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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岩水电站分流围堰施工综述

杨 正 贵，　柏 元 武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０）

摘　要：猴子岩水电站大坝围堰河床覆盖层最大深度达８０余ｍ，中间平卧２０～３０ｍ厚的粉细砂层。为减小大坝围堰截流工

程难度和工程量，降低围堰防渗施工工期压力，在汛前形成分流围堰，年底及第二年年初完成围堰防渗及围堰填筑，为在一

个枯水期内完成围堰防渗墙及围堰填筑施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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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　述
猴子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

定县境内，是大渡河干流水电规划调整推荐２２级
开发方案中的第９个梯级电站，枢纽建筑物主要
由拦河坝、两岸泄洪及放空建筑物、右岸首部式地

下引水发电系统等组成。拦河坝为混凝土面板堆

石坝，最大坝高２２３．５ｍ；电站装机容量为１７００
ＭＷ。

根据施工导流规划，猴子岩工程于 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上旬截流。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上旬截流后至
２０１２年４月上、下游围堰防渗墙施工平台挡水，
导流洞泄流，导流设计标准为２０年洪水重现期，
相应设计流量为９８５ｍ３／ｓ，上、下游围堰水位高程
分别为１７０６．７５ｍ和１６９８ｍ，防渗墙施工平台
顶高程分别为１７０９ｍ和１７００ｍ。２０１２年５月，
上、下游围堰（施工期临时断面）挡水，导流洞泄

流，导流设计标准为２０年洪水重现期，相应设计
流量为２６５０ｍ３／ｓ，上游围堰水位高程１７１４．９５
ｍ，下游围堰水位高程１７０３．４８ｍ。２０１２年６月
至２０１５年５月，上、下游围堰挡水，导流洞泄流，
导流设计标准为５０年洪水重现期，相应上游围堰
顶高程１７４５ｍ，下游围堰顶高程１７１０ｍ。
２０１１年３月，猴子岩水电站分流围堰开始施

工，分上下游围堰，５月底分流围堰施工完成，为
后期坝肩开挖拦渣环保及枯水期尽早展开防渗墙

施工奠定了基础。

２　分流围堰设计
上游分流围堰堰顶高程为１７０８ｍ，最大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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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ｍ，堰顶宽２０ｍ。上游坡坡比为１∶１．８，下游坡
坡比为 １∶３．５。堰顶及下游坡采用混凝土板保
护，堰脚采用抛大块石防护，３～５块石块之间用
钢丝绳连成串，以增加其抗冲能力。堰肩两岸岸

坡分部位采用１ｍ厚钢筋石笼或Ｃ２５贴坡素混凝
土保护。上游分流围堰顶部增设子堰，子堰底部

高程为１７０６ｍ，堰顶高程为１７１５ｍ，子堰最大堰
高９ｍ，堰顶宽５ｍ。

下游分流围堰堰顶高程为１７０２ｍ，最大堰高
约１７ｍ，堰顶宽２０ｍ。上游坡坡比为１∶１．８，下
游坡坡比为１∶３．５。堰顶及下游坡采用钢筋石笼
保护，堰肩两岸岸坡采用１ｍ厚钢筋石笼保护。
３　主要施工程序

原则上按照先填筑、后防护的顺序施工，为加

快施工进度，岸坡防护与堰体填筑交叉同步进行。

主要施工程序如下：

（１）上游分流围堰主要施工程序：
戗堤预进占→截流→围堰加高培厚→护坡大

块石串填筑→过渡料填筑→垫层料填筑→面板混
凝土施工→岸坡防护施工→子堰填筑与防护施
工。

（２）下游分流围堰主要施工程序：
洞渣料填筑→堰后大块石填筑→堰面及岸坡

钢筋石笼施工→下游护脚大块石串填筑→堰面混
凝土浇筑→岸坡混凝土浇筑。
４　分流围堰料源规划

该工程所需石渣填筑料从菩提河坝渣场和孔

泥巴渣场回采，截流戗堤的大块石及护脚大块石

串备料在采挖渣料过程中进行分选、收集，不足部

第３１卷第２期
２０１２年 ４月

四　川　水　力　发　电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ｗｅｒ

Ｖｏｌ．３１，Ｎｏ．２
Ａｐｒ．，２０１２



ＳｉｃｈｕａｎＷａｔｅｒＰｏｗｅｒ　１２９　　

分在色龙沟上游石料场钻爆开采。

垫层料采用泥洛河坝骨料加工系统生成的人

工骨料。上游分流围堰截流所用 Ｃ１５钢筋混凝
土四面体、堰顶、堰面及贴坡混凝土由泥洛河坝混

凝土生产系统提供，混凝土四面体在预制场集中

预制。

５　分流围堰截流的设计与施工
５．１　施工截流时段选择

根据水文资料，结合该工程施工进度安排，工

程截流时间确定为２０１１年４月５日。
５．２　截流设计标准

上游分流围堰在４月５日完成戗堤截流，戗
堤设计标准采用 ４月份 ２年一遇洪水流量 ５０５
ｍ３／ｓ，截流戗堤龙口合龙时相应上游水位高程不
高于１７０５ｍ。考虑到截流戗堤安全超高，截流戗
堤高程定为１７０７ｍ。
５．３　戗堤结构

