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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该研究成果下设4个子专题，研究内容分述如下： 1.堤防隐患探测技术研究 理论研究方面：突破了直流电法

探测中半无限空间理论的束缚，引入堤坝断面“聚流”作用的新认识，奠定了利用直流电法探测较小异常体的理

论基础及可能性，修正了半无限空间理论中有关异常体(裂缝、空洞)埋深的计算公式。 方法技术方面：针对堤防

空洞、裂缝及老口门软弱层，研究总结了两套探测方法，即对于裂缝及空洞，采用直流电法中的中间梯度法作快

速普查，高密度电阻率法详查；对于老口门软弱层采用瞬变电磁法作快速普查，瞬态面波技术详查。普查与详查

相结合，并根据不同的探测对象，设计了合理有效的探测装置。开发了两套与之相适应的解释处理软件。 仪器选

型方面：经过多种仪器对比试验，选择了地矿部机械电子研究所MIR—IC直流数字电测仪及MIS—2型程控多路电极

转换开关。这套仪器数据采集、记录全部自动化，与同类仪器相比，测量速度可以提高30倍，测量精度提高1倍，

是我国目前比较先进的新一代仪器。 仪器改进方面：通过实际运用，对MIS—2型仪器提出了改进设计方案。方案

实施后，可将三角形或梯形的有效范围变为矩形，进行连续滚动测试，可丰富信息量，提高测试速度1倍以上。 

2．丁坝根石探测技术研究 专题组选择了电法(ZWD—2，MIR—1C，仪器型号，下同)、声呐(SP—3)、瞬变电磁

(SD—1)、浅层反射(ES—1225)、雷达(SIR—10A、SIR—2M、CR2000、EKKO—IV)5种方法9种仪器，反复试验。其

结果为：关于根石探测方法，仪器有效性问题尚未解决，但为今后的试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提供了可供借鉴

的经验。 3．减少抢险的丁坝结构及施工技术研究 该子专题系统分析论证了丁坝出险原因，研究了减少丁坝出险

的主要措施，推荐出减少丁坝抢险并有推广价值的坝型结构。 丁坝出险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条：①河势多变，大

溜顶冲及“横河”、“斜河”形成的集中水流对丁坝和河床的冲刷作用是造成丁坝出险的直接原因；②坝基河床

抗冲刷能力差，是丁坝出险的基本条件；③传统的丁坝结构和施工方法，导致丁坝根石浅、坡度陡，不能满足根

石稳定的要求，形成了丁坝出险的必然性；④根石粒径小，在水流冲击作用下容易起动走失，失去了保护坝身土

体稳定性的作用，也是造成丁坝出险的原因之一；⑤丁坝或坝群平面布局不合理，弯道工程迎流、导流、送流段

配合不好，导致少数丁坝集中挑流，易于出险。 减少丁坝出险的主要措施：①加速河道整治，完善和改造现有工

程，控制中水河槽，减少“横河”、“斜河”；②对现有丁坝工程，采取退坦放缓边坡用土工织物加筋填土，或

选用大块石、铅丝石笼加网罩等措施，进行改建加固，以提高抗冲能力；③对新建丁坝，采用整体性强、柔性好

的沉排结构代替传统的土坝基加柳石裹护体，改变通过不断抢险抛石加固根石的筑坝方式。 推荐能够减少抢险并

且有推广价值的两类丁坝结构形式：其一，土工织物沉排坝。这种坝型，主要靠坝前整体或柔性沉排保证其抗冲

稳定性。当坝基河床遭到冲刷时，沉排利用其柔性，调整适应河床变形，从而减少出险几率。其二，混凝土透水

桩坝。是以混凝土排桩组成丁坝形式，桩间透水，靠混凝土桩降低过水流速，起到缓流、落淤、造滩作用；模型

试验及实际工程试验效果较好。 4．黄河下游防洪工程数据库 数据库系统及开发工具选用了与水利部“全国防汛

信息系统”和黄委会“黄河防洪减灾系统”相一致的SYBASE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和与之相应酌软件，优点是：

具有国际流行、适应性强的特点，符合计算机应用的发展趋势；符合黄委会防洪工程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实施方

向；节约了十多万美元的系统软件购置费，能利用先进的开发环境。 数据库的逻辑设计和物理设计：根据数据库

建设理论、用户需求以及对数据库结构分析等，对数据库的关系框架进行规范化论征和设计，使所建表结构符合

减少冗余度、确保数据一致性、避免更新异常、提高查询速度等规范化要求；对防洪工程特征参数、表标识符、

字段标识符、记录组成、字段域及单位等的设计，充分注意使其符合有关技术规范及标准；对使用频繁、使用面

广、数据量大的字段采用代码标准作为主要参考或者直接引用的依据。没有标准可参照时，则根据黄河防洪工程

的习惯、资料含义及作用范围等特点自行定义。 应用软件系统开发的特点是：强调系统的整体性能、模块化构

成，采用多重文本界面(MDl)技术，实现良好的用户界面；按照统一规划设计、分期实施的原则，为系统功能扩充

留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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