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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 

在山谷、河道或低洼地区用挡水或泄水等水工建筑物形成的人工

水域称为水库，具有调节径流、集中落差和调整上游回水区内水面比

降的租用，可用于防洪、城镇供水、灌溉、水利发电、提供或改善航

运条件、发展养殖、旅游和改善环境等，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中重要作

用。大坝是水库最常用的挡水建筑物之一，在抵御洪涝、旱灾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的。 

但是水库承受的水压力和渗透压力数值、幅度不断变化，且长期反复

作用，在渗流、溶蚀、冲刷、冻融、风化等有害因素的不断作用下，

其材料不断地被损坏。大坝一旦失事，将给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

毁灭性的灾害，因此水库大坝的管理运行不容忽视。 

一、水库大坝注册登记 

为了全面掌握水库大坝的安全状况，加强对水库大坝的安全管理和监

督，水利部发布了《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7 号）

（2018 年修订）和《水库大坝注册登记办法》（水政资〔1997〕538

号），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库容在 10 万立方米以上已建成投

入运行的水库大坝应由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单位（无管理单位的由乡镇

水利站）到指定的注册登记机关申报注册登记。通过注册登记，对水

库的基本情况、产权现状、安全状况等逐一查清登记，建立档案。 

（一）注册登记主管部门 

县级及以上水库大坝主管部门是注册登记的主管部门。水库大坝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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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实行分部门分级负责制。 

省一级或以上各大坝主管部门负责登记所管辖的库容在 1 亿立方米

以上大型水库大坝和直管的水库大坝；地（市）一级各大坝主管部门

负责登记所管辖的库容在 1000 万至 1 亿立方米的中型水库大坝和直

管的水库大坝；县一级各大坝主管部门负责登记所管辖的库容在 10

万至 1000 万立方米的小型水库大坝。 

登记结果应进行汇编、建档，并逐级上报。各级水库大坝主管部门也

可指定专门机构来受理大坝注册登记工作。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水库大坝注册登记的汇总工作。国务

院各大坝主管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管

辖水库大坝注册登记的汇总工作，并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 

（二）注册登记程序 

（1）申报：已建成运行的大坝管理单位应携带大坝主要技术经济指

标资料和申请书，按分部门分级负责制要求向大坝主管部门或指定的

注册登记机构申报登记。注册登记受理机构认可后，即应发给相应的

登记表，由大坝管理单位认真填写，经所管辖水库大坝的主管部门审

查后上报。 

（2）审核：注册登记机构收到大坝管理单位填报的登记表后，即应

进行审查核实。 

（3）发证：经审查核实，注册登记受理机构应向大坝管理单位发给

注册登记证。注册登记证要注明大坝安全类别，属险坝者，应限期进

行安全加固，并规定限制运行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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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更、注销、换证与复查 

（1）已注册登记的大坝完成扩建、改建的；或经批准升、降级的；

或大坝隶属关系发生变化的，应在此后 3 个月内，向登记机构办理变

更事项登记。大坝失事后应即向主管部门和登记机构报告。 

（2）水库大坝应按国务院各大坝主管部门规定的制度进行安全鉴定。

鉴定后，大坝管理单位应在 3 个月内，将安全鉴定情况和安全类别报

原登记机构，大坝安全类别发生变化者，应向原登记受理机构申请换

证。 

（3）经主管部门批准废弃的大坝，其管理单位应在撤销前，向注册

登记机构申报注销，填报水库大坝注销登记表，并交回注册登记证。 

（4）水库大坝注册登记的数据和情况应实事求是、真实准确，不得

弄虚作假。注册登记机构有权对大坝管理单位的登记事项进行检查，

并每隔 5 年对大坝管理单位的登记事项普遍复查一次。 

二、水库大坝安全鉴定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7 号）（2018 年修订）第

二十二条规定：“大坝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大坝定期安全检查、鉴定制

度”。为加强水库大坝安全管理，规范大坝安全鉴定工作，保障大坝

安全运行，水利部发布了《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办法》（水建管〔2003〕

271 号），要求对坝高 15m 以上或库容 100 万 m3 以上水库的大坝进

行安全鉴定，对安全鉴定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一）安全鉴定相关单位 

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工作相关责任的明确，是落实水库大坝安全鉴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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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基本保障。在鉴定工作中，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大

