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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多数小型水电站均是拦河坝部分、引水渠道部分以及压力管道部分所组合而成,目前,在节能环保的时代背景

之下,传统的引水系统施工方式已经滞后,现代化的隧洞形式以及开始取代原来的渠道形式与钢管引水形式,有助于预防水资源浪

费问题,所以,在小型水电站实际施工期间,应将先进的引水系统应用其中,编制出较为完善与合理的施工技术方案,在提升各方面

技术应用效果的情况下,通过合理的方式增强小型水电站的引水系统的建设效果与水平,为其后续的合理使用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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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型水电站而言,在引水系统建设以及施工的工作

中,应结合目前的发展现状,合理开展各个工程部分的建设工

作,以此增强工程施工效果与水平,将先进施工技术的积极作

用充分发挥出来,推动整体工程的合理建设以及施工处理。 

1 引水渠道的建设分析 

在小型的水电站中,含括很多渠道结构,如果不能合理

的施工与建设,很容易诱发严重的漏水问题或是塌方问题,

后续的加固处理与维护处理工作难度很高。当前在渠道结构

方面的加固方式很多,例如：在其中浇筑混凝土材料,可达到

预防渗漏的目的。而在土质类型渠道建设期间,应正确的开

展内水压力的排放活动,于渠道的顶部区域合理设计混凝土

盖板结构,使得雨水被相关的盖板排除,有助于预防因为内

水压力过高所出现的顶层破裂现象。一般状况下,对于小型

水电站而言,其中所含括的渠道长度较高,地形条件与环境也

很复杂,如果不能正确的处理,将会诱发滑坡问题,在发生此

类问题的时候,渠道就会出现堵塞的现象,水分增加,甚至到

渠道结构塌方,严重影响整体区域的质量。为合理的预防这些

问题,在施工建设期间,应适当的创建溢流侧堰结构,渠道与

山沟相互交叉的过程中,应使用暗涵的方式对其进行处理,以

此使得砂石材料以及枯枝等均可以排放到渠道的外部区域。 

2 压力管道安装分析 

一般情况下,小型水电站的区域地形较为繁琐,有很多

陡峭的区域,如果压力前池的位置较为陡峭,那么,在进行管

道建设的工作中,传统的钢尺工具与水平仪工具等,虽然可

以保证精确度符合要求,但是,受到地形因素的影响,很容易

使得距离方面的测量数值精确度降低。所以,在压力管道建

设之前,无需进行预先砌筑支墩结构,可以先在其中设置方

木支垫,在完成相关安装工作之后,开展支墩以及镇墩等结

构建设活动；管床区域的开挖与砌筑环节、支墩的浇筑环节,

均要先开展放样活动,明确出管线弯点坐标,之后利用经纬

仪设备,开展角度的管理工作,实现放样的 终目的。之后应

进行管线弯点区域的处理,在其中设置固定桩结构,测量高

程之后,正确开展经纬仪的安装工作。在明确中线的位置以

后,可以使用设计角度进行压力前池区域的墙体对准处理,

并在其中绘画水平线；对经纬仪设备进行固定处理,根据相

关的坐标数据信息,准确的校对设计图纸与当地的实际情

况。通常状况下,在管线区域的周围开展打桩工作与拉线工

作期间,应注意一系列的事项,例如：拉线阶段应保证线与相

关的光轴线之间呈现出垂直的关系,利用经纬仪设备中丝合

理开展拉线水平控制工作与高度控制工作；支墩放样阶段,

应从相关的打桩拉线 高点,慢慢的相下面放样处理,以此

维护管床结构的完整性,并提升施工工作的准确度；对压力

管道进行建设期间,先进行人工的搬运处理,之后使用吊车

进行压力管道的吊装,此阶段应全面分析建设步骤,按照要

求进行处理。①针对管床结构合理的砌筑。结合具体标准以

及设计图纸等进行管床区域的施工建设,其中主要含括侧墙

部分、踏步部分、支墩部分,从横断面的角度考虑问题,应将

其设置成为侧墙区域、踏步区域、支墩区域、踏步区域以及

侧墙区域,以此形成一系列的施工建设体系,增强各方面工

程的建设效果[1]。②正确开展行车制作工作。合理的使用钢

管材料进行行车的制作处理,与此同时,应将桁架类型的结

构应用其中,将吊起性能很好的葫芦设备,设计在行车区域

中。③应正确针对卷扬机设备进行安装。主要是在完成斜坡

区域第一部分压力管道安装工作以后,建设相关的镇墩部分,

待强度符合规定之后,将卷扬机设备合理设置其中,按照要

求在压力前池的进水室区域之内,设置固定法轮设备,全部

工作完成之后,才可以考虑相关行车部分与牵引钢丝绳部分

的安装工作。④正确完成吊装工作任务。需要将水泥管材料

合理的吊运到相关镇墩区域,利用行车设备吊起,然后启动

卷扬机设备,将水泥管材料合理的输送到指定区域,利用方

木垫材料处理,之后利用葫芦设备,正确的进行水泥管的处

理,使其可以承插到相应的结构区域之内,不会出现施工建

设方面的问题[2]。 

3 案例分析 

为合理的研究相关小型水电站的引水系统施工建设技

术方式,下文主要选择某区域中的水电站,其将发电作为主

要的工作,防洪功能与灌溉功能属于辅助部分,其中的总装

机容量是8000千瓦,引水隧洞的长度为3000米,压力管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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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为 1800 米。在相关的进水口区域,主要使用竖井类型的

