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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沙江某水电站第 ２３、２４坝段，在开挖至建基面时，仍存在一定深度、一定范围质量较差的Ⅲ －Ⅳ类镶

嵌 －碎裂结构岩体，由于此类岩体影响着大坝的抗滑稳定性，因此，在现场通过原位大剪试验，对原位镶嵌 －

碎裂结构岩体与混凝土接触面抗剪（断）强度进行了试验，并运用优定斜率法确定了接触面的抗剪（断）强度

的标准值。试验表明：镶嵌 －碎裂结构岩体在原位状态下仍具有一定的力学性能；原位镶嵌 －碎裂结构岩体

与混凝土接触面具有较高的凝聚力 Ｃ和摩擦阻力 ｆ，且都达到了Ⅲ类岩体的标准；接触面的抗剪断强度仍然

是大坝抗滑稳定的控制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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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坝建基面岩体的抗剪强度作为大坝设计的重要
参数，它直接影响着坝基处理的工程量与工期，甚至影

响着坝体结构、建基面形状等
［１－２］

。对于大坝建基岩

体来说，或多或少总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工程地质缺

陷，如断层破碎带、挤压带、节理密集带、浅埋的软弱夹

层等等，这些工程地质缺陷对于坝基岩体质量的影响

是巨大的，它甚至可以影响到大坝的抗滑稳定性。然

而，对于这些工程地质缺陷，工程实践中常常是以混凝

土置换、锚固、灌浆等方法加以处理
［３－８］

，对这类工程

地质缺陷的直接利用则相对较少，只有为数不多的学

者对此展开过专门的研究。如：范围颂对百色水利枢

纽坝基碎裂 －镶嵌结构的辉绿岩脉进行的研究表明，
微风化辉绿岩的变形模量为 ５．８０ＧＰａ，弹性模量为
１１．００ＧＰａ［９］；蔡耀军等认为，对于破碎岩体抗剪强度
应采用现场试验的方法来获取其抗剪强度参数，并指

出，随着岩体破碎程度的提高，接触面抗剪强度与岩体

抗剪强度之间的差别逐渐减小甚至超过岩体自身的抗

剪强度
［２］
；崔银祥提出了“原位镶嵌 －碎裂结构岩体”

的概念，并对裂面绿泥石化碎裂玄武岩体作为高混凝

土重力坝坝基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
［１０］
；张勇针对金沙

江某水电站“原位镶嵌 －碎裂结构岩体”的玄武岩和
正长斑岩，提出了现场大剪试验的新方法

［１１］
。

为此，本文结合金沙江某水电站第２３、２４坝段“原
位镶嵌 －碎裂结构岩体”，对此二坝段建基镶嵌 －碎
裂结构岩体与混凝土接触面的抗剪（断）强度展开了

试验研究，并运用优定斜率法对试验参数进行选取，为

工程科学合理地利用质量较差岩体和建基面的选择提

供科学、可靠的试验资料。

１　工程概况

金沙江某水电站是金沙江干流近期开发的大型水

电工程之一，设计为最大坝高约 １１９ｍ的混凝土重力
坝，总库容约５．４４亿 ｍ３，电站装机容量达 １８００ＭＷ。
该电站坝基岩体主要为二叠系致密块状玄武岩，局部

地段为透镜状或脉状产出的侵入型正长斑岩。根据该

水电站坝基岩体分级标准（表 １），基岩岩体质量普遍
可划分为Ⅲ１－Ⅱ类，局部地段因受不同工程地质缺陷
影响，岩级有所降低，特别是在右岸第 ２３、２４坝段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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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受到断层 ｆ７２、ｆ７７、ｆ８０以及较多层内错动带的强烈
影响，结构面较发育，岩体完整性较差，岩体质量为Ⅲ
－Ⅳ类。
在上述两个坝段内，质量较差的岩体主要有碎裂

结构的正长斑岩和碎裂结构的玄武岩，其中正长斑岩

主要沿着３条断层侵入，而靠近正长斑岩的玄武岩体
由于受到断层和侵入正长斑岩的影响，一般都呈碎裂

结构，且有轻度变质。

表 １　金沙江某水电站坝基岩体分级

岩级 定性指标

量化指标

岩体

结构类型

纵波速度／
（ｍ·ｓ－１）

岩体

完整性系数

Ⅱ
　
　

次块 －块状结构微新及部分弱下风化玄武岩体，岩体
较完整 －完整，结构面不发育，完整性系数高，抗变形
能力强，微透水，可直接利用的岩体

次块 －块状
　
　

＞５２００
　
　

＞０．６８
　
　

Ⅲ１
　
　

微新 －弱下风化岩体，岩体完整性差 －较完整，抗变形
能力强，微 －弱透水部分弱上风化玄武岩体，一定工程
处理后可充分利用

次块状 －紧密镶
嵌结构

　

