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堤坝抢险常识

1、裂缝抢险

⑴裂缝分类

①龟状裂缝
龟状裂缝多出现在土坝表面，分布较均匀，缝细而短，对堤

坝危害较小。龟状裂缝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粘性土水分蒸发，表面

土体收缩，故又称干缩裂缝。填筑土料粘性愈大、含水量愈高，  干裂

的可能性愈大。

②横向裂缝
横向裂缝的走向与堤坝轴线垂直或斜交,常出现在堤坝顶部

并伸入堤坝内一定深度，严重的可发展到堤坝坡，甚至贯通上下

游造成集中渗漏，直接危及堤坝的安全。产生横向裂缝的原因，  主

要是相邻堤坝段坝基产生较大的不均匀沉陷，常发生于堤坝合拢

段，堤坝体与交界部位施工分缝交界段以及坝基压缩变形大的坝

段等。

③纵向裂缝
纵向裂缝的走向与堤坝轴线平行或接近平行，多出现在堤坝

顶部或堤坝坡上部，裂缝逐渐向坝体内部垂直延伸。它一般比横

向裂缝长，若不及时处理，雨水入侵后会造成大坝脱坡险情。纵向

裂缝产生原因：一种因分期加高，压实质量和填筑材料不同；  用贴

坡培厚法处理背水坡渗水时，贴坡砂层未灌水也不压实，致使蓄

水后砂层浸水下沉，培土表面发生纵向裂缝；另一种因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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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压不实，施工质量不好，筑坝土料含水量过高；初次蓄水，或  

汛期水位骤降导致堤坝坡失稳，产生脱坡初期的纵向裂缝。

④内部裂缝
产生内部裂缝的原因和可能出现的部位有：如在狭窄山谷压

缩性大的地基上修建土坝，在坝体沉降过程中，上部坝体重量通

过剪力和拱的作用，被传递到两端山体和基岩中去，而坝体下部沉

陷，有可能使坝体在某一平面上被拉开，形成水平裂缝；此外，  堤坝

坝基或堤坝与建筑物接触处因产生不均匀的沉陷而产生内 部裂

缝等。

⑵裂缝的抢护

①开挖回填
开挖回填施工简单，裂缝处理较彻底，效果较好，适用于深

度在 5m 以内，并已停止发展的裂缝。开挖前应沿裂口灌注少量

石灰水，以掌握开挖的范围。挖槽深宽均应超过裂缝

0.3m--0.5m，长度超出缝端 1m。
梯形台阶。槽坑开挖时顺缝抽槽，保持梯形断面，以利与原

堤坝的结合。当裂缝较深时可挖成阶梯形槽坑，台阶高1．5m。  

槽口附近不宜堆放土料，以利出土和施工安全。槽坑回填前先削

去台阶，洒水湿润槽壁并刨毛，再回填与原堤坝体相同的土料， 

分层夯实（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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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形结合槽。适用于贯穿堤坝的横向裂缝。开挖时顺裂缝 方

向每隔 5m--6m，设一道垂直于裂缝的结合槽，回填时要注意新

老土的结合（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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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汛期，抽槽法适用于高出洪水位的裂缝抢护。一般裂缝

处理宜在枯水期或降低水位后进行，必要时应在上游堤坝坡加筑

临时围堰，以策安全。龟形裂缝一般不作处理，若处理也可采取泥

浆封口，或将龟裂土层刨松湿润夯实，面层再铺以砂性土保护。

②充填灌浆
对于较深的裂缝，可采用灌浆法，或采取上部开挖回填、下部 灌

浆的方法处理，以减少抽槽工程量。灌浆部位的顶部必须保持有2m 以上的开挖回

填层作为阻浆盖，以防止浆液外喷。回填时预埋灌浆管（铁管或竹

管）。如条件许可可采用分段、回浆的灌浆方法， 效果较好。浆液浓

度应先稀后稠，灌浆压力由小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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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渗漏抢险

⑴渗漏险情的分类

①渗水险情
在高水位作用下，水流渗入堤坝，将堤坝体分为上干下湿两

部分，干湿土的分界线叫浸润线，浸润线以下的坡面和坡脚都可

能发生渗水险情。造成渗水险情的直接原因通常是堤身夹有砂土层

、堤身不实以及堤坝内有蛇鼠洞、白蚁洞、獾洞、烂树根、废  涵管

、硬土块、砖石等杂物。堤坝断面单薄、背水坡太陡，填土  时夯

压不实，施工分段未按要求处理等，都会加大渗流速度，抬高浸

润线，加速渗水险情的发展。

②管涌险情
堤坝在高水位时，透水性强的地基渗透坡降大于覆盖层的临  界

坡降，渗流使土体中细颗粒沿孔隙移动并被带至地面，在渗水  出口

四周形成沙环。随着流失土粒增多沙环变粗，堤坝内逐渐形  成贯穿

的通道，从而造成管涌险情。

③流土险情
渗流的渗透力超过表土的有效压力时，堤坝坡或坡脚土体被  

破坏，形成沙沸或土体被冲失，造成流土险情。

④漏洞险情
渗水、管涌或流土险情抢护不及时，继续发展造成渗流集中，  土

体大量流失，逐渐形成贯穿堤坝或穿透基础的渗流通道，称为漏

洞险情，漏洞中流出带沙土浑水的最为危险。

⑵渗漏险情的抢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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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护原则、方法：临水坡截渗和背水坡反滤导渗。

