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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利水电工程是水资源高效开发、合理利用和防治旱涝的重要工程设施，也是人们在生活生产中所必须的基础工程，因此，保证该
工程的安全实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介绍施工导流和围堰技术，详述施工的步骤，并对围堰的分类和实施要点进行介绍，使其在实
际的生产生活中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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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我国的水利工程历史非常悠久，从古代的都江堰工程开

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现在的小浪底、三峡大坝、南水北调等
重要的水利枢纽工程，无不体现了其在人们生活和国家发展中的地
位[1]。截止 2019 年已建成各种类型水库 8 万多座，总库容 5 千亿
m3；修建提防工程 26 万 km；有着 5800 亿 m3 的年供水能力；人均
用水量达到 458m3。由于其特殊的施工环境，且通常情况下投资规
模大，实施周期长，风险因素多等原因，在施工中需要较高的技术
水平，而导流和围堰作为施工前期创造施工条件，保证建设安全顺
利进行的设施，更要加强其建设过程中技术水平的提高[2]。 
一、水利水电施工导流技术 

施工导流主要是在主体工程建设前，在河道中修建围堰，使江
河中的水流按照要求的方向流走，达到分流的目的，以此来建造干
燥的基坑用以后期的施工。依据河流的大小及流量，河底的地质条
件，河岸两边的山体及是否有古河道等因素，主要有分期围堰导流
和一次拦断导流两种[3]。 
二、水利水电围堰技术 

围堰是在导流的过程中，对水流进行阻挡的，防止水流进入到
基坑的一个构筑物。围堰主要应注意位置的选取，其位置应选取水
流较小，地质条件好，当地可采取的材料丰富等；在施工过程中，
应采取各种工程技术措施，加大分流量，使其在施工中减少被水流
冲刷，加大合龙的施工强度，保证其在施工中安全可靠，抗渗及抗
滑能力满足要求[4]。 
三、水利水电施工导流步骤 

（一）计算流量 
流量的计算应根据地形地质状况、抗冲刷的要求、围堰强度的

要求、洪水标准、抗渗要求等多方面的因素，进而计算出导流流量。 
（二）测试抗洪能力 
抗洪标准应根据水库大坝的级别、类型、并结合风险大小来选

定，可采用实测资料法、常规频率法、经济流量法等方法等。当坝
体的施工高度超过围堰时，应确定坝体的抗洪能力，保证在施工期
间坝体能抵挡住遇到的洪水。 

（三）水利水电工程的施工 
导流建筑物建成后，对水流进行了分流，创造了干燥的基坑，

就可以在干地中进行施工，从地基基础开始到上部结构，进行大坝、
水电站厂房等水工建筑物的建设。 

（四）注入活水 
大坝、水电站厂房等建筑物建设养护完成后，再次导流将活水

住入大坝中，达到正常蓄水位。 
四、水利水电围堰技术应用 

围堰的分类有很多，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每种方法又可分为
多种围堰。例如土石、混凝土、钢板等围堰；又如厂房、船闸、隧
洞进口、出口围堰等；还有上游、下游围堰等等多种围堰。 

围堰的基本形式和构造及施工要点主要按以下 4 进行介绍： 
（一）土石围堰 
土石围堰主要由土体和石块组成，其建造机械与主体工程使用

的机械相同，能进行快速地、机械化施工。土石围堰的断面形式及
尺寸应满足挡水能力的需求，表面及内部应有防渗措施。土石围堰的
应用一般在当地土石材料丰富，水深小于 10m，流速小于 7m/s 的河
流中采用。土石围堰的施工分为两个部分：水上及水下。水上部分的
施工分层填筑，然后碾压成型；水下部分的地基采用进占法、抛填等
方法进行堆料的施工。围堰与岸坡等位置的接头在防渗中也起着很
重要的作用，因此应采取嵌入或插入及其他措施保证防渗的要求。 

