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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前,必须要做好环境勘察工作,全面检查地质条件与施工环境,确保施工的安全性,避免污染现象发生。基于此,本文

主要对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及施工进行研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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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如今,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各种能源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

加,而水力发电工程作为我国社会发展能源的主要来源之一,只有不断的

提高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质量,才能够更好的满足我国社会发展对电力能

源的需求。但是在水利水电工程的施工过程中,经常会受到多种不良因素

的影响,从而降低了水利水电工程的施工质量。所以,在水利水电工程的实

际施工中,应积极做好地质勘察工作。 

1 工程概况 

1.1施工概况 

提孜那甫河发源于海拔4840m的昆仑山北坡的赛力西克达坂,地势西

南高东北低,横贯昆仑山北坡,流经叶城、泽普、莎车、麦盖提县,最后消

失于平原灌区,河流全长335km,多年平均径流量8.28×108m
3
。 

莫莫克水利枢纽工程位于提孜那甫河山区中游河段上,地处喀什地区叶城

县柯克亚乡境内,地理坐标：东经76°57′～76°58′,北纬37°23′～37°24,

坝址控制流域面积4488.5km
2
。工程区北距叶城县110km左右,东距柯克亚

乡政府30km左右,自叶城县沿新藏公路至50km处,向西沿简易公路跨越提

孜那甫河后,顺河而上可直达工程区,但顺河段山区简易路崎岖,交通十分

困难。 

莫莫克水利枢纽工程是提孜那甫河上的控制性工程,起着龙头水库的

重要作用,主要承担防洪、灌溉和发电的工程任务。总库容为1.2亿m
3
,正

常蓄水位为1897.5m,死水位1875m,电站总装机容量为16MW,多年平均年发

电量为0.582亿kW·h。工程由挡水坝、导流兼冲沙泄洪洞、溢洪道、发电

引水系统及电站厂房等组成。大坝为砼面板砂砾石坝,最大坝高77m。 

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00)的规定,确定莫

莫克水利枢纽工程等别为Ⅱ等工程,工程规模为大(2)型,主要建筑物大坝、泄

水建筑物及发电洞进水口为2级建筑物,发电引水洞及发电厂房为3级建筑物,

临时建筑物为4级建筑物。大坝为砼面板砂砾石坝,最大坝高76.888m。 

 

图1-莫莫克水利枢纽工程交通位置示意图 

1.2区域地质条件概况 

测区地处西昆仑山北坡构造剥蚀、侵蚀堆积的中、低山河谷地貌区,

总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河谷多呈“U”字型,两岸发育Ⅰ～Ⅵ级阶地,但分

布不对称,Ⅴ、Ⅵ级阶地后缘为高耸、宽厚的的山体,海拔2500～3500m,

相对高差200～500m,山顶多为风积物覆盖。工程区河谷两岸冲沟发育,多

为雨季间歇性洪水形成,一般为干沟,其中规模较大、沟底有积水的冲沟有

5条,一般长数公里,多呈“U”字型,沟内、沟口均较少堆积松散物。 

测区南部为强烈侵蚀切割的高山区、中高山区,海拔高程3500～5000m,

山势巍峨、沟谷发育,山体走向近东西,河流曲折蜿蜒,水流湍急,河谷宽度

200～300m,河谷中残留有Ⅰ、Ⅱ级阶地。 

测区北部为冲积、洪积、风积平原区,提河下游出山口后,河谷宽阔,

江卡以下山前地带海拔高程一般1300～1800m,包括有山前倾斜洪积砾质

平原、冲积细土平原和风积沙漠等堆积地貌,平原区地势平坦、开阔,洪积

扇与冲积平原的过渡地带及冲积细土平原为叶城主要农业耕作区,渠系成

网,人口密集,下游淹没于浩翰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中。 

2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工作相关概述 

2.1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工作的意义与作用 

对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来说,其不仅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能

够帮助人们提高生活水平。如今,在水利水电工程数量快速增加的情况

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单位对地质勘察工作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通过地质勘察工作能够帮助施工人员及时的发现施工项目中存在的问

题与弊端
[1]
,只有根据地质勘察结果设计施工方案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工

程的施工质量。但是,因为我国地质勘查工作的水平比较低,相关的勘查

技术与勘察设备也都比较快落后,从而导致其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中无

法充分的发挥作用。所以,应该合理的利用新理论,研发新型地质勘察技

术,以此满足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对地质勘察工作的要求,促进水利水电

工程的进一步发展。 

2.2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工作的要求 

在开始勘察前,必须要做好施工准备工作,这也是开展地质勘察工作

的基础,同时,勘察人员在得到勘察信息后,应进行汇总,而后上交给相关

部门进行审核和探讨,判断是否可以开始水利工程施工。此外,应根据勘察

结果,适当的对施工地区的地质环境进行改造,使水利工程能够避开易发

生地质灾害的地区,确保水利水电工程开展的安全性。 

2.3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3.1地质方面 

在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中,主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水文地质问题,因为

