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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三峡枢纽工程建设除继续完成左岸少量尾工及机组安装工作外，重点是右岸三期大坝及电

站厂房工程施工，同时进行右岸地下电站工程的技术准备工作，尽快使右岸地下电站主体工程开工建

设。设计工作主要围绕上述工程部位进行，并继续做好现场技术服务，及时分析蓄水至135m水位后枢纽

各建筑物的安全运行状况，同时充分研究蓄水至156m水位时的有关问题。全年提交招标文件36份，专题

研究报告60余份，施工详图1200余张，满足工程施工建设需要。 

  一、右岸三期工程 

  （一）招标设计 

  编制完成右岸电站500kV GIS及其附属设备招标文件；编制完成右岸电站水轮发电机组调速器及其

附属设备招标文件；编制完成右岸电站水轮发电机组励磁系统及其附属设备招标文件；编制完成右岸电

站550kV变压器及其附属设备招标文件。 

  （二）施工详图设计 

  右岸大坝工程：完成并提交右岸大坝高程174m以下结构图、钢筋图。 

  右岸电站工程：完成一期混凝土有关结构图、钢筋图及二期混凝土高程50m以下结构图、钢筋图。 

  （三）有关专题技术研究 

  2004年3月提出右纵1#至右厂排坝段高程120m施工栈桥方案设计报告，以尽快建成右岸高程120m施

工栈桥，保证三期工程的建设进度。 

  统一规划研究右岸水源工程，并于2004年6月提出右岸水源、供水工程专题报告。 

  研究右岸电站施工的有关关键技术问题，于2004年7月提出加快右岸电站施工进度有关技术措施研

究专题报告。 

  总结左岸电站已投运机组运行经验，并遵照中国三峡总公司要求，于2004年9月提出右岸电站及地

下电站部分机电项目一体化设计专题研究报告。 

  二、左岸二期工程 

  （一）招标设计 

  编制完成左岸水源工程有关设备采购招标文件；编制完成消防指挥中心有关设备采购招标文件；编

制完成通航设施现场集中调度系统设备采购及安装调试招标文件。 

  （二）有关技术专题研究工作 

  重点分析研究三期碾压混凝土围堰漏水情况，于2004年4月提出三期碾压混凝土围堰漏水问题分析

与加固处理设计专题报告。 

  分析双线五级船闸试运行期的通过能力，并提出简要报告；配合双线五级船闸通航（135m～139m水

位）验收，提出设计报告及消防工程验收报告。 

  分析船闸、左非1#至纵向围堰坝段、茅坪溪防护大坝的安全监测资料并提出专题报告。 

  针对左岸厂房1#～5#坝段深层抗滑稳定的安全问题，分析截至2003年12月底坝体及坝基变形和坝前

水位135m左右时的坝基扬压力监测资料，结果表明：左岸厂房1#～5#坝段坝体及坝基未见异常变形，坝

基实测扬压力值在设计值范围内，大坝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研究船闸一、二闸首改建技术方案和改建时机，并提出报告。 

  研究三峡水库初期运行（156m水位）水库调度规程和防洪调度，并提出初步成果。 

  三、右岸地下电站设计工作 

  （一）初步设计 

  2004年3月提出右岸地下电站专题报告（三）及相关附件，经中国三峡总公司组织审查后，长江水

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长江委）根据审查意见进行修改补充和优化，并于2004年10月提出初步设计报告及

图册。 

  （二）招标设计 

 



  在中国三峡总公司审定方案基础上，长江委于2004年7月提出三峡右岸地下电站招标设计报告及图

册，并据此完成招标文件的编制工作；2004年6月提出右岸地下电站进水口快速闸门金属结构设备制造

招标文件；10月提出右岸地下电站安全监测工程施工招标文件。 

  （三）技术专题研究 

  对水力过渡过程计算、地下洞室围岩稳定等相关专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相应的专题研究报告。 

  （四）尾水系统型式研究 

  根据水力过渡过程的计算分析，经多个方案比选论证，认为一机一洞设调压室或变顶高均可行，并

推荐采用调压方案，后经中国三峡公司组织专家审查，审定为变顶高方案。 

  四、导流底孔封堵方案研究 

  根据三峡二期工程和三期工程的施工进展情况，自2000年3月起，长江委先后对导流底孔封堵方案

与2006年汛后蓄水至156m水位的相关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研究认为2005年汛后全部封堵22个导流底孔，则在2006年汛前至少应完成第一段堵头施工，并应单

独挡水。但在2006年汛期，若遇500年一遇校核洪水，库水位将达到171.6m，需在已加快右岸大坝进度

的基础上，再加快进度1个月左右；右岸大坝的挡水形象要求较部分封堵导流底孔方案高10m～20m；库

区需提前完成奉节县至长寿区156m～175m约3.5万人的移民安置和库区清理工作；2006年汛期遭遇大洪

水时，应采用泄洪深孔敞泄方案。 

  水工整体模型和减压模型试验成果表明，导流底孔在遭遇超标准洪水时（库水位146.2m以下），水

流流态不会危及建筑物的安全；库水位156m时导流底孔运用水头达100m，须慎重运用。 

  2005年汛后导流底孔采用全封堵或部分封堵方案在于右岸大坝挡水形象、工程度汛风险和导流底孔

过流风险的对比决策。两个方案均可满足在2006年汛后蓄水至156m水位的要求。综合分析认为，工程建

设按2006年汛前右岸大坝挡水进行进度安排，建议采用2005年汛后部分封堵导流底孔方案。 

  国务院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组对中国三峡总公司报送的上述导流底孔封堵方案进行多次评审，认

