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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 了导致长江堤防崩岸的各种原 因
,

在 回顾现有各项治理崩岸的工程措施的基础上提出采用水泥固

化土工包防护江岸水下部分和挂网喷混凝土防护水上部分的 方案
。

崩岸 堤防

一
、

长江堤防崩岸的严峻形势

崩岸是长江堤防重大隐患之一
。

据

调查
,

长江中下游总计有 15 00 公里堤防

的外滩存在崩塌的问题
。

下面是江岸崩

塌的一些典型事例
:

1 990 年 1月 3 日和 1月 8 日
,

江西省马湖

地区发生两次江岸滑坡
,

滑坡体长 12 0 0 n l ,

宽 2 0( 卜 1 ,

总量达 500 万耐
,

24 人死亡
。

1 9 9 4 年6 月 1 1 日
,

湖北省咸宁大堤北

门 口 近百公里堤段回退 4 0 0 m
,

最大 回退

速率达 5 5 n口 h
,

199 8年 10 月 1 4 日再次发

生 3小时内回退 10 0 n l的险情
。

位于洞庭湖人 口处 的荆江门河岸每

年以 3 0一 5 0m左右的速率后退
。

而长江此

段距洞庭 湖仅 l
.

kZ m
,

如不 及时 防护
,

长江将在下世纪直接从此流人洞 庭湖
,

将给社会造成重大生态和经济冲击
。

二
、

崩岸机理探讨

崩岸一般有
“

窝崩
”

和
“

片崩
”

两种
。

堤岸破坏是河流淘刷
、

堤岸崩塌交替作

用反复循环的一个过程
。

土体中坡脚被

冲掉后
,

其余部分塌人河 中
,

江水继续破

坏暂存的岸滩使堤防节节后退
。

长江岸坡崩塌的原 因主要可归结 为

以下儿点
:

1
.

坡崩塌多发生于枯水期
,

此时水位

降落
,

岸坡内未消散的孔 隙水压力形成

触发滑坡的渗透力
。

江岸堤 防多 由河岸

天然沉积粉细砂和壤土组成
,

此类正常

固结 土的容重低
、

压缩性大
、

渗透系数

小
,

不排水抗剪强度通常低于 .0 04 M aP
,

一旦江水位降落
,

坡外水压力消失
,

土体

极易失稳
。

2
.

江水淘刷坡 脚
,

导致上 部边坡崩

滑
。

从 目前水下地形探测资料分析
,

靠

近岸坡的河床边坡在 :1 1至 1:4 之 间
。

大

部分坡脚地形并不很陡
,

但这部分岸坡

长期处于水下
,

是以粉细砂为主的天然

沉积物
,

强度指标极低
,

基本上没有抗

滑阻力
,

抗冲刷能力也极低
。

在迎流顶

冲部位和水位浮动区
,

水流不断地冲蚀

淘空坡脚
,

岸坡失稳
,

造成上部崩塌
。

3
.

暴雨使近坡面部分土体负孔压消

失
,

成为滑坡的触发因素
。

根据现代土力

学知识
,

像长江岸坡那样的土体
,

堤 内相

当范围的土处于充分饱和状态
,

但靠近

坡面 l m左右范 围为非饱和区
,

这部分土

体 内存在负孔隙水压力
。

土坡往往在这

部分负压的帮助下暂时保持稳定
,

一旦

雨水渗人
,

使这部分土体的负压消失
,

即

发生滑坡
。

.4波浪动水压力
。

崩岸常发生于弯道

水流顶冲段
。

堤岸长期承受波浪作用
,

堤

内部分受拉
,

可能也是崩岸的原因之一
。

三
、

治理岸坡崩塌的工程措施分析

1
.

