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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加固后运行管理及调度方式的探讨

山 洪
青海省格尔木市温泉水库管理所，青海格尔木  816099

[摘要] 随着温泉水库坝龄的增长，大坝不断产生物理性和化学性变化，于是产生各种病险情况。在水库加固后需要进一

步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调度运行管理，从而充分发挥水库的工程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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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固后工程面貌
1.1 大坝坝基高压旋喷塑性混凝土防渗墙分部工程：桩号 0+55—0+921，总长度 867 米，造孔 867 个，平均深度 21

米，进尺 18267.1 米，防渗面积 18396m2，耗用水泥 13058t，高压旋喷围井试验 1502.49m，C20 砼导墙 1848.84m3。该

分部工程已通过验收。

1.2 右坝肩帷幕灌浆分部工程：大坝桩号 0+965—1+025，总长 60m，平均灌浆深度 16.4m，完成帷幕灌浆引孔

729.05m，完成帷幕灌浆段总长 656m，灌注水泥量 866.9t。该工程已通过分部工程验收。

1.3 左坝肩帷幕灌浆分部工程：左坝肩 0+010—0+050 段，长 40m，沿坝轴线采用帷幕灌浆处理方式，灌浆孔采用

双排直线布置，孔距 1.5m，排距均为 1.2m，3956.4m（正常高水位）高程以上为灌浆段，钻孔总进尺 1532.8m，灌浆进

尺 964.4m；根据设计变更要求从桩号 0+050—0+100 处新增 50m 单排帷幕灌浆，孔距 1.0m，完成总进尺 896.33m；空进

尺 244.54m 灌浆段 651.79m，完成帷幕灌浆引孔总进尺 2347.43m，完成帷幕灌浆总进尺 1553.79m，灌注水泥 61.37t；
该工程已通过分部工程验收。

1.4 上游坝基础土工膜防渗分布工程：桩号 0+055—0+921，总长度 867 米，土工膜铺设 26247.25m2，完成砂砾石

7692.54m3，完成粘土铺盖设 10168.35m3，坝坡预制块铺设 6555.96m2。

1.5 溢洪道Ⅰ维修加固工程已全部完成，并验收合格。

1.6 新建溢洪道Ⅱ已全部完工，并已通过分部工程验收。

1.7 新建溢洪道闸门、启闭设备均已安装完毕，并完成无水条件下的各项试验，运行正常。

1.8 安全监测自动化设备、仪器均已按设计要求完成安装、调试，蓄水前取得初始值。

1.9 永久电源配有两个，一个是 100kw 柴油发电机，另一台是 50kw 此油发电机，做为蓄水备用电源已安装完毕，

随时可投入使用，蓄水用电源安全可靠。

1.10 温泉水库已完成安全监测工程和水情自动测报系统工程建设，目前处于监测试运行、数据分析调试阶段。

2 初期蓄水方案
2.1 按设计要求，水库除险加固后可按正常蓄水位 3956.4m 运行，但因为水库加固工程还未通过竣工验收，且

已进入汛期，故水库水位按《2013 年温泉水库防洪运用方案》的汛期调度计划要，水库逐渐缓慢蓄水，严格控制在

3954.00m 以下。[1]

2.2 通过竣工验收后，水库水位可蓄至 3956.4m，目前水库水位在 3952.23m，水库蓄水量 4014 万 m3。

2.3 蓄水期闸门开启方式：开始蓄水时，保持放水洞下放 2m3/s 的生态用水；当入库流量较大时，适当调整放水洞

工作闸门增大出库流量，出库流量略小于入库流量，确保水库缓慢渐进式蓄水，直至蓄至 3954.00m。在蓄水过程中密

切监测大坝、溢洪道 I、溢洪道 II 等建筑物的工作性态，分析坝体浸润线高程是否在正常值范围内，渗水压力和渗流

量是否发生突变。若发现任何异常问题，迅速停止蓄水，果断弃水并分析查找原因制定解决方案。

3 蓄水安全措施
3.1 为保证工程安全，蓄水前严格检查监测仪器和设备，使之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并认真测取各项初始值。认真观

测渗流量、渗水压力等参数值是否在设计要求范围内，以便进行下一级蓄水，否则停止蓄水，并分析原因，研究处理措施。

3.2 在水库蓄水期间巡视检查组严密监视大坝上、下游坝坡，一旦发现坍塌、滑坡、散浸、管涌、流土、漏洞等异

常情况，立即停止蓄水，并分析原因，研究处理措施。

3.3 库区设立警示标志，以便提醒当地及外来人员注意安全。

3.4 蓄水前与当地政府部门有效沟通，通报蓄水计划，讨论蓄水期间的安全措施，以获得当地各相关部门的支持，

保证蓄水安全。

3.5 将蓄水计划通知下游各梯级电站，以便发电厂做好准备、调整发电计划，将发电损失降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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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温泉水库下闸蓄水运行管理
4.1 管理机构