坝安全鉴定工作实施监督管理，水利部大坝安全管理中心对全国的大

坝安全鉴定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所辖的大坝安全鉴定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1．鉴定组织单位 

大坝主管部门（单位）负责组织所管辖大坝的安全鉴定工作；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所属的大坝安全鉴定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水库

管理单位协助鉴定组织单位做好安全鉴定的有关工作。 

2．鉴定承担单位 

鉴定组织单位应委托大坝安全评价单位承担水库大坝的安全鉴定工

作。 

大型水库和影响县城安全或坝高50m 以上中型水库的大坝安全评价，

由具有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甲级资质的单位或者水利部公布的有关科

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承担。 

其他中型水库和影响县城安全或坝高 30m 以上小型水库的大坝安全

评价由具有水利水电勘测设计乙级以上（含乙级）资质的单位承担；

其它小型水库的大坝安全评价由具有水利水电勘测设计丙级以上（含

丙级）资质的单位承担。上述水库的大坝安全评价也可以由省级水行

政主管部门公布的有关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承担。 

3．鉴定审定部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机构按照分级管理原

则对大坝安全鉴定意见进行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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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大型水库和影响县城安全或坝高 50m

以上中型水库的大坝安全鉴定意见； 

（2）市（地）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其它中型水库和影响县城安全

或坝高 30m 以上小型水库的大坝安全鉴定意见； 

（3）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其它小型水库的大坝安全鉴定意见。 

（4）流域机构审定其直属水库的大坝安全鉴定意见； 

（5）水利部审定部直属水库的大坝安全鉴定意见。 

（二）安全鉴定时间 

为了及时掌握大坝的安全状态，定期更新大坝安全信息，避免因掌握

的大坝安全状况滞后，导致大坝运行、管理工作失误。所以大坝实行

定期安全鉴定制度，首次安全鉴定应在竣工验收后 5 年内进行，以后

应每隔 6～10 年进行一次；运行中遭遇特大洪水、强烈地震、工程发

生重大事故或出现影响安全的异常现象后，应组织专门的安全鉴定。 

（三）基本程序及组织 

大坝安全鉴定包括大坝安全评价、大坝安全鉴定技术审查和大坝安全

鉴定意见审定三个基本程序。 

1．大坝安全评价 

鉴定组织单位应委托符合条件的大坝安全评价单位对大坝安全状况

进行分析评价，并提出大坝安全评价报告和大坝安全鉴定报告书。 

鉴定承担单位应参加现场安全检查，查阅工程勘察设计、施工与运行

资料，对大坝外观状况、结构安全情况、运行管理条件等进行全面检

查和评估，并提出大坝安全评价工作的重点和建议，编制大坝现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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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检查报告；按有关技术标准对大坝安全状况进行评价，并提出大坝

安全评价报告，主要包括工程质量评价、大坝运行管理评价、防洪标

准复核、大坝结构安全评价、渗流安全评价、抗震安全复核、金属结

构安全评价和大坝安全综合评价等。大坝安全评价过程中，应根据需

要补充地质勘探与土工试验，补充混凝土与金属结构检测，对重要工

程隐患进行探测等。 

2．大坝安全鉴定技术审查 

在鉴定承担单位完成安全鉴定后，应由鉴定审定部门或委托有关单位

组织并主持召开大坝安全鉴定会，组织专家审查大坝安全评价报告，

通过大坝安全鉴定报告书。 

为了保证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鉴定审定部门应

成立大坝安全鉴定委员会（小组）。大坝安全鉴定委员会（小组）应

由大坝主管部门的代表、水库法人单位的代表和从事水利水电专业技

术工作的专家组成，并符合下列要求： 

（1）大型水库和影响县城安全或坝高 50m 以上中型水库的大坝安全

鉴定委员会（小组）由 9 名以上专家组成，其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

人数不得少于 6 名；其他中型水库和影响县城安全或坝高 30m 以上

小型水库的大坝安全鉴定委员会（小组）由 7 名以上专家组成，其中

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数不得少于 3名；其他小型水库的大坝安全鉴

定委员会（小组）由 5 名以上专家组成，其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

数不得少于 2 名. 