水下部分岸坡治理措施

水下工程措施主要 目的是防止坡脚

冲刷
,

主要有以下几种
。

( l) 抛石
。

用船运送石料抛投人塌崩

地段
。

对石料中细颗料含量需作出严格

要求
。

抛石方案存在以下缺点
:

抛石方量极大
,

每延米江岸抛 1 0 0 ~

150 耐高质量 的大块石
。

据统计
,

截至

199 2年
,

长江干 堤 为防护 江岸 已 抛石

7以洲)万耐
,

如按每立方米 75 元计
,

耗资已

达 5 2亿元
。

抛石体 本身不 是一个稳定 的结 构
。

由于未经加密
,

水流在抛石 中流速仍较

大
,

极易将被保护的江岸土体淘走
,

导致

结构失稳
。

因此国外的施工工艺均要求

在抛石体和被保护的堤岸之间加铺一层

土工布
。

但在水深流急的长江
,

实施这一

工艺尚有一定难度
。

由于抛石是一项水下随机性的施工

方法
,

在实际施工 中对其数量和质量均

难于控制
,

实施严格的监理和监督十分

困难
。

(2 ) 水下混凝土预制块沉排和水下模

袋混凝土
。

将土工织 物制成 口 袋状的模

板
,

在袋中灌注混凝土
,

形成水下堤防

和护面
,

可以防止水流 冲刷岸坡
。

另一

作法是在水 下铺设纹链混凝土预制块
。

这些技术在水上和水下较低流速条件下

均有成功 的实例
,

但在深水和流速大于

l m的动水条件下施工
,

尚处于试验阶段
。

( 3 ) 土工包 (G
e o 一 e o n t a in e

)r 技 术
。

这项技术始于荷兰
。

将河滩的淤积土通

过抓斗
、

反铲或挖泥船放在一个预先设

有土工布的开底船中
,

然后将土工布缝

起来形成一个大包
。

开底船行至指定地

点后将土工包抛人江 中
。

每一个土工包

的容量可达2 40
一 l以x 〕m 3。

这一方案具有就地取材
、

生产规模

大的优点
。

由于土工包体积大
,

易于形成

稳定结构
,

不被江水 冲走
。

在长江中使用这一技术
,

尚有以 下

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

长江航道行船频繁
,

随处抛锚
。

土工

包一旦被扎破
,

包内砂石流走
,

即失效
。

在 1500 公里 的 长江 崩岸 段
,

已 有

13 00 公里进行了不 同程度 的抛石 加固
,

在此基础上再抛这样的大包
,

土工布如

被已抛的石头扎破
,

同样会因砂石流失

而失效
。

目前对土工布的长期有效性尚无较

可靠的论证
,

而土工布一旦老化
,

土工包

也就会失效
。

(4) 水泥固化土
。

日本关盛公司开发

的水泥 固化搅拌船是一个水上工厂
。

船

上有四个散装水泥罐
,

一个挖土机
,

一

个水泥浆处理 中心 和一个淤泥处理 中

心
。

将两个中心处理的浆液混合搅拌后

通 过一个 压力 达 70k g/
C

时的泵 传 输 到

s oo m范围内的任一加固点
。

形成土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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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层具有 防冲
、

防渗能 力的保护层
。

所形成 的固化 土强度 可达 1k0 留
cm

Z。

整

个生产系统用 G PS
、

声纳测深等手段保

证施工 点准 确定 位 (水平误差不超过

IOc m )
。

其生产效率达 6 0 ) 11 3 / 11
。
由于水

泥土存在一个固化过程
,

因此基本上不

适于在流速超过 I l n / s的条件下水下施工
。

因此这项技术无法在像长江那样 的江河

中单独使用
。

2
.

水上部分岸坡治理措施

水上部分
,

指在枯水位 以上部分的

江岸
。

由于不需要水下施工
,

因此
,

治理

措施主要为表面护坡
,

主要有两类
:

( l) 干砌类
。

包括块石或混凝土预制

件
。

这是一种传统的防止江水和雨水冲

刷岸坡的手段
,

近年国外开发 了 自锁型

混凝土块
。

(2 )现浇混凝土护面
。

在经过仔细修

整的坡面上浇筑 10
c m厚的混凝土

,

混凝

土内配筋
,

下铺 c3 m厚粉细砂垫层与土工

布相接
。

为防止混凝土浇筑时桨液漏人

粉细砂层
,

还铺有塑料膜
。

混凝土板内按

一定间距留排水管以利砂垫层中的水排

向坡外
。

上述两种枯水位以 上部分的防护工

程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护面和堤面之间的

反滤沙垫层易被风浪淘刷
,

从而导致整

个结构的损坏
。

四
、

建议

1
.