水文运动规律所发生的变化,而导致地面层发生异常变化,而且也会引起

多种地质灾害。在水利水电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大约有30%以上的地质灾害

源于水文运动
[2]
,从而对地质层具有的稳定性造成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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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滑坡就是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过程中常见的一种病害,在水库堤

坝周围建设支护坡时,非常容易因为地质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滑坡的情况,

这样一来就对破坏了土地层具有的牢固性,而且滑坡也会对周围的其他设

施造成影响。 

2.3.2设施方面 

通过地质勘察工作发现,我国很多水利水电工程均面临着不同程度

的病害,而且这些病害主要发生在建筑的基础层或者是水利设施的主体

结构中。比如,在水利水电工程中,厂房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区域,经过勘

察可知,很多厂房在出现程度不同的裂缝情况,而且厂房的墙体基础也

会出现明显的下沉,这种种现象都是因为地质条件因素的影响而形成

的。同时,水利水电工程的运作规模越大,厂房中病害的发生率也就越高,

但程度却不同。 

2.4水利水电工程主要应用的地质勘察技术 

2.4.1应用工程物探技术 

在水利水电工程中工程物探技术有非常广泛的应用,截至目前为止,

我国水利水电工程中所使用的工程物探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如今的工程污

染技术均采用地球物理层析成像技术、钻孔彩色电视系统,相比于传统的

摄像管探头,钻孔彩色电视系统不仅稳定性更高,且电路设计也更合理、集

成度也更高,同时还具有耐冲击、几何失真率效、寿命长、彩色重现性良

好、能耗低以及体积小等优点,属于一种新开发的产品类型。现阶段,由于

数字技术水平的提升,钻孔彩色电视系统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利用工控级

主机,形成了于控制器、监视器以及录像机三位一体的控制系统。 

2.4.2应用GPS影像技术 

GPS影像技术也被称作为全球定位系统,其可以应用于特殊地区的勘

察工作中,一般情况下,在我国的勘察测量工作都是采用人工测量方法进

行测量,而对于一部分环境恶劣、地貌复杂的地区来说,是无法采用人工测

量的方法进行测量的,这时就需要使用GPS技术进行测量
[3]
。同时,GPS影响

技术也能够对岩溶的状态进行准确的分析,或者是应用于地下水的分布中,

准确的了解到地下水的分布情况。 

3 基于地质勘察工作基础上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策略 

3.1渠道基础与防渗工程策略 

在进行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前,应做好水渠防渗漏施工工作,并提前做

好施工放样,按照工程建设施工图纸中所标记好的渠口线、底脚线进行更

加细致化的、具体化的规划,利用机械设备来辅助开发土方,确保地基内能

够留存住大量的水分,这样一来就能够在自然风干的情况下进行合理的缩

减,从而使地基的强度能够得到良好的保证,有效的避免冬季等不良冻胀

情况对结构所造成的影响与破坏。同时,相关的技术人员应在实际的施工

过程中提高对混凝土制备工作的重视程度,需结合施工现场的实际条件开

展施工。另外,应全面落实质量检验工作,以此来避免其他因素对后续工作

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而且只有在达到振捣质量后,才可以开始混凝土的配

筋处理,如果采用机械设备振捣混凝土时,应按照实际的要求采用比较小

的坍落度进行合适的补充,以此确保防渗工程的顺利开展。 

3.2厂房边坡 

开挖大方量的土方时,需要使用反铲进行挖掘,从高度的方向自上而

下进行逐层挖掘,每次挖掘的高度为3m,同时也可以从上下游的方向进行

依次挖掘,在下游的方向向上游的方向进行挖掘,禁止从中间的作业面进

行挖掘。进行分层分段挖掘时,应使用利用人工配合反铲进行边坡的整修,

另外,应加强对测量方面的控制,使边坡能够在一边挖掘的情况下一边成

型,确保边坡的平顺性。而且应确保挖掘的步骤可以与现场的地质条件要

求相符合,从而避免对地质层结构具有的牢固性造成破坏。 

3.3治理滑坡 

治理滑坡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削坡,该方法可以说是处

理滑坡体病害的主要方式,当工程施工过程中,出现岩体受节理、裂隙切

割,较为破碎的情况下,非常有可能出现边坡局部失稳、崩塌坠石等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采用剔除危岩来削缓边坡的顶部。而对于土质滑坡

体来说,应将边坡削缓,以此来减少滑动体积的厚度,降低滑动力,如果

边坡的高度比较大,也可以通过分级的方法,将平台流出,以此提高边坡

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则是建立挡墙,该方法也是如今应用范围比较广泛

的一种抗滑建筑物,利用墙体自身具有的重量,使剩余下滑力能够有所

支档,具体可以包括浆砌石抗滑挡墙、抗滑片石竹笼、钢筋混凝土抗滑

挡墙、沉井式抗滑挡墙以及空心抗滑挡墙等。在施工的过程中,工作人

员必须要关注每一个施工环节,严格按照施工图纸的要求进行施工,以

此来治理滑坡体。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了能够确保水利水电工程的施工过质量,必须要做好地

质勘察工作,合理的利用各种勘察技术,从而确保勘察结果的准确性,确保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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