为三峡工程建设按2005年汛后全封堵方案作准备，在2005年适当时间，条件成熟时再相机决策。 

  五、落实质量检查专家组的建议和意见 

  （一）右岸大坝工程 

  三期工程大坝混凝土温度控制防裂设计，在认真总结二期工程经验教训基础上，从结构细部布置、

标号分区、温度控制标准及其防裂措施等方面进行细化，并根据现场的温度控制监测资料及时调整和进

一步优化。 

  （二）混凝土坝块间高差问题及处理 

  设计允许大坝相邻坝块最大正高差不超过8m～10m，最大反高差不超过4m～6m（2个浇筑层）。由于

建基面的起伏高差及混凝土施工安排等因素影响，右岸厂房坝段存在相邻块体高差超过设计要求的情

况。2004年9月中旬根据施工、监理单位提供的资料，右岸厂房坝段部分相邻块高差已超过设计允许

值。其中右岸厂房23#-1坝段甲、乙块高差最大为21.5m，右厂排甲、乙块间最大反高差达8m，对混凝土

防裂和坝体纵缝接缝灌浆十分不利。为此，设计单位专门以“（2004）长三设施4字第19号文”明确提

出大坝相邻块体高差超过设计允许值的补充技术要求。 

  （三）右岸大坝长间歇面防裂措施 

  按右岸大坝混凝土施工进度，右岸大坝大部分钢管坝段于2004年秋冬低温季节过孔口，由于钢管、

排沙钢管安装及其备仓等原因，右岸厂房可能存在混凝土长间歇面，间歇期约40～60天。为防止间歇期

较长而产生裂缝，设计单位经研究提出拟采取如下两种防裂方案。 

  1.通仓布置防裂钢筋 

  在长间歇面所在的浇筑层全仓面布置一层防裂钢筋网，大坝上游面4m范围内顺坝轴线方向钢筋布置

采用 25@20，分布筋及其它部位钢筋布置均采用 22@20，钢筋网距坝块边线5cm，距收仓面顶面

6cm。 

  2.浇筑纤维混凝土 

  在长间歇面所在的浇筑层最后一个坯层（50cm）的混凝土中掺聚丙烯纤维，其掺量为1kg/m3。 

  （四）进入秋冬季节的保温措施 

  三峡地区多年观测资料统计表明，除7月份外，每月均有气温骤降发生，以3月、4月份出现次数最

多，平均每月2次，其它每月1次，从降温幅度看，3～5月最大，9～11月次之，夏季骤降幅度最小。统

计资料显示气温一次骤降最大幅度14.6℃。为防止三期工程混凝土在2004年秋冬低温季节因内外温差和

气温骤降产生裂缝，设计人员细化研究进入低温季节前的混凝土内部通水冷却以及表面保温等要求，并

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五）右岸电站厂房混凝土浇筑方案及宽槽回填技术措施研究 

  右岸电站厂房下部混凝土采用错缝浇筑方式，各机组段从上游至下游分Ⅰ、Ⅱ、Ⅲ、Ⅳ浇筑区，其



中Ⅳ区仅为尾水管部分，与Ⅲ区之间设直缝后期浇筑，Ⅱ区高程50m～67m为蜗壳层，上下游设直缝与

Ⅰ、Ⅲ区分期浇筑，尾水管里衬预留小二期坑后期浇筑，其余部位均为错缝浇筑。 

  由于机组埋件供货滞后，为不影响施工安排，右岸厂房24#～26#机组段Ⅱ区高程42m以下采用预留

有大二期坑方式浇筑混凝土，待尾水管、肘管里衬安装完成并回填、大二期坑混凝土回填后再浇筑高程

42m以上混凝土。因机组埋件供货进一步滞后，为减小因Ⅲ区混凝土上升对尾水管底板和大二期坑两侧

边墙应力的影响，保证蜗壳下部尾水管结构的整体性，同时不影响厂房Ⅲ区混凝土施工，在Ⅱ、Ⅲ区之

间高程42.00m～50.92m间增设宽1.2m的宽槽，宽槽内设键槽和插筋，增设6层Ф32mm的连接钢筋，并提

出宽槽混凝土回填技术措施。 

  为保证宽槽回填混凝土与两侧母体混凝土有很好的结合质量，设计人员对宽槽回填进行认真研究，

提出宽槽混凝土回填时，母体混凝土温度应严格控制在16℃～18℃。宽槽回填混凝土要求于12月至次年

3月低温季节施工。经对三期厂房混凝土自身体积变形原型监测资料分析发现，其自身体积收缩大多在

一个半月至两个月之间，以后总体呈微膨胀或不收缩状态，考虑母体混凝土中已埋设冷却水管，具备后

期通水冷却条件，可将母体混凝土龄期要求调整为2个月，相应母体混凝土内部温度按16℃控制。 

（陈 晔 龚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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