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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病险水闸原因分析及处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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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苏省骆运水利工程管理处管理的水闸多建于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根据多年的定期检查及水闸安全鉴
定，发现大部分水闸都是带病运行，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工程未抗震设防、水闸下游冲刷、启闭系统老化、闸

门及止水橡皮漏水、混凝土碳化钢筋外露等。分别从设计、施工、管理等因素方面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原因分

析，提出了几点处理对策：闸身抗倾抗滑、结构补强、整体加固；消能防冲设施接长加固；岸翼墙抗滑稳定加固；

闸身、闸基、绕闸渗漏处理；混凝土碳化及裂缝处理；闸基沉降处理等。分析表明，应加强水闸定期检查、养护维

修、控制运用，同时应积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行加固改造，确保病险水闸的运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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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工程概况
江苏省骆运水利工程管理处管理着骆马湖、中运河、徐洪河

等流域性骨干工程的泗阳闸、浏老涧老闸、浏老涧新闸、六塘河

闸、皂河闸、房亭河地涵、沙集闸、洋河滩闸等３座大型水闸和８
座中型水闸。这些工程地跨宿迁、徐州两市，为其农业生产和国

民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这些水闸大多建于２０
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标准低，通过近５０ａ的运行，加之工情、水情的
变化，许多水闸设备老化，存在工程隐患，已不能满足目前运行

的需要，影响了工程效益的发挥，严重阻碍国民经济的快速发

展。根据多年工程定期检查以及部分水闸安全鉴定，其结果表

明，大部分水闸都是带病运行，普遍存在问题，主要问题是：工程

未抗震设防、水闸下游冲刷、启闭系统老化、闸门及止水橡皮漏

水、混凝土碳化钢筋外露等。

２　病险水闸的原因分析

２．１　设计因素
（１）受当时的条件限制，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兴建的水闸当

时大多未考虑抗震设防，按照所处区域８～９度地震烈度进行验
算，闸身及岸翼墙的抗滑稳定系数，闸墩、底板、排架的配筋、强

度大多不能满足要求。

（２）许多工程边设计边施工，缺乏必要的地质、水情资料，
造成基础承载力不足。

（３）有的工程下游消能设施不够，实际流速大于过坎流速，
未能充分消杀水能，导致下游海漫、河床冲刷严重。

（４）有的工程上游引河弯曲，来水不顺，翼墙扩散角太大，
出闸水流扩散不良，在两侧翼墙附近形成回流，进而形成折冲水

流，致使两岸护坡和河床冲刷严重。

（５）有的启闭机螺杆的长细比太大，造成闭门时螺杆弯曲
严重。

（６）有的水闸设计标准偏低，水闸实际运行时的水位、流量
超过了原设计标准，造成海漫、河床冲刷严重，消力坎下基础被

淘空。

２．２　施工因素
（１）由于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建的水闸大部分采用换砂处

理桩基础，因此不易掌握换砂的质量，导致砂的压实干容重、密

实度达不到设计要求，且存在局部厚度不均的现象，造成水闸沉

降量过大或产生不均匀沉降。

（２）门槽不垂直，引起闸门在启闭时发生卡阻、启闭困难甚
至损坏闸门及门槽；胸墙表面不平整，启闭时造成橡皮止水撕

裂，闸门漏水严重。

（３）下游护坦、河漫干砌石体单块重量太小，防冲槽断面太
小，达不到设计要求，造成护坦、海漫的冲毁。

（４）水闸施工时质量控制不严，混凝土的抗冻、抗渗及耐久
性较差。

２．３　管理因素
（１）操作不规范。如开闸流量超过安全泄量；大流量泄流

时，未分次开启，开闸速度过快；开闸过程中未及时观测水位、流

量及水流流态；闸门开启不对称或单孔开闸，引起远离式水跃、

集中水流及折冲水流、旋涡、回流等异常现象，造成护坦、海漫及

下游河床的严重冲刷。

（２）启闭机操作发生异常现象时没有及时停车检查；有时
因螺杆压弯，继续启闭时将机身抬起或启闭机大梁顶裂。

（３）交通桥设计标准偏低，且又经常发生超载超速运行的
情况，当超载超速引起强烈震动时，往往导致桥梁面板和大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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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裂缝。