部分,隧洞则是压圆形的状态,调压井部分主要就是圆筒状

态,压力管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含括斜洞区域、下平洞区域与

上平洞区域等等。 

3.1 整体的布置情况 

在这个工程中,有 3个进洞区域,主要就是进水口区域、

支洞区域以及平洞区域。在相关隧洞建设期间,需要根据具

体的地形特点,正确进行拱起的处理。在建设期间将 2 台六

立方米每分钟的空压机设备,设计在进水口的部分,主要优

势就是能够实现进水口边坡石方结构与平洞结构的开挖目

的。将 1台十立方米每分钟的空压机设备设计在支洞的区域

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的完成引水平洞以及调压井石方

的合理开挖工作目标[3]；将 1台六立方米每分钟的空压机设

计在平洞区域之内,有助于进行平洞石方的处理；在相关的

生产用水方面,主要将溪水作为主要的水资源；对于支洞的

明渠而言,其中的水资源可以当做是生产区域的用水来源；

将 2 台二百千伏安的变压器设备设计在进水口的区域,合理

的在其中设置低压总配电箱,有助于为工程的建设提供电力

支持,在变压器设备的低压区域接线,以便于供电；采用装载

机设备进行砂石的筛分处理,合理的完成加工工作；使用搅

拌机设备以及泵设备进行混凝土的搅拌处理[4]。 

3.2 针对隧洞区域进行开挖处理 

在这个工作中应合理使用预留光爆层的方式,开展二次

的爆破工作,以便于实现相关掘进工作目的。在建设工作中

应创建出直径在两米左右的爆破洞,留出五十厘米的光爆区

域,以便于开展相关的爆破活动。在钻孔环节工作以及爆破

环节工作中,可以采用类型的气腿风钻设备以及合金钻头湿

式设备开展开凿岩石,使用相关的镀锌管进行导入处理,采

用岩石粉末状态的炸药,完成爆破任务。需要注意的是,此阶

段的工作涉及了四个空孔洞,五个装药孔洞,每个孔洞相互

的距离设定在八厘米左右,深度设定在三厘米左右[5]。 

3.3 隧洞区域与调压井区域的衬砌处理 

在隧洞区域开展相应的砌筑活动,应结合当前的实际状

况,合理的开展处理工作。首先,应正确开展平洞区域的抹底

工作,在进水平洞区域以及闸门井区域,应科学的开展衬砌

处理工作。其次,对于调压井而言,在车企工作中,应分断处

理,高度为三百米之下的部分,可以利用滑模技术进行处理,

高度在三百米以上的部分,可以利用吊罐技术进行提升,与

此同时,开展人工立模类型的浇筑活动[6]； 后,在模板的拼

接工作中,应使用标准化的钢材料模板,竖向工作中使用一

百槽钢,与滑模平台梁体之间相互焊接,水平方向采取角钢

三道施工技术,将其与模板的钢筋相互焊接,达到固定的目

的。在施工建设期间,应重点进行混凝土建设管理、浇筑管理

与振捣管理,保证合理的开展模板滑升处理与运输处理。 

3.4 斜洞区域以及平洞区域的衬砌 

在下平洞、斜洞下弯范围之内,如若需要衬砌处理,就要

合理的使用钢材料、混凝土回填的方式,以此形成良好的建

设模式与机制。需要注意的是,每隔十二米钢管就需要创作

出独立的浇筑系统,利用末模板进行两端区域的封堵处理,

与此同时,应合理使用钢筋内辣条的相关固定方式。在模板

口的区域中,应合理使用泵管设备将混凝土材料导入其中,

使用插入类型的振捣设备,在钢管材料的下部分区域进行振

捣处理,并利用压实设备开展挤密工作,以此提升强度与密

实性。此阶段应重点针对各种材料的配比进行设计与调整,

如若发现其中存在配比方面的缺陷现象,就要采用针对性的

方式开展整改工作与协调活动。 

4 结束语 

在小型水电站实际建设的工作中,为提升整体系统的建

设效果,应正确使用先进的引水系统设计方式与施工方式,

统一标准完成相关的施工工作,以此形成高质量的建设以及

施工处理体系,在增强各方面建设效果的基础上,将先进的

技术优势与积极作用等发挥出来,以此增强相关施工工作的

实施力度,促使引水系统建设质量、水平与先进性的增强,为

国家的防洪工作、抗旱工作与发电工作等提供一系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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