（2）大坝主管部门所在行政区域以外的专家人数不得少于大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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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委员会（小组）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一。 

（3）大坝原设计、施工、监理、设备制造等单位的在职人员以及从

事过本工程设计、施工、监理、设备制造的人员总数不得超过大坝安

全鉴定委员会（小组）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一。 

（4）大坝安全鉴定委员会（小组）应根据需要由水文、地质、水工、

机电、金属结构和管理等相关专业的专家组成。 

（5）大坝安全鉴定委员会（小组）组成人员应当遵循客观、公正、

科学的原则履行职责。 

3．大坝安全鉴定意见审定 

在大坝安全鉴定会后，鉴定审定部门应对大坝安全鉴定意见进行审

定，并审定的大坝安全鉴定报告书及时印发鉴定组织单位。 

（四）鉴定结果及备案 

水库大坝鉴定组织单位应根据大坝安全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调度管

理措施，加强大坝安全管理。安全鉴定结果将大坝安全状况分为三类，

分类标准如下： 

（1）一类坝：实际抗御洪水标准达到《防洪标准》（GB 50201）规

定，大坝工作状态正常；工程无重大质量问题，能按设计正常运行的

大坝。 

（2）二类坝：实际抗御洪水标准不低于部颁水利枢纽工程除险加固

近期非常运用洪水标准，但达不到《防洪标准》（GB 50201）规定；

大坝工作状态基本正常，在一定控制运用条件下能安全运行的大坝。 

（3）三类坝：实际抗御洪水标准低于部颁水利枢纽工程除险加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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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非常运用洪水标准，或者工程存在较严重安全隐患，不能按设计正

常运行的大坝。 

对鉴定为三类坝、二类坝的水库，鉴定组织单位应当对可能出现的溃

坝方式和对下游可能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并采取除险加固、降等或

报废等措施予以处理。在处理措施未落实或未完成之前，应制定保坝

应急措施，并限制运用。 

大坝安全鉴定工作结束后，鉴定组织单位应当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规

定及时对大坝安全评价报告和大坝安全鉴定报告书进行归档，并妥善

保管。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做好水库大坝安全鉴定的备案工作。省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本行政区域内大中型水库及影响县城安全

或坝高 30m 以上小型水库的大坝安全鉴定报告书报送相关流域机构

和水利部大坝安全管理中心备案，并于每年二月底前将上年度本行政

区域内小型水库的大坝安全鉴定结果汇总后报送相关流域机构和水

利部大坝安全管理中心备案。 

三、水库大坝安全检查 

为了掌握水库大坝的工作状态，在水库大坝安全管理过程中，我们通

常会对大坝采用不同方法手段进行安全检查。 

（一）安全检查种类 

水库大坝的安全检查分为日常检查、年度检查和特别检查。 

1．日常检查 

水库大坝运行过程中，应由有经验的大坝运行维护人员对大坝进行日

常巡视检查，正常运行期每月应进行不宜少于一次的日常检查，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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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视汛情相应增加次数。库水位首次达到设计洪水位前后或者出现历

