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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利工程中,堤坝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工程项目,由于建筑工程的所用材料不同,堤坝也有很多种类,比如混凝土坝、干砌石坝、土石坝、

土坝等,由于建筑成本及地理特点等因素,土质堤坝相比其他种类的堤坝相对要多一些,因为其施工容易,成本较低,许多地方可以就地取材进行

施工,而且周期也较短,但土质堤坝也相对容易出现裂缝、渗漏、背水滑塌、临水崩塌、漫溢和决口等险情。本文重点分析了堤坝的裂缝及滑坡

应急抢险方法,为堤坝的安全运行提供借鉴。 

[关键词] 水利工程；堤坝裂缝；滑坡；抢险 

 

1 堤坝裂缝及抢护 

1.1裂缝概述 

龟状裂缝。龟状裂缝多出现在土坝表面,分布较均匀,缝细而短,对堤

坝危害较小。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粘性土水分蒸发,表面土体收缩,故又称干

缩裂缝。填筑土料粘性愈大、含水量愈高,干裂的可能性愈大；横向裂缝。

横向裂缝的走向与堤坝轴线垂直或斜交,常出现在堤坝顶部并伸入堤坝内

一定深度,严重的可发展到堤坝坡,甚至贯通上下游造成集中渗漏,直接危

及堤坝的安全。主要是相邻堤坝段坝基产生较大的不均匀沉陷,常发生于

堤坝合拢段,堤坝体与交界部位施工分缝交界段以及坝基压缩变形大的坝

段等；纵向裂缝。纵向裂缝的走向与堤坝轴线平行或接近平行,多出现在

堤坝顶部或堤坝坡上部,裂缝逐渐向坝体内部垂直延伸。它一般比横向裂

缝长,若不及时处理,雨水入侵后会造成大坝脱坡险情；内部裂缝。产生内

部裂缝的原因和可能出现的部位有：如在狭窄山谷压缩性大的地基上修建

土坝,在坝体沉降过程中,上部坝体重量通过剪力和拱的作用,被传递到两

端山体和基岩中去,而坝体下部沉陷,有可能使坝体在某一平面上被拉开,

形成水平裂缝；此外,堤坝坝基或堤坝与建筑物接触处因产生不均匀的沉

陷而产生内部裂缝等。 

1.2裂缝抢护 

针对裂缝所产生的原因进行重点分析,并结合裂缝抢护措施进行合理

解决：一是开挖回填。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进行裂缝处理时尤其是在初

期阶段,要选择合适的抢险措施防止裂缝的蔓延或是出现。尤其是在开挖

过程中必须灌入石灰水,使其在可控范围之内。当裂缝较深时,就要充分考

虑阶梯形槽坑与台阶之间的距离。在接口附近用于高水位的进行填充,这

样则可以降低裂缝处理时可能出现的枯水问题或是降水问题。二是充填灌

浆,可采用灌浆法,进行合理采挖回填,一般情况下在进行较深裂缝的处理

时,可以采取该项措施,重点是必须确保顶部有两米及以上的开挖回填层,

以是有效防止浆液外喷,在回填过程中可以采取重要措施,进行浆液的浓

度是先稀后稠,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灌浆。 

2 渗漏及抢护 

2.1渗漏险情的分类 

一是渗水险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堤坝分为干湿两部分,对于水位

上面的部分可以称之为干堤坝,水位下面的位置称之为湿堤坝。也可以

简单理解为是分界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渗漏险情可以由很多种原因造

成。一般比较常见的则是渗水险情,主要是由于堤身长期被其他物体所

侵蚀,进而导致自身砂土层出现各种漏洞,且堤面常年风吹雨淋、背水部

位又有陡坡会加大水流的冲击速度,进而会造成险情的发生。二是管涌

险情。管涌险情的发生也是水利工程建设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险情,这种

险情的发生多半是因为透水性强,降低了覆盖堤坝的临界坡度,使得渗

水透过土体中的颗粒冲刷四周,随着水土的流失使得通道内灌满了砂土,

长时间则会发生管涌险情的危险。三是流土险情。主要是渗水力在有压

力的情况下,破坏了坝体的底部,形成沙沸或是土体部位被冲刷走,进而

发生的险情。这种险情的形成是贯穿整个坝体的,且一旦发生所造成的

危险是极为严重的。 

2.2渗漏险情的抢护 

临水坡截渗：抢护方法主要有：土工膜截渗、抢堵漏洞进水口,散抛

粘土截渗等方法。土工膜截渗：当洞口较大或附近洞口较多,可采用大面 

在制度保障方面,各国都通过完善法律、政策引导和财政补贴来推动

生态建设。政府是生态建设的主导者,必须通过制定科学的生态建设措施

和完善的污染惩罚制度；制定相关的环境质量标准并要求相关主体严格遵

守；鼓励和支持环保产业的发展；使本国生态文明建设得以持续下去并

终取得成效。生态建设必须以健全的法律为保障。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

国家意志。只有制定健全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规范

