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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树市蒙河黄岗堤防渗加固设计

张万里

江苏省水利工程科技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南京　211100

摘　要： 蒙河黄岗堤现状堤身断面低矮、单薄，局部堤段存在堤身渗漏、散浸、堤基泡泉等险情。据现场调查，堤身、堤

基均出现渗漏险段 3 处，总长 1500m；堤基渗漏险段 1 处，总长 400m。通过对现状堤身进行渗流稳定计算，结果显示堤身

浸润线出逸点位置较高，各计算断面堤身、堤基其对应的渗透坡降，发现其最终参数均能够控制在允许向范围值内。基于

这样的情况，则在本文中选取粘土斜墙结合射水法造砼防渗墙做为堤身、堤基防渗做出相应的准备工作，在经过处理之后，

发现最终的堤基以及堤身等均能够形成良好的防渗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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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蒙河黄岗堤位于樟树市黄土岗镇，由袁河黄岗堤及蒙

河右岸堤组成，位于袁河左岸及蒙河右岸。圩堤起自黄土

岗镇天井村洪故岭，终点至袁河与蒙河汇口处朱家村，与

蒙河右岸堤相接，圩堤全长 14.252km，其中袁河左岸堤长

13.9km，蒙河右岸堤 0.352km。

堤身填土以壤土及砂壤土为主，少量堤段以粉细砂为主

（8+850~9+650、12+200~12+500）。土层结构一般为松散 ~

稍密状态，呈可塑状，粘结性中等 ~ 较差。填土土质不均匀，

渗透性变化较大。

堤基表层为具弱透水性的壤土及中等透水性的砂壤土

（局部地段为具中等透水性的粉细砂），下为具中等 ~ 强

透水性的粉细砂及砂砾石，在汛期高水位的影响下容易出现

漏水问题。

2. 分析渗流稳定性

2.1 计算加固前渗流参数

一、计算断面的确定

对计算断面加以确定，则需要对不同点位的断面桩进

行 合 理 选 择， 因 此 选 择 0+700、1+810、6+100、9+460、

10+110、12+400、13+650 共 7 处断面桩展开分析，这是由

于以上点位均具有典型的断面特征，代表性相对较强。选取

这样的点位则能够对蒙河黄岗的实际情况加以科学判断。

二、渗流计算结果分析

首先则是对整体安全性展开分析，基于实际来讲，在

表 1 加固前各典型断面堤坡稳定计算成果表

典型断面
桩号

堤外水位
（m）

堤内水位
（m）

圆心坐标 滑弧
半径

最小安全
系数 ［K］ 备注

x(m) Y(m)

0+700
37.19

32.20
36 10 10.75 1.345 1.10 背水侧堤坡

37.19 降至 32.60 124 21 11.59 1.366 1.10 迎水侧堤坡

1+810
36.93

32.33
110 17 6.48 1.285 1.10 背水侧堤坡

36.936 降至 31.79 50 20 15.85 1.311 1.10 迎水侧堤坡

6+100
36.56

31.61
73 8 12.67 1.223 1.10 背水侧堤坡

36.56 降至 33.30 67 17 8.54 1.217 1.10 迎水侧堤坡

9+460
36.30

33.03
58 6 10.77 1.228 1.10 背水侧堤坡

36.30 降至 31.60 136 17 10.76 1.118 1.10 迎水侧堤坡

10+110
35.63

32.00
106 11 10.76 1.489 1.10 背水侧堤坡

35.63 降至 32.6 69 6 8.73 1.418 1.10 迎水侧堤坡

12+400
35.30

31.36
66 10 11.38 1.257 1.10 背水侧堤坡

35.30 降至 31.93 71 17 11.19 1.227 1.10 迎水侧堤坡

13+650
35.10

31.34
29 3 10.21 1.505 1.10 背水侧堤坡

35.10 降至 32.9 63 19 12.25 1.305 1.10 迎水侧堤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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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计算典型断面的稳定期渗流特性之后，发现其均控制在

