

及各种化学材料作为灌浆浆液,运用灌浆法可以改变淤泥质软

土的土质结构,加强地基建设的稳定性。但是灌浆法受多种外部

因素的限制,适用范围比较小。不仅如此,灌浆法的施工难度较

大且建设成本高,建设周期比较长。水泥搅拌法是近些年来加固

地基建设的新方法,水泥搅拌法是指利用水泥作为固化剂,通过

机械将淤泥质软土与水泥相互搅拌,利用化学反应提高淤泥质

软土的稳定性[2]。水泥搅拌法的施工速度快,而且污染程度轻。

水泥搅拌法被广泛应用到多种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中,它可以

保证建设地基的质量。最后,沉井基础法是指在水利水电工程的

建设中,在底部先进行分层浇筑,然后挖取井内的土层,使井体

依靠自重克服摩擦力防止出现下沉。采用沉井基础法可以有效

防止地基的渗透变形,但是沉井基础法的施工难度比较大,工程

建设周期过长,成本高,大多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团队都不会采用

沉井基础设施,所以沉井基础法的应用范围比较小。 

3.3永冻层 

永冻层地基相对于液化土层与淤泥质软土来说,地基性质

具有明显的差异。永冻层是指土壤温度长年较低,导致地基土层

出现冻结的状态。虽然永冻层的承载力比较强,满足地基建设的

条件,但是在进行地基建设之后,永冻层的整体稳定性会遭到破

坏,可能会出现断裂的状况。永冻层主要分布在严寒地区,而在

该地区开展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会受到天气以及温度的强烈影响,

不利于提高建设团队的工作效率以及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速

度。在对永冻层冻土地基进行处理时,建设团队可以采用换填

法、物理化学法和保温法。换填法是指永冻层冻土更换为非冻

胀性土壤,做好地基建设工作。物理化学法是指通过交换阳离子

和盐分来改变冻土,实现土壤与水分的相互作用,改变冻土中的

水分以及冻土结构。而保温法是指在水利水电工程的地基建设

中,设置相应的隔热层提高冻土温度,以此来提高永冻层冻土地

基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3.4溶岩 

在常见的地基类型中,溶岩的稳定性最差。溶岩地区的水资

源比较丰富,进而导致岩石被侵蚀。溶岩土质的结构比较复杂,

如果建设团队在进行工程建设时,施工难度直线上升。溶岩易受

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从而发生滑坡的现象。建设团队需要加强对

溶岩地区地基建设的重视,避免地基发生渗透的情况。溶岩地区

地形比较恶劣,建设团队在建设过程中需要严格保护自身安全。

在对溶岩地区地基建设工作开始前,工作人员可以使用相关设

备对当地地质情况进行勘测了解,确定施工方案以及应急措施。

建设人员需要按照施工方案进行作业,遵守施工顺序,避免施工

意外的发生,提高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效率。 

3.5饱和松散砂土 

虽然饱和松散砂土对于地基而言稳定性有待提升,但是饱

和松散砂土具有天然优势。饱和松散砂土内的砂石可以提高地

基建设的承载力,推动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进程。在进行地基建

设时,建设团队可以根据饱和松散砂土的性质,降低砂土水分,

提高饱和松散砂土的整体稳定性。 

4 水利水电工程地基建设的注意事项 

4.1做好检查工作 

建设团队可以在地基工作开始之前,实地考察施工场地的

具体情况。水利水电工程的地基建设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为了避

免在地基建设过程中出现意外延缓地基工程的建设进程,建设

团队需要在前期做好检查工作,考虑影响地基建设的各种因素,

并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出应对方案。地基的类型比较多,不同的

地基结构不同,处理方法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为了提高水利水电

工程建设的效率,建设团队可以采用各种地基处理方法对地基

进行处理工作,提高地基的整体稳定性,加强水利水电工程地基

的承载力,防止后续建设工作中出现意外。而且在检查工作结束

之后,工作人员还应该根据具体施工场地的情况对施工过程进

行分析,制定科学合理的地基建设方案,充分考虑影响地基建设

的各种因素。 

4.2选择地基建设方案 

地基的类型对地基建设方案的影响大,不同地基的处理方

法不同,处理难度也不同。在地基建设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



水电水利 
第 6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96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根据地基的情况作出建设方案[3]。例如可液化土层需要提高土

层的排水性,永冻层冻土需要建立隔热层提高土层温度等等。地

基建设的质量影响了整体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质量,所以工作

人员需要加强对地基建设方案的重视。在结束地基勘测工作之

后,相关工作人员需要通过讨论交流发表各自的意见以及想法,

最后进行汇总。采用头脑风暴法选择地基建设方案,地基建设方

案的制定可以提高地基建设的稳定性,推动水利水电工程的建

设进度。对处理难度高的地基,工作人员也应该因地制宜,运用

各种先进的技术对地基进行处理,解决地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提高地基建设的质量。只有确保地基建设质量,才可以进行后续

建设工作,为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提供质量保障。 

4.3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 

在地基建设过程中,建设人员需要意识到地基在水电水利

工程建设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工作态度,调动自身工作积极

性。而且在施工作业开始之前,管理人员还需要对工作人员进行

工作培训,加强工作人员对地基知识的了解,以便于工作人员在

地基建设出现问题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工作人员的反应

速度与反应能力。不仅如此,还需要对工作人员进行技能培训。

通过技能培训,提高施工人员的技术能力,提高地基建设的稳定

性,推动整体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 

5 结束语 

水利水电工程在当代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地基建

设可以影响整体水电水利工程的建设。面对不同的地基类型与

地基问题,工作人员应该迎难而上,树立正确的工作态度。虽然

当前地基建设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现代经济的发展以及

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地基建设水平,提高地基建设的

质量,推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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