４２００～５２００
　
　

０．４～０．６８
　
　

Ⅲ２
　

弱上风化岩体，岩体完整性差 －较破碎，结构面发育，
抗变形能力不强，弱透水，经过工程加固后可部分利用

镶嵌结构

　
３８００～４２００

　
０．２５～０．４０

　

Ⅳ
　

弱上 －强风化岩体，部分嵌和紧密的层内错动带，结构
面发育且岩体松弛，抗变形能力弱

镶嵌 －碎裂结构
　

２５００～３８００
　

０．１５～０．２５
　

Ⅴ 层内错动带、凝灰岩夹层及挤压破碎带 碎裂结构 ＜２５００ ＜０．１５

２　试验内容

２．１　试点选择
为了研究大坝受破碎带严重影响的安全性、岩体

与混凝土的抗剪强度参数，选择大坝高度相对较高、岩

体块度较小的部位，对建基面镶嵌 －碎裂结构岩体与
混凝土接触面进行大剪试验，该区域受到几条大的断

层及较多的层内错动带的强烈影响，结构面又比较发

育，岩体的完整性也较差。大剪试验点分别布置于

２３、２４坝段正长斑岩和玄武岩中（图１）。

图 １　大剪试验组分布示意

如图１所示，１号试验组岩体为玄武岩，此试验点
两侧分别受到两条（ｆ７２和 ｆ７７）较大断层影响，结构面发

育，根据现场岩体中结构面的发育程度将其结构类型

确定为镶嵌 －碎裂结构，声波测试平均波速为４２０６
ｍ／ｓ，波速值达到了Ⅲ１级岩体的标准；２号试验组岩
体为正长斑岩，该试验点布置于沿断层 ｆ８０侵入的正长
斑岩岩脉上，由于该试验点为两条断层（ｆ７２和 ｆ８０）的交
汇处，因此，结构面十分发育，现场将其岩体结构定为

镶嵌 －碎裂结构，岩体平均波速为 ３８４８ｍ／ｓ，波速值
达到了Ⅲ２级岩体的标准。

２．２　试样制备
由于所选试验场地岩体结构面发育，岩体呈镶嵌

－碎裂结构，试验场地凹凸不平，起伏较大，依据相关
规范

［１２］
，首先，采用人工手凿的方法平整两块试验场

地，并清除掉表部轻动的岩体，要求平整后试验场地内

少有松动岩体，且使整个试验组的起伏差控制在 ３ｃｍ
以内。其次，待各试验组场地平整后，分别在两个试验

组场地上布置了 ７个大剪试验点，剪切面为 ５０ｃｍ×
５０ｃｍ的正方形，相邻试点间距 ５０ｃｍ，并对试验区各
试验点岩体进行第二次凿平，要求各试验点周围 １０
ｃｍ范围内的岩体表面平整，起伏差小于 １ｃｍ。最后，
清洗干净各试验点岩体表面，再按照工程设计采用的

混凝土配合比浇筑试体。

２．３　试验方案
试验场地、试验条件等与工程的实际情况越一致，

则试验成果就越具有可信度，也就越具有可利用的价

值。因此，两个大剪试验组都直接布置在建基面岩体

上，并将大剪试验的剪力方向设计为顺河流向下游方

向。

正应力的计算如下式：

σ＝λｈ （１）
式中，λ为混凝土比重，ｈ为坝高。

经计算，坝基岩体所受的最大正应力约为 ３ＭＰａ，
拟定试验最大正应力为 ３ＭＰａ，分为 ６级，试验时以
０．５ＭＰａ为第一级，每级递增０．５ＭＰａ。

在试验时，首先施加正应力，同时记录试块在垂向

上的变形，待稳定后施加剪应力，获得试块在不同剪力

下对应的剪位移，直至试样剪断，然后再卸除剪应力与

正应力，将试块复位，重新施加相同的正应力，稳定后

施加剪应力，开展接触面的抗剪强度试验（图２）。

３　试验成果整理

抗剪断强度试验后，１号玄武岩试验组和 ２号正
长斑岩试验组各试验点的剪切面显示，各试验点都是

沿镶嵌 －碎裂结构岩体与混凝土的接触面剪断的，且
各剪切面上部的混凝土试块与下部的镶嵌 －碎裂结构
岩体都没有发生破坏，表明镶嵌 －碎裂结构的玄武岩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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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正长斑岩岩体与混凝土接触面的抗剪断强度仍然