全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面前的行为,才会有有力遏制破坏生态的违法犯罪

的硬约束保障。 

在建设主体方面,各国均意识到仅靠政府是行不通的,必须由政府一

厢情愿提高到全民主动参与。生态建设需要有全社会的支持。社会团体举

办各种环保活动,在全社会形成环保风尚,引导民众树立环保意识；转变生

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改变奢侈消费,劣质消费,盲目消费等习惯,走可持续

发展道路。公司、企业、工厂要积极开发环保技术,开发新能源、新材料,

尽量使用清洁能源和清洁材料,废水废气废料经处理达标后排放。转变企

业生产观念,变要我环保为我要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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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土工膜或蓬布,沿堤坝迎水坡坡肩从上往下顺坡铺盖洞口,然后抛压土

袋,并抛填粘土,形成前戗截渗。抢堵漏洞进水口：漏洞险情处理 有效的

办法是及时准确堵塞进水口。散抛粘土截渗：当堤坝临水坡漏洞口较多较

小,范围又较大,进水口难以找准或找不全时,在粘土料充足的地方,可沿

临水坡散抛粘土,形成隔渗前戗。 

背水坡反滤导渗：反滤导渗沟。在背水坡坡脚渗水处,开挖平行于堤

坝轴线的纵沟,并与原有排水沟渠连通,同时在出现渗水的顶部,沿坡面开

挖竖沟。导渗沟内填砂石反滤料,要分层填放,应自坡脚向上分段施工,随

挖随填,不得停工待料。反滤料填好后,顶面要铺编织袋、草袋或席片,用

块石土方压实。在有条件的地方,可用土工织物做导渗沟,选用有效孔径的

土工布铺于沟的周围,中间填透水料,上部压盖草袋、席片、土袋等。在砂

石反滤料缺少的地方,可利用麦秸、稻草等细料和柳枝、芦苇等粗料做导

渗沟。材料按下细上粗,根向上、梢向下铺好,上部用土袋、块石等压实。

所有导渗沟要与坡脚、排水沟连通。反滤层的做法是：先将地面软泥、草

皮、砖石等杂物清除,按反滤层的要求分层填铺砂石、土工织物、梢料等

反滤材料。反滤料和块石要适当延伸到坡脚外,对堤身单薄,渗水范围大,

又缺少砂石料的地方可利用麦秸、稻草等细料和柳枝、芦苇等粗料,将反

滤层做成滤水后戗,铺梢料要上下细,中间粗,梢料上部填土夯实,铺一层

料,填一层土,直到达到计划后戗高度为止。 

3 滑坡及抢护 

3.1滑坡现象概述 

滑坡现象的产生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尤其是在向坡度进行施工作

业时,是极易因两端发展不均匀而出现滑坡,但是起初阶段裂缝的发展速

度并不是很快,而是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后期随着滑坡逐渐位移,其导

致滑坡显现会越来越明显,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堤坝一起滑动；二是堤

坝本身局部会随着滑坡进行移动,且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但两种滑坡

一旦发生严重滑体现象都将会给水利工程建设带来较大的危险。 

3.2滑坡抢修维护 

一是在进行土坝防水滑坡的过程中首先必须降低水位,充分保障堤

坝在足够的断水下可以进行裂缝上部的阻隔从而减少压力,同时在进行

滑动坡体的过程中要尽量减少临时固脚情况,这样极易导致滑坡的加

重。二是滤水滑坡。这里重点讲述的是在进行滑坡过程中由于渗透水的

系数偏小,所以在进行排水作业过程中就会形成滑坡。这种情况下必须

采取导渗沟的方式进行填充,然后再进行导渗法的加强,用沙质进行合

理填充,可以对其进行有效的加固。三是滤水后戗压载。如背水坡险情

严重,可在其范围内全面抢筑导渗滤水后戗压载,既能导出渗水、降低浸

润线,又能加大堤坝断面,可使险情趋于稳定。此法适用于断面单薄,边

坡偏陡,有滤水材料和取土较易处。四是打排桩压载固坡。当滑坡局限

于堤身且地基较坚实,附近又有木料,有些地方在紧急抢险时,在滑坡坡

脚外打排桩,加沙土包固坡脚,防止滑坡发展,待退水后再彻底处理。此

法内外坡滑坡均有采用。如有渗水,同样要做好导渗,以免沙土流失,扩

大险情。五是临水截渗。在临水坡滑坡,采用抢筑粘性土戗截渗。当背

水坡滑坡及渗水严重,范围较广时除在背水坡抢护外,如临水坡有条件

抢筑截渗土戗时,也可采用此法。 

4 结语 

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堤坝裂缝的出现和滑坡事故的发生,都是比较常

见的一种事故。相关工作人员要第一时间分析发生事故的原因,做到认真

分析,合理解决。进而保证水利工程建设工作的有效实施,并保证人们的生

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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