温泉水库总库容 2.55 亿 m3，是一座以径流调节为主兼顾防洪的Ⅱ等大（2）型水库。工程于 1991 年 8 月动工兴建，

1993 年 8 月 20 日下闸蓄水，开始蓄水试运行，1996 年 12 月竣工并投入运行。

水库管理单位为青海省格尔木温泉水库管理所，为使于水库的安全运行与管理，管理所专门下设生产运行科，设

有运行科科长、副科长、水库运行员、机械修理、司助、保卫、安全员等岗位，人员编制 25 人。

水库运行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同时结合格尔木河的综合开发，执行地方调度。

4.2 管理设施
温泉水库已完成安全监测工程和水情自动测报系统工程建设，目前处于试运行、数据分析调试阶段，水库各项参数、

指标皆处于可监控阶段，为水库下闸蓄水安全提供了有力保证。

温泉水库新建管理房已交付使用，20KW 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建成为安全监测自动化和水情自动测报系统的正常运行

提供了可靠电源。

另外，温泉水库专门配备了 100KW、50KW、30KW 柴油发电机各一台。100KW 柴油发电机为平时调节流量时为放水洞

闸门、新建溢洪道 II 闸门启闭、起降提供动力。50KW 柴油发电机作为 100KW 无法正常提供动力的紧急备用电源。这两

台发电机放置在距离放水洞闸门启闭室和溢洪道 II 闸门启闭室各 30 米。30KW 柴油发电机放置在邻近的另一间库房，

为冬季管理房取暖锅炉运行提供动力。

4.3管理任务
水库管理的任务：确保工程安全，充分发挥工程效益，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4.3.1 掌握并熟悉本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运用等资料，以及国家基础设施、厂矿企业与水库运行有关的

情况；

4.3.2 定期对工程的运行情况作出评价，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维修，重大问题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并提出处理意见；

4.3.3 制定合理的水库调度计划，确保下游工业、农业、生态、生活用水要求和工程效益的发挥；

4.3.4 建立健全各项档案、编写大事记；

4.3.5 通过运行管理，积累资料，分析整编，总结经验，不断改进工作；

4.3.6 贯彻执行有关方针政策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指示。

5 管理办法
合理利用水资源，在确保工程安全运行，保证下游用水要求的前提下合理有效进行水库运行，特制定以下措施：

5.1 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明确职责，奖罚分明，制定水库运行管理制度。

5.2 对各建筑物、各类设施经常检查，定期进行大坝变形监测、渗漏监测、渗水压力监测、放水洞和溢洪道启闭情

况检查，做好记录，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发现不正常的情况，应分析原因，及时处理。

5.3 为保证设备完好和工程的正常运行，根据“经常养护，随时维修”的原则，对工程要建立经常性养护，定期维

修和大修等制度。

5.4为确保工程安全，合理利用水资源，充分发挥工程效益，应制定工程年度运行计划，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后执行。

6 水库调度管理
水库除险加固后并最终通过竣工验收后，水库洪水调度方式为，在遭遇洪水时，在正常高水位 3956.40m 起调，先

启用新建的溢洪道 II, 闸门局部开启，洪水来多少泄多少，水库不调蓄，维持正常高水位运行。来水继续加大，当达

到 150m3/s时（约 10 年一遇洪水）时，闸门全开敞泄，此后库水位上升，溢洪道I参与共同泄洪，水库开始调蓄洪水。[2]

这种洪水调度方式可使水库各挡水和泄水建筑物更多的在较低水位下运行，多用新建的溢洪道 II，少用较旧的溢

洪道 I，对各建筑物的安全更有利。这样调度对 10 年一遇以上的洪水都能起到调蓄削峰作用，更能提高下游防护对象

的防洪标准

但汛期来临前将水库水位控制在汛限水位 3954.00m 左右。在最初几年蓄水过程中控制蓄水位提升速度，控制每年

最高水位增高不超过 2M。严密关注大坝水平、垂直位移等变形情况以及大坝渗流量的变化情况，一发现异常立即停止

蓄水，查明原因，及时采取措施。

7 大坝观测管理
在观测管理方面，因安全监测自动化工程已投入试运行，坚持每月进行大坝渗流观测 8 次。在洪水季节及水位上

升较快增加观测次。随时监测大坝渗水压力数位的变化，发现异常后停止蓄水查找原因，采取可行的办法和措施进行

处理。在大坝观测各项数据结果稳定或基本掌握变化规律后，观测次数可适当调整。注意做好记录整理工作和观测数

据的分析工作，随时掌握大坝实际运行工况。

8 水库运行方式的确定
水库洪水调度方式为，在遭遇洪水时，在正常高水位 3956.40m 起调，先启用新建的溢洪道 II，闸门局部开启，洪

水来多少泄多少，水库不调蓄，维持正常高水位运行。来水继续加大，当达到 150m3/s 时（约 10 年一遇洪水）时，闸

门全开敞泄，此后库水位上升，溢洪道 I参与共同泄洪，水库开始调蓄洪水。

正常溢洪道采用闸控式驼峰堰，堰顶高程3954m，采用2孔11m宽闸门，堰顶净宽22m。水库在5000年一遇校核标准下，

水库最高水位为 3958.10m，与原水库校核洪水位同高，其中正常溢洪道Ⅰ最大下泄流量为 117.47m3/s，正常溢洪道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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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下泄流量为 322.39m3/s。

温泉水库提高标准后各特征水位表

序号 特征水位 水位（m） 备注
1 500年一遇校核洪水位 3958.10 与原技施设计值同高
2 500年一遇设计洪水位 3957.79 比原技施设计值高0.47m
3 正常蓄水位 3956.40 与原技施设计值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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