（４）水闸翼墙上堆放杂物、重物、水闸下游乱停船舶等，造
成了水闸翼墙倾斜错缝，下游护坡损坏。

（５）养护、保养不及时，如冰冻期间不防冻，高温期不防晒，
造成闸墩、岸翼墙混凝土、闸门等部位受损。

（６）附近建筑物施工时大量抽取地下水，降低地下水位，造
成水闸沉降量过大或产生不均匀沉降。如泗阳二站建设时由于

降低地下水位，造成泗阳闸沉降达４ｃｍ左右。

３　处理对策

３．１　闸身加固
（１）抗倾、抗滑。可通过增加上部重量或利用上游铺盖做

阻滑板来增加稳定系数；采用铺盖、板桩、帷幕灌浆等方法，降低

扬压力，延长渗径。

（２）结构补强和整体加固。对于闸身整体刚度不能满足要
求的，可在闸墩之间增设支撑梁，使闸墩、底板形成一个整体框

架，增加建筑物整体刚度。

３．２　消能防冲设施加固
对于达不到设计要求的消力池，可以采取接长消力池或设

置两道消力坎的办法，使水跃发生在消力池内，以利于更加充分

地消能，降低过坎流速，减小冲刷；对于翼墙扩散角太大，形成折

冲水流的，应重新修建翼墙，减小扩散角，使过闸水流很快地扩

散；对于由于海漫干砌块石过小引起的局部冲刷，可采取抛铁丝

笼块石的办法来处理，也可以采用少筋混凝土或埋石混凝土重

新修建海漫；对于下游两岸的冲刷，可采取块石护坡的办法处

理。在施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反滤垫层，以防止被水流淘

空块石下面土体而产生塌陷破坏。

３．３　岸翼墙的加固
岸翼墙抗滑稳定不够的，可采取降低墙后填土、降低墙后地

下水位、墙后增设拉杆或打水泥搅拌桩等措施，以减少土压力。

墙身强度不足的，可以挖除墙内填土，加厚墙身。

３．４　渗漏处理
（１）建筑物本身渗漏。主要措施是在上游迎水面封堵，可

以采用表面贴补或钻孔灌浆等方法修补。对于渗漏量较大、渗

透压力影响建筑物正常运用的漏水裂缝，应采取埋管或钻孔等

导渗措施。

（２）基础渗漏。对于由于不均匀沉降造成水闸上游铺盖破
坏或闸身与铺盖、消力池之间水平止水破坏的，可采取重做铺盖

和重设水平止水的措施；对于渗径长度不够的，可以在上游铺盖

前打钢筋混凝土防渗板桩，延长渗径，降低闸底板的扬压力，提

高水闸的抗滑稳定性。

（３）绕闸渗漏。对于由于不均匀沉降造成岸墙与翼墙、翼
墙与翼墙之间垂直止水破坏，引起水闸侧向渗漏的，则需重新做

垂直止水；对于岸翼墙背后填土不密实的，则可采取开挖回填再

分层夯实；对于齿墙长度不够的，则可加深、接长齿墙，以增加侧

向绕渗的渗径，降低侧向水压力。

３．５　混凝土碳化处理
对于混凝土碳化的处理，如果碳化程度不深，未影响到结构

安全的，可以将碳化的混凝土全部凿去，用环氧混凝土或高于原

标号的混凝土进行修补加固；如果混凝土碳化致使钢筋锈蚀，已

影响到结构安全的，则需更换钢筋或重新更换构件。

３．６　混凝土裂缝处理
混凝土结构裂缝，如果对结构强度没有影响，可表面涂抹水

泥砂浆、环氧砂浆等或表面贴补玻璃丝布、凿槽嵌补、喷浆修补

等工艺来进行表面处理，也可采用钻孔灌水泥浆或化学浆对裂

缝内部进行处理；对于影响结构强度的应力裂缝，应作结构补强

处理。

３．７　闸基沉降处理
对于水闸闸基沉降的控制，可以采用高压旋喷灌浆方式进

行处理，通过在闸基中高压旋喷灌浆，形成水泥土摩擦桩，提高

闸基承载力，达到控制沉降的目的。

４　结 语
水闸的安全运行是工程防洪度汛、充分发挥工程效益的保

证。针对目前病险水闸存在的问题，应加强工程定期检查、养护

维修、控制运用，同时积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对工程进行加固改

造，确保病险水闸的运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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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防汛ＰＤＡ及手机终端系统
短信中心管理短信的发送全过程，根据报警中心子系统的

要求向相关人员发送短信息。具体包括对于个体的短信单发和

对于群体的短信群发［２］。

对于当前已有的防汛 ＰＤＡ终端，将山洪灾害的告警信息、
分析结果整合进防汛ＰＤＡ，增加系统的山洪灾害预警功能。防
汛ＰＤＡ的网络结构见图３［２］。

在ＰＤＡ终端上，主要有雨量、水位、地质灾害、水工程等山
洪灾害信息的预报功能，以表格、图形等方式显示，并将遥感图

片进行压缩处理后显示，同时开发 ＰＤＡ上的短信预警模块，充
分发挥ＰＤＡ的优势。

３　结 语
基于ＷｅｂＧＩＳ的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系统以 ＧＩＳ技术、空间

数据库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依托，建立山洪灾害防治数据

库系统、决策技术支持服务系统，加快了山洪灾害防治的信息化

进程，可以实现山洪灾害预警各类信息的分析与管理，将各种空

间数据和非空间数据进行收集、处理、保存，增加各种数据的直

观性、可比性和兼容性，满足山洪灾害预警信息精确性、统一性

和及时性的要求。系统可用计算机对大量信息进行管理及分

析，方便人们查询和统计各种信息，并可以通过图、表等方式显

示和输出信息，从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三维显示功能还能将

山洪灾害直观、精确地展现出来，为决策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

据，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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