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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现有的很多大坝与河堤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病险隐患，而渗漏是隐患发生的主要原因，不仅使
堤坝运行存在安全隐患，而且还浪费了宝贵的水资源，因此探测堤坝的渗漏通道与渗流场成为一项非
常重要的工作。目前判断堤坝渗漏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堤坝后的扬压力观测，也有采用地球物理勘探方
法的，这些间接的测量方法在很多情况下具有多解性。很多堤坝渗漏加固工程表明，不采用示踪方法
是很难将堤坝的渗漏通道查清楚的。作者多年从事堤坝渗漏调查，曾经尝试过使用多种技术探测堤坝
渗漏，成功的经验表明人工与天然示踪的方法在探测堤坝渗漏方面有独特的效果。作者曾经在国际著
名堤坝渗漏探测专家Plata Bademar和Drost教授的实验室做过访问学者，两位大师对于堤坝渗漏探测的
理念使我们受益匪浅。在这些前辈的启迪下，我们将堤坝渗流探测的理论进行了一些深化，将利用温
度场测定渗漏的方法发展成为热源法，从而定量或半定量地研究堤坝渗漏，并反演出渗流参数；将天
然示踪与人工示踪方法结合，对堤坝集中渗漏的形成机理进行了探讨。利用钻孔中地下水温度进行渗
漏分析在探测堤坝渗漏方面具有独到的优点，可以探测出钻孔没有揭露的强渗漏区域。钻孔中进行的
所有水力学方面的试验都与周围的介质的渗透性关系密切，如果钻孔没有直接揭露基岩中的强渗漏的
断层或溶洞，孔中进行试验就不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实际问题，而热源法恰好可以补充这方面的不足，
不但可以通过温度场异常来判定钻孔周围是否存在渗漏，而且可以定量计算渗漏量等参数。在钻孔中
投放示踪剂测定地下水渗透流速的方法简单易行，具有很好的使用前景，但是该方法对使用条件的限
定使这种优势性很强的方法很难推广到广泛的领域中。德国发展起来的采用两个止水塞的测量技术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垂向流的影响，但由于仪器制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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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堤坝渗漏探测示踪新理论与技术研究》系统论述了利用天然示踪和人工示踪调查堤坝渗流的理论和
方法，探讨了堤坝集中渗漏通道的形成机理。全书共分九章，包括总论、堤坝建设各阶段渗漏研究、
渗流研究常规方法、温度示踪方法、环境同位素示踪及水化学方法、人工示踪方法、示踪方法测定裂
隙岩体渗透性、堤坝管涌和接触冲刷破坏机理、水库内部的渗漏试验。《堤坝渗漏探测示踪新理论与
技术研究》重视理论与工程实践的结合，通过大量工程实例检验理论的可靠性。
《堤坝渗漏探测示踪新理论与技术研究》可供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水利水电工程、地下水勘察等专
业科技人员参考，以及大专院校有关专业师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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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假如在水库刚蓄水时，在坝后有大量的水体开始涌出，并且证明这些水是来自于库水，则需要
采用示踪试验调查水的渗漏是否发生在离坝的不远处，所得到的资料可用于评价坝下渗漏的危险程度
。显然，这种渗漏带来的危险程度取决于水的渗透流速、渗漏模式以及与坝间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
，在离坝的不远处注入合适的示踪剂（例如荧光示踪剂），并且在泉水中测出示踪剂的变化曲线。示
踪剂应在离库底的不远处（例如离库底5m）注入，依据坝的长度，需要在几个点注入示踪剂，以使示
踪剂覆盖整个区域。如果坝特别长，水库的渗漏区域很可能在泉所对应的位置，此时建议在这个位置
注入示踪剂。在某些情况下，纵向注入示踪剂是有好处的，示踪剂在沿着坝轴线方向并与库底保持几
米远的距离，以排除不必要的稀释。如果渗漏流速较小，则前面的试验可能会得到否定的答案，因为
注入的大多数示踪剂都被库水的自然流动带到不同的渗漏区域。在这种情况下，可利用带孔的示踪剂
注入管安放在坝上游不远处的库底。这些管子进入地层的长度只能是4m或5m，管子的外径可以
为50mm甚至更小，可通过小直径（如10mm）塑料管连接到库水表面。显然，在库水较低或水库放空
时很容易安装这种管子。如果带孔的管子安装的位置就是渗漏发生的地方，则在孔中将会出现垂向流
，通过将塑料管的上部末端露出水上就可探测到。若坝下岩层的渗透特性导致坝基下的渗流存在很大
的危险性时，可以直接应用上面的探测技术。当坝基是一层较厚的冲积材料时，这种带孔的管子可在
水库第一次蓄水前进行安装，示踪剂仍同以前的一样将会出现在下游的泉水中，这项试验可在不同的
库水位下重复进行多次，得到的结果就可用来定出渗漏位置。如果在坝下探测到大的渗流，就可以从
坝顶钻孔探测到引起这一渗漏的地层厚度，钻孔可深入到坝基下的不渗漏性岩层，然后应用人工示踪
对整个水柱进行标注的方法来探测这一强渗漏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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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一般般，不过示综方法很重要，关键是示踪的设备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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