史最高水位时，每天不应少于 1 次。如遇特殊情况和工程出现异常时，

应增加次数。 

2．年度检查 

在每年的汛前、汛后、高水位、死水位、低气温及冰冻较严重地区的

冰冻和融冰期进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组织大坝运行维护专业人员

按规定的检查程序和检查项目，对大坝进行全面详细的现场检查。检

查次数，每年不应少于两次。 

3．特别检查 

特别检查应在坝区遇到大洪水、有感地震、库水位骤升骤降，一级其

他应当大坝安全的特殊情况时进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组织安全检

查组进行特别检查，必要时应组织专人对可能出现险情的部位进行连

续监视。 

（二）安全检查方法 

安全检查方法分为常规检查方法和特殊检查方法。 

（1）常规检查可采用目视、耳听、手摸、鼻嗅、脚踩等直观方法，

或辅以锤、钎、钢卷尺、放大镜、石蕊试纸等简单工具器材。 

（2）特殊检查方法可采用开挖探坑（或槽）、探井、钻孔取样或孔

内电视、向孔内注水试验、投放化学试剂、潜水员探摸或水下电视、

水下摄影或录像、超声波、雷达探测等方法，对工程内部、水下部位

或坝基进行检查。具备条件时，可采用水下多波束等设备对库底淤积、

岸坡崩塌堆积体等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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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检查一般采用常规检查方法；年度检查除采用日常检查方法外，

还可采用钻孔取样、注水或抽水试验、水下检查或水下电视摄像、检

测与探测等特殊检查方法；特别检查包括即时检查、详细检查和后续

检查，即时检查和后续检查采用常规检查方法，详细检查按照要求将

常规检查方法和特殊检查方法结合使用。 

（三）安全检查要求 

对大坝的安全检查工作应跟据实时、实地的实际情况做出不同要求，

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同大坝的安全检查需求不一；且不同种类的安全

检查，其要求也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大坝，在不同时间段进行的安

全检查，其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 

（1）日常巡视检查人员应相对稳定，检查时应带好必要的辅助工具

和记录笔、簿以及照相机、录像机等设备。 

（2）年度检查和特别检查总负责人应为运行管理单位行政负责人或

主管部门行政负责人。应成立检查工作组，组长应由经验丰富且熟悉

本工程情况的水工专业工程师担任，成员应由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和高

级技术工人组成。 

（3）年度检查和特别检查前均应制定详细的检查计划并做好如下准

备工作： 

① 安排好水库调度，为检查输水、泄水建筑物或进行水下检查创造

条件。 

② 做好电力安排，为检查工作提供必要的动力和照明。 

③ 排干检查部位的积水，清除检查部位的堆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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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安装或搭设临时交通设施，便于检查人员行动和接近检查部位。 

⑤ 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确保检查工作、设备及人身安全。 

⑥ 准备好工具、设备、车辆或船只，以及量测、记录、绘草图、照

相机、录像机等。 

在现场检查完成后，应按照相关要求对检查记录、报告进行整理、归

档，记录和整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1）安全检查应做好详细的现场记录。如发现异常情况，应详细记

述时间、部位、险情和绘出草图，宜进行测图、摄影或录像。对于有

可疑迹象部位的记录，应在现场就地对其进行校对，确定无误后才能

离开现场。 

（2）现场记录应及时整理，登记专项卡片，还应将本次巡视检查结

果与上次或历次巡视检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如有异常现象，应立即

进行复查。 

报告和存档应符合以下规定： 

（1）检查结束后应编写检查报告。 

（2）检查记录、图件、影响资料和检查报告的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

等均应整理归档。 

（四）安全检查项目和内容 

水库大坝安全检查项目主要包括坝体、坝基和坝区、输泄水设施、溢

洪道、闸门及金属结构、近坝岸坡和附属工程。 

1．坝体 

（1）坝顶有无裂缝、异常变形、积水或植物滋生等现象；坝面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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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墙有无开裂、挤碎、架空、错断和倾斜等情况。 