戗堤顶高程１７０７ｍ，戗堤断面为梯形，上游
坡比１∶１、下游坡比１∶１．５。为便于截流布置及施
工，顶部宽度按２０ｍ控制，超填部分后期削坡后
用于补填亏坡。顶部及下游坡面采用混凝土板保

护，其下游１７０２ｍ高程平台１∶２坡面采用钢筋
石笼保护，下游坡脚水下部分采用大块石串护脚。

５．４　施工截流方式选择
按选定的截流时段和截流标准，根据现场实

际条件，选择单戗堤立堵、双向预进占，龙口段单

向合龙的截流方式。河床表层主要为漂卵石层，

厚度大于３ｍ，糙率较大，抗冲刷能力较强，可不
采取抛石护底措施。

５．５　龙口位置及龙口宽度选择
戗堤总长度７５．７ｍ，右岸非龙口进占长度为

４０ｍ，左岸戗堤堤头进占长１５．７ｍ，龙口宽为２０
ｍ，裹头宽４ｍ，裹头高程至１７０７ｍ。
５．６　戗堤材料

左右岸非龙口段戗堤材料主要为石渣料、大

块石及块石串，由钢筋石笼、大块石串和混凝土四

面体裹头防护跟进，龙口高流速段主要用大块石、

大石串、钢筋石笼、混凝土四面体，石渣料跟进合

龙。

５．７　截流戗堤工程量
根据截流时间及预进占施工安排，经分析计

算，上游分流围堰截流戗堤主要施工项目及工程

量见表１。
表１　截流戗堤工程量表

序

号
施工项目

截流戗堤

工程量／ｍ３
备存量

／ｍ３
备　　注

１ 石渣料 ３１４４０ ５０３０４
备存量按计算工程

量的１．６倍考虑

２ 大石 １４０４０ ２２４６４
备存量按计算工程

量的１．６倍考虑

３ 钢筋石笼 １４４０ ２３０４
备存量按计算工程

量的１．６倍考虑

４
Ｃ１５混凝土
四面体

５６０ ５６３ 单个重１２ｔ

５ 填筑合计 ４７４８０ ７８６３５

５．８　截流抛投强度分析
上游围堰戗堤预留２０ｍ宽的龙口。考虑到

龙口抛投的石渣、块石的损耗，龙口截流抛投量为

７０５０ｍ３，龙口合龙前１天形成，进行单向进占截
流，截流时段长度按１０ｈ考虑，填筑强度为７０５
ｍ３／ｈ。在备料场配置２台２ｍ３反铲、５台１．２ｍ３

反铲、２台３ｍ３装载机，挖装强度为８２０ｍ３／ｈ；配
置１４台 ２５ｔ、１６台 ２０ｔ自卸汽车，运输强度为
９００ｍ３／ｈ，可满足截流施工强度要求。另配１台
１．２ｍ３反铲辅助施工。混凝土四面体备料场布
置１台２５ｔ吊车吊装四面体，围堰上布置１台２５
ｔ吊车卸车，３辆２５ｔ自卸汽车运输混凝土四面
体。

５．９　截流戗堤施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日开始上游分流围堰截流戗

堤双向预进占，至４月４日截流戗堤２０ｍ宽预留
龙口形成，堤头裹头采用大块石、混凝土四面体、

钢筋石笼及块石串进行保护，保护厚度为４ｍ，以
满足防冲要求。

截流戗堤进占至龙口宽度后，采用０．８～１．２
ｍ大块石串、混凝土四面体、钢筋石笼及石渣料进
行抛填。２５ｔ自卸汽车从备料场取料运输，采用
上挑角进占，块石混合料跟进，截流现场采用

ＴＹ２２０推土机在堤头推料，在戗堤左右岸分别布
置一台 ＴＹ２２０推土机进行道路维护，整个截流过
程安全有序，一举成功合龙。

６　分流围堰填筑施工
分流围堰截流戗堤形成后，跟进围堰填筑施

工。围堰填筑料主要采用２～１．２ｍ３液压挖掘机
及３ｍ３装载机挖装，２５～２０ｔ自卸汽车运输至围

（下转第１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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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方案一中的场址布置在一侧岸坡，且高