标准堤防渗流范围之内。但大多数堤体具有相对较高的内浸

润线，在背水侧坡位处渗流，且难以利用出口对其展开保

护，导致背水侧堤坡不具有良好稳定性。结合实际情况对局

部渗透性展开分析，则需要选择 6+100、9+460、12+400、

13+650 粉细砂层最大水平渗透坡降均大于允许渗透坡降 (J

允 =0.1)，可能产生渗透破坏 [1]，其它堤段出逸坡降接近允

许坡降。各计算断面背水侧堤基的渗透坡降均大于或接近允

许渗透坡降，并且在实际运行中，水塘中已出现泡泉等险情，

这是由于堤身土质差、覆盖层太薄或基本缺失等原因所致。

2.2 计算加固前堤坡稳定性

本次设计了与瞬流计算参数相同的堤坡稳定性典型断

面计算方式实际展开。计算时应按照以下工况为基准。首先，

取 10% 的洪水位设计作为外河水位的参数值，对背水侧堤

坡稳定性展开计算，在堤坡内选择低脚池塘为最高水位。若

洪水位逐渐降低，达到坡脚位置，则需要对迎水侧的稳定性

展开计算。在本次计算中，利用必肖普法所计算得到的结果

如表 1。

基于标准状态下要求具有 1.10 以上的五级抗滑稳定系

数，而根据该表中的数据发现，其均具有 1.10 以上的安全

系数表现，则能够充分适应抗滑稳定要求。

3. 设计防渗加固

3.1 堤身、堤基设计防渗加固

根据黄岗堤坝的稳流运行参数以及险情危险程度展开

计算分析，在本次工程中，包括三段以上总长度达到 1500m

的堤坝，存在着一定的安全性不足问题，其中存在明显渗漏

可能，因此应对其展开及时有效的处理。

3.1.1 堤身堤基防渗处理预设

针对现状堤身堤基存在的问题，考虑当地建材，处理

方案的适用条件、类似工程经验等诸因素，本次设计选取两

种方案进行比选。具体如下说明：

①方案设计

针对于当前阶段内堤坝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则应对建

材施工、技术条件等因素加以合理选择。设计出不同方案进

行对比，分析其最佳经济性与安全性表现。首先则是在方案

一中选择粘土斜墙低深防渗与射水法造砼防渗技术相结合

的施工方案，在该防汛处理方案当中，利用粘土斜墙，按照

堤坝顶端高层进行设计，具有 1.5m 的水平顶宽度，要求按

照超过水头 1/4 参数对斜墙厚度加以控制。深入 1.0m 以上

的堤基内部并创建 1：2.5 的粘土斜墙迎水坡比，另一侧按

照 1：2 开挖边坡，可适当提高坡度陡峭角度，并在上游堤

脚位置挖掘截水槽。

并利用射水法造砼方式在堤基位置展开防渗处理，搭

接粘土斜墙设计顶端高层为堤脚高层。

而方案二则是直接使用射水造砼法对堤坝展开防渗处

理，要求沿堤坝顶端设置防渗墙，并要求符合完成设计后的

堤轴线或现有堤顶上游侧，墙顶高程为设计水位 +0.5m 以上，

墙底伸入基岩面 0.5m。

②方案比较

本次设计以 8+850~9+650 为例，在桩号 8+850~9+650

堤段方案一比方案二可节省工程造价 40.16 万元，且考虑到

部分堤段需堤身达标及对堤顶交通影响大，经过对比上述两

种方案发现，综合安全性、经济性以及技术等手段，可对方

案一加以选择。

3.1.2 设计堤身黏土斜墙

设 计 干 密 度： =1.46g/

cm3，(m 为施工条件系数，取 m=0.91)；设计最优含水量：

Wop =Wop = 24.2%；设计渗透系数：K ≤ 1.0×10-5cm/s。

3.1.3 堤基防渗处理设计

（1）堤基防渗处理方案

图 1 粘土斜墙堤身防渗结合射水法造砼防渗墙堤基防渗方案典型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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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堤身堤基防渗堤段

本 工 程 需 进 行 堤 身 堤 基 防 渗 的 堤 段 ( 桩

6+050 ～ 6+150，8+850 ～ 9+650，12+150 ～ 12+750)，根据

前节堤身堤基防渗处理方案比选结果，堤基防渗选用射水法

造砼防渗墙工艺。

②单纯堤基防渗堤段

对于单纯仅需堤基防渗的堤段 ( 桩号 13+500 ～ 13+900)，

结合填塘固基，本次拟选用垂直防渗法 ( 射水法造砼防渗墙 )

和水平压盖法进行方案比较 ( 以桩号 13+650 为例 )。方案布

置如下：

方案一：垂直防渗法

防渗墙沿外堤脚布置，墙顶与堤脚地面平齐，墙底伸

入基岩面 0.5m。防渗墙墙体厚度为 22cm。

方案二：水平压盖方案

根据渗流计算求得的堤内表层弱透水层承压水头计算盖

重的宽度与厚度 [4]，经计算盖重厚度为 1.5m，宽度为 50m。

经过对比发现，方案一 ( 射水法造砼防渗墙 ) 比方案二

（水平压盖法）可节约工程造价 42.08 万元，水平压盖法需

要更多的工程占地，对大江大河堤基处理，射水法造砼防渗

墙比水平压盖更能有效截断渗透水流，防渗效果更明显，故

选取方案一。

（2）射水法造砼防渗墙

设计中用哪个根据地形地质条件，考虑施工场地布置

等因素，由于堤外脚有开阔滩地，便于施工场地布置，防渗

墙沿外堤脚布置，墙顶高程与堤脚地面齐平，墙顶与粘土斜

墙截水墙相接或设置宽 4.0m、厚 0.5m 宽的粘土铺盖 [5]，墙

底伸入基岩面以下 0.5m。

②防渗墙厚度确定

防渗墙厚度按下式估算：t=H/[J] 

式中：H—最大作用水头，m；

            [J]—砼防渗墙允许坡降；

结合实际情况而言，要求设计为 20cm 以下的墙体厚

度，且考虑到工艺要求以及精度保障性等因素，则最终确定

22cm 厚度的防渗墙。

3.2 计算加固后渗流稳定性

结合上述工况研究，堤坝完成加固后的渗流稳定性参

数，分析防渗墙具有 1×10-6cm/s 的渗透系数，则其他渗透

参数与加固前一致，则经过计算后发现，当处于洪水期时，

堤坝本身也能够处于良好的水平渗透坡降参数范围内，具有

良好的堤坡稳定性表现，并降低了浸润性，能够形成更加稳

定的堤坡状态。

4. 结语

文章针对樟树市蒙河黄岗堤存在堤身堤基渗漏的险情，

选取粘土斜墙结合射水法造砼防渗墙做为堤基堤身防渗处

理方案，通过对加固后的堤身进行渗流计算分析，结果显示

加固后堤身浸润线有所降低，各土层最大水平渗透坡降均小

于允许值，满足渗流要求，选取粘土斜墙结合射水法造砼防

渗墙做为堤身堤基防渗处理方案是较为合理，文章具有一定

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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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射水法造砼防渗墙堤基防渗方案典型断面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