（2）检查迎水坡护面、护坡、上游面、下游面、溢流面、廊道是否

损坏，有无裂缝、剥落、滑动、隆起、塌坑、冲刷或植物滋生等现象；

近坝水面有无冒泡、变浑、漩涡和冬季不冻等异常现象。块石护坡有

无块石翻起、松动、塌陷、垫层流失、架空或风化变质等损坏现象。 

（3）检查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应检查面板之间接缝的开合情况和缝间

止水设施的工作状况；面板表面有无不均匀沉陷，面板和趾板接触处

沉降、错动、张开情况；混凝土面板有无破损、裂缝，表面裂缝出现

的位置、规模、延伸方向及变化情况；面板有无溶蚀或水流侵蚀现象。 

（4）背水坡及坝趾有无裂缝、剥落、滑动、隆起、塌坑、雨淋沟、

散浸、积雪不均匀融化、冒水、渗水坑或流土、管涌等现象；表面排

水系统是否通畅，有无裂缝或损坏，沟内有无垃圾、泥沙淤积或长草

等情况；草皮护坡植被是否完好；有无兽洞、蚁穴等隐患；滤水坝趾、

减压井（或沟）等导渗降压设施有无异常或破坏现象；排水设施工作

状况，排水立量、水体颜色及浑浊度是否正常，排水反滤设施是否堵

塞和排水不畅，渗水有无骤增骤减和发生浑浊现象。 

2．坝基和坝区 

（1）基础岩体有无挤压、错动、松动和鼓出。 

（2）排水设施的工况是否正常；渗漏水的水量、颜色、气味及浑浊

度、酸碱度、温度有无变化；基础廊道是否有裂缝、渗水等现象。 

（3）坝体与岸坡连接处有无错动、开裂及渗水等情况；两岸坝端区

有无裂缝、滑动、滑坡、崩塌、溶蚀、隆起、塌坑、异常渗水和蚁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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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洞等。 

（4）下游坝趾有无冲刷、淘刷、管涌、塌陷；渗漏水量、颜色、浑

浊度及其变化状况是否正常；坝趾近区有无阴湿、渗水、管涌、流土

或隆起等现象；排水设施是否完好。 

（5）坝端岸坡有无裂缝、塌滑迹象；护坡有无隆起、塌陷或其他损

坏情况；下游岸坡地下水露头及绕坝渗流是否正常。 

（6）有条件时应检查上游铺盖有无裂缝、塌坑。 

3．输泄水设施 

（1）引水段有无堵塞、淤积、崩塌。 

（2）进水口边坡坡面有无新裂缝、塌滑发生，原有裂缝有无扩大、

延伸；地表有无隆起或下陷；排（截）水沟是否通畅、排水孔工作是

否正常；有无新的地下水露头，渗水量有无变化。 

（3）进水塔（或竖井）混凝土有无裂缝、渗水、空蚀或其他损坏现

象；塔体有无倾斜或不均匀沉降。 

（4）洞（管）身有无裂缝、坍塌、鼓起、渗水、空蚀等现象；原有

裂（接）缝有无扩大、延伸；放水时洞内声音是否正常。 

（5）出水口在放水期水流形态、流量是否正常，有无冲刷、磨损、

淘刷；停水期是否有水渗漏；出水口边坡坡面有无新裂缝、塌滑发生，

原有裂缝有无扩大、延伸；地表有无隆起或下陷；排（截）水沟是否

通畅、排水孔工作是否正常；有无新的地下水露头，渗水量有无变化。 

（6）消能工有无冲刷、磨损、淘刷或砂石、杂物堆积等现象，下游

河床及岸坡有无异常冲刷、淤积和波浪冲击破坏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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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工作桥是否有不均匀沉陷、裂缝、断裂等现象。 

