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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与生产实践密切结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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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几个关键问题的应用基础

研究
” ,

是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长江三

峡开发总公司联合资助的重大项目
,

一方面
,

它属于

应用基础研究范畴
,

应具有学术上 的创新性和开拓

性
,

对学科的发展应有所促进 ;另一方面
,

其成果不

能仅仅是一些论文或研究报告
,

它又是紧密结合三

峡建设进行的
,

要为解决三峡建设中一些关键问题

作出贡献
。

这是基础研究与生产实践密切结合的形

式
,

是一种新的尝试
,

是完全符合中央科教兴国和产

学研结合的精神的
。

本项 目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
:

( l) 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研究
:
本课题在一些基

础性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

如泥沙起动
、

输移
、

推移质运动
、

泥沙恢复饱和系数
、

淤积物干容

重演变
、

底层沙 3 种状态的概率
,

水流挟沙能力等方

面
,

都取得有创新性的成果 ;系统研究了引航道各类

防淤清淤工程的机理和效果以及电站排沙底孔布

置
,

提出相应的设计参数和方案供设计部门应用 ;通

过数模计算
,

证明在一定条件下可采用间断系列试

验代替长系列连续试验
,

研制了图像分析系统
,

可以

在试验过程中同时测定流场的分布 (已获国家专利

并得到推广 )
。

(2) 通航建筑物的基础研究
:
三峡工程的通航建

筑物是世界上最大
、

最复杂的
,

不允许断航
、

碍航
。

本课题的主要成果包括
:
弄清三峡工程泄洪对通航

条件的影响及提出改善措施 ;通过对船闸输水系统

和阀门水力学的研究
,

提出了抑制阀门空化的工程

措施
,

包括采用底扩及通气措施
,

已被设计所采用 ;

研制成功船舶航行的实时模拟器
,

(属国内领先 ) ;研

制了 CM C
一

1船模驾驶室彩色电视遥测监视系统和

C M Z
曰

3 B 船模自动测控试验系统
,

所研制的船模已成

功应用于三峡工程各项通航试验中
,

保证了试验的

相似性和精度
。

( 3 )三峡船闸高边坡若干基础理论研究
:
三峡船

闸高边坡的特点是深挖
、

垂直坡
、

大范围卸载
、

薄衬

砌
、

地质条件不利
、

运行要求高
,

从而成为关键性问

题之一
。

其成果可概括归纳为 2 方面
:
( i) 对岩体

力学参数及荷载的研究
。

通过大量室内及原位试验

研究
,

得出一些重要认识
,

如岩石及结构面蠕变规律

及参数
,

岩石长期强度的降低情况
,

卸荷对岩石强度

的影响
,

认为卸荷后如能保持一定的约束条件
,

仍可

保持一定强度
。

( ii )分别采用极限平衡法
,

按连续

体分析法及新发展的数值方法
,

对边坡稳定和变形

作了大量分析研究
。

其成果表明
,

船闸高边坡总体

是稳定的
,

位移不大
,

变形时效是收敛的
,

后期蠕变

值有限
,

并在边坡开挖后 1任一 12 个月内达到稳定
,

同时也指出开挖后存在着拉力区
。

这些结论对闸室

及闸门的设计有重要意义
。

( 4 )三峡工程混凝土原材料研究
:
三峡工程混凝

土量达 2 700 万方之多
,

而且是千年大计
,

国运所

系
,

对混凝土的耐久性有特别的要求
。

本课题是在

对混凝土耐久性及破坏机理研究的基础上
,

配制出

高性能的混凝土和具有高抗冲耐磨的混凝土
,

相应

的研制了 3 种新型水泥 (即双膨胀源的中热和低热

水泥以及改性超细水泥 )
。

研究成果认为
,

可以提高

粉煤灰掺量 (可达 50 % )
,

配合采用高效减水剂与补

气剂
,

降低水胶比和用水量能够获得高性能的适用

于三峡大坝的混凝土
。

采用超细水泥可灌人极细的

缝隙
,

可以替代化学灌浆
。

( 5) 三峡主要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测与反馈设计
:

三峡工程安全监测系统是当今世界上最庞大的安全

监测系统
,

要求准确
、

高效
、

可靠和经济
。

首先应用

优化理论
,

对安全监控系统总体结构进行优化
,

将三

级监控改为二级
,

减少监测仪器
,

提高可靠性
,

也节

省了大量投资 ;在安全信息分析理论和方法方面
,

提

出综合评价体系和指标
,

以及模糊评判与层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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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 ;在监测仪器上
,

研制了高精

度的垂线坐标仪
,

光纤裂缝仪
、

应力传感器和地震

rC 技术
,

在三峡工程中得到应用
,

提出了埋人式仪

器测值可靠性和稳定性的分析软件
,

可应用于三峡

工程
。

在混凝土大坝仿真计算与施工期温控反馈设

计中
,

提出一整套新的计算方法
,

可对混凝土大坝进

行仿真计算
,

利用并层法
,

大大减少工作量
,

使之现

实可行 ;开放式大型通用水工结构分析系统的开发

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

其框架设计为动态的可再生

开发平台
,

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

本项目共发表论文 300 多篇
,

其中国际会议特

邀报告 2 篇
,

分组报告 21 篇 ;全国性会议特邀报告 6

篇
,

分组报告 32 篇 ;在国际刊物发表 27 篇 ; 国内核

心刊物发表 138 篇
。

出版了专著 5 本
。

有 2 项成果

获得国家专利
。

3 项成果已通过鉴定
。

共培养博士

后 9 人
,

博士 26 人
,

硕士 31 人
,

在读博士 9 人
,

在读

硕士 13 人
。

在本项 目担任学术带头人 40 岁以下的

中青年骨干近 20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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