（二）混凝土围堰 
混凝土围堰建造方式与混凝土大坝类似，可采用常态混凝土，也

可采用碾压混凝土建造，其地基应建在较坚硬的岩石上。其结构形式
有重力式、拱形等结构形式，多为重力式，在某些特殊地形环境中也
可采用拱形。一般应用在挡水高度较高、抗水压能力较强、抗渗要求
较高等的环境中。混凝土围堰的施工一般应有低土石围堰的围护，保
证混凝土的浇筑在干地施工，同时混凝土的养护时间也要达到要求。 

（三）草土围堰 

草土围堰有着取材方便，施工快速，费用较小等特点，是混合
的一种形式。虽然草土围堰有较多的优点，但其承载能力较低，因
此一般应用于水深小于 8 米，流速小于 5m/s 的中、小型工程中。 

（四）钢板桩围堰 
这种围堰是由多个互相衔接的格形钢板体作为外部结构，在内

部装入土或砂形成的。根据挡水高度的不同，其形式有圆筒形、扇
形及花瓣形等。钢板桩对地基的要求较低，无论岩石或非岩石都可
以，挡水高度一般小于 15~18 米。钢板桩建造速度较快，效率较高，
且回收率能达到 70%，因其有着横断面较窄、所占空间少、施工简
单快速、安全性较高等优点，也是目前应用比较多的围堰之一。 
五、水利水电围堰技术施工要点 

（一）科学编制围堰施工方案 
在前期，应根据不同的导流方式结合地理环境、本项目的特点、

洪水标准、工程人员配置、工程进度要求、质量要求、成本的要求等
选择适合高效的围堰形式，并编制科学的施工方案，指导其正确施工。 

（二）合理进行围堰平面布置 
根据自然条件、导流的方式、水流流量流速、河道宽度及相对

主要建筑物的位置、材料供应情况及施工方法等，合理布置上下游
围堰及纵向围堰的位置，围堰的位置应选取地质条件好、水流小、
施工方便的部位。 

（三）加强围堰结构细部处理 
在围堰的建造过程中，龙口的闭合部位、横向围堰与岸坡的接触、

横向围堰与纵向围堰的接触部位都是较薄弱的部位，因此在建造过程
中要尤其注意这些细部的构造，保证围堰的承载力和防渗性能。 

（四）严格控制围堰施工质量 
在施工过程中，应采用高标准、高水平的质量控制手段，保证

其施工中的质量符合要求。定期测量围堰的截面宽度及高度，测量
围堰的压实度，检查混凝土的强度，检查围堰位置的偏差等。 
六、水利水电施工导流技术与围堰技术的影响因素 

影响施工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客观因素 
影响导流和围堰技术的客观因素主要有：地质条件复杂、河床

淤泥层较厚、水流量较大、河床较宽、洪水的发生等。由于地质条
件复杂、河床淤泥较厚，导致在截流过程中难度高，围堰的地基较
难施工。水流较大、河床较宽及洪水的影响，使围堰的施工要采取
分期、分段的方法，增加了施工的难度，延长了施工时间，也增大
了施工过程风险的发生。 

（二）主观因素 
主观因素主要包括围堰位置的选取，导流方法的选用，截流方

法及减小截流难度的措施，施工方法及机械的选用，施工过程中质
量及进度的控制。施工过程中的主观因素主要由于人的原因造成，
因此在施工中应采取各项措施降低主观因素的影响。 
七、结束语 

在水利水电的施工中，要保证水库大坝、电站厂房等水工建筑
物的顺利施工，选择合理的导流方式和围堰的形式对主体建筑的施
工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导流和围堰方式的选择中，要结合多种影
响因素，如导流建筑物的级别、洪水标准、工程投资及施工过程中
的安全等，并采用多种方法减小截流过程中施工的难度。针对施工
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客观和主管因素，通过编制施工方案、加强管理
制度、提高技术水平等来保证导流和围堰施工的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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