4．溢洪道 

（1）进水段（引渠）有无坍塌、崩岸、淤堵或其他阻水现象；流态

是否正常。 

（2）内外侧边坡有无冲刷、开裂、崩塌及滑移迹象；坡护面及支护

结构有无变形、裂缝及位错；岸坡地下水露头有无异常，表面排水设

施和排水孔工作是否正常。 

（3）堰顶或闸室、闸墩、胸墙、边墙、溢流面、底板有无裂缝、渗

水、剥落、冲刷、磨损、空蚀等现象；伸缩缝、排水孔是否完好。 

（4）消能工有无冲刷、磨损、淘刷或砂石、杂物堆积等现象，下游

河床及岸坡有无异常冲刷、淤积和波浪冲击破坏等情况。 

（5）工作桥是否有不均匀沉陷、裂缝、断裂等现象 

5．闸门及金属结构 

（1）闸门有无变形、裂纹、脱焊、锈蚀及损坏现象；门槽有无卡堵、

气蚀等情况；启闭是否灵活；开度指示器是否清晰、准确；止水设施

是否完好；吊点结构是否牢固；栏杆、螺杆等有无锈蚀、裂缝、弯曲

等现象。钢丝绳或节链有无锈蚀、断丝等现象。 

（2）启闭机能否正常工作；制动、限位设备是否准确有效；电源、

传动、润滑等系统是否正常；启闭是否灵活可靠；备用电源及手动启

闭是否可靠。 

（3）金属结构防腐及锈蚀状况。 

（4）电气控制设备、动力和备用电源工作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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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闸门顶是否溢流。 

6．近坝岸坡 

（1）库区水面有无漩涡、冒泡现象。 

（2）岸坡有无冲刷、开裂、崩塌及滑移迹象，是否存在高边坡和滑

坡体。 

（3）岸坡护面及支护结构有无变形、裂缝及位错。 

（4）岸坡地下水露头有无异常，表面排水设施和排水孔工作是否正

常。 

7．附属工程 

（1）水雨情及工程安全监测仪器设备、传输线缆、通信设施、防雷

和保护设施、供电系统是否正常工作。 

（2）与大坝安全有关的电站、供电系统、预警设施、备用电源、照

明、通信、交通与应急设施是否损坏，工作是否正常。 

四、水库大坝安全监测 

为确保大坝的安全，正确的设计和良好的施工质量是必不可少的，但

是同时也必须对大坝可能出现的不安全问题进行监测，及时发现问题

和做出正确判断，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范。《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 77 号）（2018 年修订）中明确规定：“大坝管

理单位必须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对大坝进行安全监测和检查；对监测

资料应当及时整理分析，随时掌握大坝运行状况”。进行大坝安全监

测可以及时获取第一手资料，而该资料是评价了解大坝安全状态和发

现异常迹象的基础资料和重要依据。在发生险情时，还可以根据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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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资料，及时发布警报，以减少事故损失。 

大坝安全监测工作要始终贯穿于整个大坝建设、运行管理全过程。在

运行阶段，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按规定和设计要求开展监测工作，并

做好监测设施的检查、维护、校正、更新、补充和完善，定期对监测

资料定期整编和分析，编制监测报告，评价大坝的运行状态，提出工

程安全监测资料分析报告，及时归档；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分析、判

断；如分析或发现工程存在隐患，应立即上报主管部门。 

（一）主要监测项目 

我国对不同级别的大坝，要求的监测项目有所不同。对于一级和二级

大坝，仪器监测主要有以下项目。 

1．环境量监测 

包括上下游水位、降水量、气温、库水温、气压、坝前泥沙淤积及下

游冲、冰压力等。 

2．变形监测 

包括坝体表面变形、坝体（基）内部变形、防渗体变形、界面及接（裂）

缝变形、近坝岸坡变形、地下洞室围岩变形等。 

3．渗流监测 

包括渗流量、混凝土坝的扬压力、土石坝坝基渗流压力、坝体渗流压

力、绕坝渗流、近坝岸坡渗流、地下洞室渗流、水质分析。 

4．压力（应力）监测 

包括土石坝孔隙水压力、土压力、混凝土应力应变；混凝土坝应力、

应变、混凝土温度、地基温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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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监测项目，例如近坝区岸坡稳定、局部结构的应