①临水坡截渗
抢护方法主要有：土工膜截渗、抢堵漏洞进水口．散抛粘土  

截渗等方法。

土工膜截渗。当洞口较大或附近洞口较多，可采用大面积土  

工膜或蓬布，沿堤坝迎水坡坡肩从上往下顺坡铺盖洞口，然后抛  压

土袋，并抛填粘土，形成前戗截渗（图 3 一 3）。

抢堵漏洞进水口。漏洞险情处理最有效的办法是及时准确堵  

塞进水口。

散抛粘土截渗。当堤坝临水坡漏洞口较多较小，范围又较大，  进

水口难以找准或找不全时，在粘土料充足的地方，可沿临水坡散

抛粘土，形成隔渗前戗。

②背水坡反滤导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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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滤导渗沟。在背水坡坡脚渗水处，开挖平行于堤坝轴线的  纵

沟，并与原有排水沟渠连通,同时在出现渗水的顶部，沿坡面开

挖竖沟 (图 3-8)。

导渗沟内填砂石反滤料，要分层填放，应自坡脚向上分段

施工，随挖随填,不得停工待料。反滤料填好后,顶面要铺编织袋、  草

袋或席片，用块石土方压实。在有条件的地方，可用土工织物做

导渗沟，选用有效孔径的土工布铺于沟的周围，中间填透水料，  上部

压盖草袋、席片、土袋等。在砂石反滤料缺少的地方，可利用麦秸

、稻草等细料和柳技、芦苇等粗料做导渗沟。材料按下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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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粗，根向上、梢向下铺好，上部用土袋、块石等压实。所有导  

渗沟要与坡脚、排水沟连通(图 3-9)。

反滤层导渗。对背水坡土体过于稀软，开反滤沟有困难或堤

坝断面过于单薄、渗水严重，不宜开沟的情况，或者管涌流土范围

大，涌水翻沙成片的险情，可聚用反滤层导渗抢护。反滤层的做法

是:先将地面软泥、草皮、砖石等杂物清除,按反滤层的要求分层填

铺砂石、土工织物、梢料等反滤材料。反滤料和块石要适当延伸到

坡脚外,对堤身单薄,渗水范围大,又缺少砂石料的地方， 可利用麦

秸、稻草等细料和柳枝、芦苇等粗料，将反滤层做成滤水后戗，铺

梢料要上下细,中间粗，梢料上部填土夯实,铺一层料，  填一层土，直

到计划后戗高度为止(图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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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滤围井。对于个数不多、各自独立的漏洞,或个数虽多， 但

尚未连成大片的管涌群,可在漏洞险情出水口用反滤围井抢

护。抢护的方法是:清除地面杂物,挖除软土，周围用土袋分层铺

列叠砌为围井，高度以涌水不再挟带泥沙为宜。同时,要避免在

井的四周出现新的险情。并内按反滤要求，分层铺填砂石、土工

织物和梢物等反滤料。如果并内涌水量大而急,滤料无法分层铺填

时,可先用砖石、沙袋填塞,待水势削弱后，再按反滤要求填人。  反滤

围井在预定高度处,要设立足够的排水管，以防井口水位过高而

发生漫溢冲塌井壁(图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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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水压法。平衡水压法是一种应急措施,是在背水坡涌水

处抢修围井和月堤，利用它抬高水位，以减少渗水压力。围井和  

月堤的高度以涌水不带出沙粒为准( 图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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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背水脱坡、滑坡抢险

⑴脱坡、滑坡的分类
汛期堤坝在高水位的作用下背水坡土体因滑动 力超过阻滑

力而失去稳定，发生脱坡、滑坡险情,在堤坝顶部或坡面上，先

出现圆弧形或纵向裂缝,随着裂缝的发展,土体下错滑塌。这类现  

象可分为：

①圆弧滑动
圆弧滑动一般是堤坝本身与基础一起滑动,滑动面呈现圆弧 

形，位置较深，滑动体体积较大，坡脚往往被推出,外移并隆起。

②脱坡崩塌
提坝内部沿软弱层开裂，并逐渐发展成纵向裂缝，使土体失  

稳，形成脱坡。

发生脱坡、滑坡险情的主要原因是：
水位高，持续时间长，或水库土坝排渗设施失效,导致浸润线  抬

高，土体含水量饱和，下滑力加大，阻滑力减小。

堤坝基础的淤泥未彻底进行处理或堤坝坡脚紧临深塘。
施工质量不好，铺土层太厚，碾压不实,堤坝发生不均匀沉陷  或

裂缝等。

⑵脱坡、滑坡的抢护
脱坡或滑坡产生的规模和特征,虽不完全相同，但它的抢护  

原则和方法都是大同小异的。抢护原则是:减少滑动力、增强阻  

滑力或上部减载、下部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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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护方法主要有：固脚阻滑、滤水土撑和滤水后戗、滤水 

还坡等。

①固脚阻滑
当堤坝背水坡有脱坡、滑坡征兆时，即应采取上部削坡减

载，下部固脚。方法是: 在坡脚堆筑泥土或沙袋稳住险情，对堤

基不好或临近坑塘的地方,应先做填塘固基。如滑坡已形成,抢护

时应在滑坡体下部先做固脚,再做滤水后戗(图 3-13)。

②滤水土撑和滤水后戗
当堤坝背水坡排水不畅，险情严重时可采用滤水土撑和滤水

后戗。方法是:清理好坡面,在滑坡体上顺坡挖沟，深度最好挖至

滑裂面，沟内按反滤要求，铺设反滤材料,顶面覆盖草袋、席片

保护。开沟困难时,也可考虑采用反滤层。当完成反滤沟和反滤

层后，滑坡体仍不稳定时，可采用透水性大的砂料分层填筑，夯

实成土撑，顶面应高出渗水出逸点，如果堤坝坡面单薄，背水坡  陡

，险情严重，可将滤水土撑之间的空地修筑成滤水后戗（图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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