水下部分岸坡治理措施

建议将荷兰的土木工技术和 日本的

水泥固化土技术结合起来
,

也就是将河

滩淤泥经过关盛公司的水泥 固化技术处

理后再放人荷兰 iN co ol n
公 司的土工包开

底船中
,

同样经过打包处理后抛人江 中
。

采用这样的方法
,

前述 的土工包在长江

应用存在的三个问题均得到 了解决
。

固

化后的土既不怕抛锚
,

也不会因其外包

的土工布破损而导致整体失效
。

水泥 固

化土不适于在具有流速 的条件下水下施

工的弱点恰好通过打包予以 克服
。

此方案可以 为江岸贴上一层具有一

定强度和防冲能力的外坡
。

具有施工强

度高
、

生产工艺先进
、

质量易于保证等优

点
。

同时
,

清淤固堤
,

一举两得
,

使江河的

治理走上 良性循环的道路
。

2
.

水上部分岸坡治理措施

近年来
,

边坡工程和土方工程中形成

了 一套 以土工合成材料和土锚钉为加固

材料的行之有效的加固技术
。

在此基础

上
,

我们提出如下一个对岸坡进行综合加

固的方案
。

这一方案的主体是厚 sc m的喷

混凝土和长 6一 10I n
的土锚钉

。

同时按一定

间距 布置插人岸 坡 内的 长 4 111
左 右 的

司 OC m排水管
。

这一方案的要点是用排水

管来代替砂垫层
,

喷混凝土具有施工速度

快
、

对地形适应性强的优点
,

同时土锚钉

挂网喷混凝土对边坡整体起加固作用
。

五
、

结论

急需开展对崩岸机理的研究
,

在此

基础上采用有效的工程措施
。

本文提出

的方案
,

考虑 了
“

清淤固堤
”

的方针
,

提出

水上和水下兼顾
、

排水和加固兼顾的思

路
,

尽管也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验证

和完善
,

但可 引起同行的重视和讨论
,

为

我国江河堤防的治理开辟出一条新的路

子
。

.

(作者单位
: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

资任编辑 岳梦华

劳务分包工程施工中的索赔
口 刘宪勋

索赔工作是工程承包合同管理工作

中的一项重要 内容
,

索赔是否成功也是

衡量工程合 同管理成功 与否 的重要 因

素
。

对于国际工程承包施工管理来说
,

索

赔是维护施工合同双方合法利益的一项

根本性管理措施
。

小浪底水利枢纽进水塔工程是中国

水利水 电第 十四工程局于 19 9 6年 9月 以

劳务分包的形式从外国承包商手中分包

的工程
,

施工 中的索赔与反索赔是在承

包商和分包商 (我方 ) 之间进行 的
。

该

工程开工 以来
,

承包商从施工中的材料

浪费
、

施工机具损坏
、

安全措施
、

工程

质量等方面向我方进行索赔
。

我方也在

工作 的实践中
,

逐渐学到许 多东西
。

截

至 19 9 8年 12 月底
,

我方根据许多事件向

承包商发出 了 27 6份 文件
,

其中
,

索赔

文件 1 16 份
,

反索赔文件 7 6份
,

索赔意 向

性文件 4 8份
,

索赔金额 19 0多万元人 民

币
。

1 9 9 8年底
,

承包商向我方提出
,

从该

工程开工到 19 98 年 7月期 间双方的索赔

相互抵消
。

通过近 3年 的工作 实践
,

我们感到

工程索赔 的工作 重点是索赔证据 的取

得
、

索赔资料的整 理和 索赔文件的编

写
。

一
、

索赔证据的取得

要取得索赔证据
,

应对施工现场进

行全面了解并搜集相关的资料
。

索赔资

料搜集工作 的重点在施工现场发生的各

种异常情况记录上
,

这是索赔的有力证

据
。

一是要做好承包商所指定的各种 日

报表 ; 二是异常工作情况记录要求做到

时间准确无误
,

受影响的工作情况清楚

明了
。

对每次发生的事件
,

均写出备忘录

交给承包商现场工长签字
。

二
、

索赔资料的整理

对搜集 到 的有关 资 料进行分析 整

理
。

在承包商向我方提出索赔时
,

我们要

通过搜集到的有关资料
,

找出索赔事件

发生的具体原因
,

对其进行分析和驳斥
,

将承包商的索赔减 到最低程度
。

同时我

方也根据事件发生 的具体情况
,

向承包

商进行反索赔
。

三
、

索赔文件的编写

索赔文件的编写一般是按照索赔事

件的发生
、

发展
、

处理及事件的最后解决

过程进行编写的
。

在索赔文件编写时应

注意
: 1

.