力和应变、坝体地震反应、水力学监测等，各工程根据具体需要而选

定。 

（二）监测频次 

仪器监测的频次因项目和阶段而异。首次蓄水期一般每天一次至每周

一次；运行期一般每月一次至每季一次，具体监测频次按照《土石坝

安全监测技术规范》（SL 551）、《混凝土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SL 

601）制定。 

以上大坝安全监测工作的常规频次，但是监测工作中的某些项目是需

要长期观测的，监测具体频次也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适当调整。例如

各时期上下游水位、气温，每日均需要观测。应力应变及温度监测的

传感器在埋设后头一个月内要加密频次，间隔从 4h、8h、24h 到 5d，

以后逐渐转入常规频次。如遇地震等特殊情况，还应适当增加频次。

在监测系统经过长期运行稳定后，往往通过鉴定对频次做出适当调

整。 

（三）监测资料整编与分析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及时对监测资料进行整编分析，当监测资料出现

异常并影响工程安全时，应及时分析原因，并上报主管部门。 

监测资料整编与分析的内容包括巡视检查、变形、渗流、压力（应力）

及环境量等监测项目。地震反应监测、水力学观测等项目可根据工程

具体情况参照有关专业规定进行。各监测项目应使用标准记录表格，

认真记录、填写，不应涂改、损坏和遗失。整理整编成果应做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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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全，考证清楚，数据可靠，方法合理，图表完整，规格统一，说明

完备。 

水库大坝监测资料分析的项目、内容和方法，应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但对于变形量、渗流量、扬压力及现场检查的资料等必须进行分析。

在首次蓄水前、蓄水到规定高程或竣工验收时、大坝安全鉴定时、施

工期或运行期大坝出现异常或险情状态时，应进行监测资料系统分

析，并提出专题分析报告。 

水库大坝监测资料分析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各项： 

（1）分析历次巡视检查资料，通过大坝外观异常部位、变化规律和

发展趋势，定性判断与工程安全的可能联系。 

（2）分析效应量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利用监测值的过程线图或数学

模型），尤其注意相同外因条件（如特定库水位）下的变化趋势和稳

定性，以判断工程有无异常和向不利安全方向发展的时效作用。 

（3）分析效应量在空间分布上的情况和特点（利用监测值的各种分

布图或数学模型），以判断工程有无异常区和不安全部位（或层次）。 

（4）分析效应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定量关系和变化规律（利用各

种相关图或数学模型），以寻求效应量异常的主要原因，考察效应量

与原因量相关关系的稳定性，预报效应量的发展趋势，并判断其是否

影响工程的安全运行。 

（5）分析各效应监测量的特征值和异常值，并与相同条件下的设计

值、试验值、模型预报值，以及历年变化范围相比较。当监测效应量

超出技术警戒值时，应及时对工程进行相应的安全复核或专题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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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大坝监测资料分析报告主要是根据监测资料的分析成果，对大坝

当前的工作状态（包括整体安全性和局部存在问题）作出评估，并为

进一步追查原因加强安全管理和监测，乃至采取防范措施提出指导性

意见。报告的基本内容应有工程概况、仪器安装埋设、监测和巡视工

作情况说明及主要成果、资料分析内容和主要结论。 

五、水库大坝维护 

为了做好水库大坝维护工作，规范其程序和方法，保证工程的安全、

完整和延长其使用寿命，水利部根据《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77 号）（2018 年修订）制定了两个关于水库大坝维护的规

范性文件《混凝土坝养护修理规程》（SL 230）、《土石坝养护修理

规程》（SL 210）。在进行水库大坝维护作业时，应严格按照规程要

求进行。 

（一）混凝土坝维护 

混凝土坝常见病害和缺陷以裂缝、推移质和悬移质磨损、空蚀冲刷破

坏、水质侵蚀破坏、冻融破坏、渗漏溶蚀、混凝土碳化、钢筋锈蚀、

基础问题等比较普遍。 

1．混凝土坝表面破损  

（1）遭受冻融破坏的混凝土  

一般按“凿旧补新”原则进行修补。凿除破损的混凝土，回填具有高抗

冻性能的优质修补材料，必要时还应采取防水、止漏和排水等措施。 

（2）遭受空蚀破坏的混凝土  

① 修改体形，改善水流流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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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96807611514

1007004

https://d.book118.com/968076115141007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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