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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峡工程防护问题研究 

  

计划编号： 

获奖情况： 

任务来源： 

成果摘要： 

    (1)化爆试验研究方面:①常规重力坝不同当量、不同命中方式(空中、火中、直接命中)的破坏情况；坝体动

荷载、动应力的分析研究。②大断面混凝土坝不同距离爆炸的研究。③直接命中破坏后，坝体能保持防空水位的

方案，试验研究包括大体积混凝土坝、堆石坝等。④爆炸模型相似律研究，爆炸冲击波在空中、土中、砂砾层中

的传播规律。⑤研究并提出了战时降低水位、下游分洪措施、设置防空坝方案、保留上游围堰等。 (2)核爆炸效

应试验方面:①通过4座模型坝的试验，对空气冲击波规则反射区、非规则反射区坝体受荷进行了分析研究，对坝

体动应力大小及分布传播规律也进行了研究。②通过对地爆两座坝体的严重破坏的形态分析对比，研究了荷载临

界值及坝体抗滑稳定性和对大坝面混凝土坝的有利因素。③研究了核爆时，冲击波在坝前库水中的传递、衰减规

律。④进行了坝体动应力及爆炸相似律的分析计算研究。⑤通过高压输电线路和电力设备空中爆炸和地面爆炸试

验，研究了冲击波、辐射造成的破坏情况及抢修措施等；划分了破坏区和安全区的动压值估算。 (3)溃坝试验研

究方面:①通过小比尺大范围模型试验，研究了正常水位200m溃坝洪水的溃进及防护措施。②大型溃坝试验，模型

长730m，西至奉节，东至沙市以下6km，平面比尺1:500，垂直比尺1:125。根据化爆与核爆试验研究的大坝各种破

坏形态，综合为两种溃坝类型。经6种大坝溃口规模的试验研究，对洪水演进、最大流量分蓄水量、洪水危害及防

护对策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非汛期150m～160m运行、汛期145m运行等方案，该试验规模及所得成果均为国际

上所未见。 (4)三峡人防论证工作:①人防研究概况。②三峡人防问题分析。③人防论证结论。包括战时降低水

位，下游分洪，三峡工程设计增大泄放能力，7天将水位从175m降为145m等。并说明，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沙市以

上局部地区灾害仍属局部性的。因此，人防问题不致成为三峡可否兴建的决定因素。该报告已经国务院三峡工程

审查委员会通过，并为长江水利委员会采纳应用。 三峡工程防护问题的研究是一项开拓性的、难度极大的研究工

作，30年来积累的大量成果是宝贵的，研究工作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成果资料之丰富，实属国内外罕见。试验

研究成果中，大量由试验建立的经验与半经验公式，不仅可用于三峡工程，对其它混凝土坝和堆石坝等考虑人防

安全的校核或研究，均有应用价值或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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