程较高，相对而言，影响其安全运行的边坡（特别

是环境边坡）的危石（群）范围、处理工作量和难

度相对较小。

６．２　建筑物基础问题
该工程坝址区河床覆盖层一般厚度为４１．２

～６７．７７ｍ，最大厚度为８５．５ｍ。设计中比较的
场址布置于坝后压重体上的方案场地开阔，地基

属坝体的一部分，为填筑的块碎石土，结构不均

一，经分层碾压后密实度有所提高，承载力基本满

足要求，但基础的不均匀沉降依然存在，将影响设

备的运行。方案一中的场址布置于右岸边坡开挖

出的平台上，基础承载力和抗变形能力满足要求。

６．３　ＧＩＳ设备布置问题
ＧＩＳ设备布置于地下，运行的可靠性和安全

性有所提高，但地下洞室的开挖跨度亦将增加，且

试验设施的难度也随之增加。猴子岩水电站５００
ｋＶ出线５回，丹巴变电站输送的电能需通过本工
程的ＧＩＳ设备。如果将 ＧＩＳ设备布置于地下，那
么，输电损耗将略有增加，输电潮流合理性相对较

差。方案一采用地面 ＧＩＳ方案输电潮流合理，将
ＧＩＳ布置在地面 ＧＩＳ楼内，设备运行可靠性相对
较低，但除进行必要的自然边坡处理外，在ＧＩＳ楼
后方设置挡墙拦截滚石，通过层层防护，在很大程

度上提高了ＧＩＳ等机电出线设备运行的可靠性。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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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２９页）
堰填筑工作面。

堰体水下部分采取端进法全断面抛填，采用

堤头集料，推土机赶料抛投。

在水面以下堰体填筑完成并经验收合格后，

再进行水面以上堰体填筑施工。采用推土机按１
ｍ厚度控制铺料平整，人工洒水，２５ｔ振动碾顺围
堰轴线方向采用进退错距法碾压，碾压遍数为６
～８遍。
７　分流围堰表面防护施工

为满足分流围堰表面的防冲保护要求，分流

围堰填筑完成后需对其表面进行过水保护。过水

保护施工主要包括堰面混凝土护面施工、钢筋石

笼护面施工、大块石串护脚，两岸贴坡混凝土施工

及浆砌石挡墙施工等。

８　结　语
猴子岩水电站分流围堰在汛前提前实施，为

枯水期进行围堰防渗墙施工及堰体填筑施工奠定

了基础，为在一个枯水期内完成围堰施工赢得了

工期，减小了深覆盖层围堰防渗墙施工的风险和

压力，在大型工程、围堰施工难度高、工程量大的

水电工程中是一种值得考虑和选择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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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江流域玉瓦水电站可研设计通过审查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１日至２２日，四川省工程咨询研究院组织专家在成都对成都院编制完成的《四川省白水江流域玉瓦水

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评审。玉瓦水电站是白水江干流（大录～青龙桥段）“一库七级”开发方案的第二级，上接
多诺龙头水库，下接陵江电站。工程开发任务为发电，兼顾下游减水河段生态环境和景观用水。电站采用引水式开发，

正常蓄水位高程２０１９ｍ，装机容量４９ＭＷ，与多诺水库电站联合运行多年平均发电量２．０２５亿ｋＷ·ｈ，建成后在满足当
地用电的基础上供电四川电网。枢纽主要建筑物由首部枢纽、引水建筑物和厂区枢纽三大部分组成。闸址位于阿坝州

九寨沟县玉瓦乡酒房村下游５００ｍ处，最大坝高１７．５ｍ；引水隧洞布置于右岸，长１４０７２ｍ；厂址位于九寨沟县黑河乡水
口坝村下游１．８ｋｍ处，推荐右岸地面厂房，共装机两台。受业主委托，成都院于２００６年５月正式启动玉瓦水电站的前
期勘测设计工作，响应业主及相关主管单位要求，成都院先后按水口及电口规范编制完成了多套设计报告；２００９年底通
过电口预可设计审查后立即转入可研勘测设计工作，与业主一道先后完成了安全预评价、地质灾害评估、工程建设规划

同意书、压覆矿调查、行洪论证、水资源论证、建筑征地移民安置规划、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等多项专题并审查通过，特别

是在环保要求越来越严苛的情况下，环境保护专题经业主及成都院领导多方面努力于去年底终获审查并通过。本次会

议听取了白水江上游项目部玉瓦设总关于本电站可研设计成果的全面汇报，并分４个专业组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和
审议。会议审查认为，本可研报告内容和深度基本达到可行性研究设计阶段的深度要求，一致同意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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