是大坝抗滑稳定的控制边界。

图 ２　自载式现场大剪试验示意
　　１．夹具或螺帽；２．钢垫板；３．千斤顶；４．滚轴排；５．垫板；６．混凝

土试体；７．试体保护罩；８．百分表；９．传力柱及钢垫板；１０．混凝土后

座；１１．ＰＶＣ套管；１２．拉杆；１３．锚头

根据每组试验结果分别绘制１、２号试验组剪应力
－剪位移关系曲线图，典型曲线见图３。

图 ３　２号试验组抗剪断试验剪位移 －剪应力关系曲线

依据相关规范规定
［１］
，岩体抗剪断强度试验成果

采用峰值强度进行整理，抗剪强度采用二次剪值强度。

分别绘制抗剪断峰值剪应力 －正应力关系曲线图和抗
剪剪应力 －正应力关系曲线图，典型曲线如图 ４、５所
示。经回归分析，１、２号试验组镶嵌 －碎裂结构岩体
与混凝土接触面的抗剪（断）强度回归公式见表 ２，抗
剪（断）强度参数见表３。

从上述图表中可以看出：１号试验组和 ２号试验
组镶嵌 －破裂结构岩体与混凝土接触面的抗剪（断）
强度具有较好的线性相关性，其相关系数都大于 ０．９；
１号玄武岩试验组接触面抗剪断强度参数略大于 ２号
正长斑岩试验组，而抗剪强度参数则略小于 ２号正长
斑岩试验组，且都达到了Ⅲ类岩体的标准［１］

。

图 ４　２号试验组抗剪断试验正应力 －剪应力关系曲线

图 ５　２号试验组抗剪试验正应力 －剪应力关系曲线

表 ２　抗剪（断）强度回归拟合公式

试验项目 回归拟合公式 相关系数 Ｒ
１号试验组抗剪断强度 τ＝１．２３４＋１．２０４５σ ０．９２８４
２号试验组抗剪断强度 τ＝１．１４６１＋０．９３９６σ ０．９１１４
１号试验组抗剪强度 τ＝０．２５２６＋０．８７７７σ ０．９１７４
２号试验组抗剪强度 τ＝０．４３９２＋０．７１４σ ０．９３９４
１号试验组优定斜率法 τ＝０．８４１＋１．２０４５σ
２号试验组优定斜率法 τ＝０．８１６＋０．９３９６σ

表 ３　抗剪（断）强度试验成果

试样编号
抗剪断强度 抗剪强度

ｆ′ Ｃ′／ＭＰａ ｆ′ Ｃ′／ＭＰａ
１号试验组 １．２０ １．２３ ０．５５ ０．２５
２号试验组 ０．９４ １．１５ ０．７１ ０．４４

据相关规范知
［１３］
：优定斜率法确定的下限值可作

为岩体抗剪断强度的标准值。因此，经比较论证后，优

定出１号试验组和２号试验组接触面抗剪断强度的斜
率 ｆ，然后根据点群范围，在剪应力 －正应力关系曲线
图上找出其上、下限值确定内聚力值范围，取下限值为

标准值（图４、表４）。根据优定斜率法确定的１号试验
组和２号试验组接触面抗剪断强度参数都达到了Ⅲ类
岩体的标准

［１］
。

因此，原位镶嵌 －碎裂结构岩体，及其与混凝土接
触面都具有较高的抗剪（断）强度，且都达到了Ⅲ类岩
体的标准，基本上都能够满足建基岩体的要求，这为工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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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设计、施工及运行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表 ４　优定斜率法确定的抗剪断强度试验标准值

试样编号 ｆ′／ＭＰａ Ｃ′／ＭＰａ
１号试验组 １．２０ ０．８４
２号试验组 ０．９４ ０．９２

４　结 论

（１）原位镶嵌 －碎裂结构岩体具有较好的波动
性，其中，１号试验组和２号试验组平均纵波波速分别
为４２０６ｍ／ｓ和 ３８４８ｍ／ｓ，岩体完整系数大于 ０．２５，
且都达到了Ⅲ类岩体标准。

（２）原位直剪试验方案的设计，较真实地反映了
大坝在运行时的环境状态，提高了试验参数的可信性、

可靠性。

（３）镶嵌 －碎裂结构岩体在原位状态下仍具有一
定的力学性能，其与混凝土接触面的抗剪断强度仍然

是大坝抗滑稳定的控制边界。

（４）原位镶嵌 －碎裂结构的玄武岩、正长斑岩与
混凝土接触面的抗剪（断）强度均达到了Ⅲ类岩体标
准。

（５）优定斜率法确定的标准值，较客观地反映了
原位镶嵌 －碎裂结构岩体与混凝土接触面抗剪断强度
性质的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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