在论述索赔事件过程 中造成损失

时要 明确指出文件所附证据
、

资料的名

称及编号 ; .2 在引用索赔事件中发生的各

种事实条件时
,

要尽量做到详细
、

准确地

把所有证据和盘托出
,

使对方对事件有

详细 了解 ; 3
.

在论述索赔理由时
,

引用合

同有关条款要做到准确并具有说服力
,

最好是原文引用
,

所 引用的合同文本都

应与索赔事件相对应
。

.

(作者单位
:
中国 水利水 电第十四 工程

局 ) 贵任编辑 韦凤年

中国水利 2侧x〕
.

2 2 9



CI H NA V甘A E T R RE SO U R CE S

NO
.

2 20 0 0

A b s ta r tCa s n d Ke yw
o rd s

M u l t l一 o bie o tie v加 e v lo Pm e n to fy D 6kM a a ng e m e nI t n·

fo rm a t lo n Sy a te m

W a ng M i ng z ho ng G a o Ru i hu M a Jia ng m i ng

LU JU a n

Ci ha nI n s ti tu te o fW a te r Re o su re e sa ny d H do r Pow
e r Re

-

e a S rC h
,

B e ilin g
,

100 0 44

A b at ar 以 : W it h m o r e a n d m o re a e h ie v e m e n t s g a in e d in

s e ie n e e a n d te e hn o lo g y
,

be y o n d th e m aj o r fu n e tio n of f lo o d

f ig h tin g a n d P re v e n t io n , r iv e r dy ke s w ill P la y im Po rt a n t or le

in f }oo d e o n tor l a n d flo o d ris k m a n a g e m e n t g ra d u a lly
.

5 0 ,

In f o rm at io n m a n a g e m e n t s y at e m fo r r iv e r dy k e s 15 t h e f u n
·

d a m e n ta l in s t a llat io n of th e fo llo w in g r iv e r dy k e s e o n at r u e -

t io n ,

w ill b e t he im Po rt a n t Pa rt of w at e r e o n s e vr a n c y in of r·

m at io n n e tw o r k a n d t h e m aj o r e o m Po n e n t in Po liyC
一m a k in g

s y st e m fo r r iv e r f lo od f igh tin g
,

ha z a dr er d u Ct io n a n d e
-

m e r g e n c y m a n a g e m e n t
.

W e ta k e th e J in m a Riv e r S e e t io n

o f M in R iv e r ,

w h ie h 15 a v e yr im Po rt a n t s e e tio n of e m
-

b a n k m e n t u Pat r e a m of Y a n gt z e Riv e r ,

fo r a s a m Ple
.

B a s e d

o n th e fe a t u re s of r iv e r dy k e s in f o r m at io n a n d t h e re q u ir e
·

m e n t fo r th e u s a g e a n d m a n a g e m e n t by o ff ie ia l d e Pa rt
-

m e n t s Of Wat e r COn s e vr a n e y
,

w e in tor d u e e M a P In of s oft
-

w a r e a s o u r b a s iC G IS P 18tt o rm fo r t h e d ve e lo Pm e n t of

In fo r m at io n M a n a g e m e n t S y st e m fo r J in m a r iV e r d y k e s
.

In

t h e dve e lo Pm e n t of t h is s y st e m
, o bj e Ct 一 o r ie n te d a n a ly s is

m e th o d 15 u s e d f o r t h e f ar m e w o rk d e s ig n of t h e e n t i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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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n a g e m e n t of e m b a n km e n t w o rk s ,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f loo d

ris k
, a n d e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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