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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屏一级水电站左岸抗力体基础处理洞室群围岩稳定性分析

王胜1，黄润秋1，祝华平2
(1．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成都610059；2．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

测设计研究院，四川成都610072)

摘要：通过对锦屏一级水电站左岸抗力体五层洞室岩体结构特征详细调查，采用水电围岩分类的方法对抗力体

洞室进行围岩分类。分类结果表明：抗力体洞室围岩以Ⅲ2类围岩居多，占了50％左右，其次为Ⅳ类，占36％左右，

Ⅲl和V类围岩所占比例较少。通过对洞事施工开挖失稳破坏现象的调查研究，分析了洞室失稳破坏的机制及破

坏形式，认为围岩主要的破坏形式为弱面控制型的块体滑移塌落。对洞事监测资料的分析结果表明，在目前的支

护条件下，总体监测未见异常，整体上基础处理洞室监测状态稳定。但凡、凡：一，断层及煌斑岩脉等软弱部位应力

及变形缓慢增加，需要加强监测。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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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糟ct：By the detailed su九rey on the stllJcture features of left bank resisting rock 0f Jinping—I hydmpower，resis“ng

rock chambers were classified埘th surmunding mck classification．50％resis“ng rock charrIbers belong toⅢ2，about 36％

beIong toⅣ，and the rest belong t0ⅢI and V． By the study on excavating destabiIiza“on，anajysis was made on the sta．

bil“y-loosing mechanism and the def0肿ation pattem． Weak-plane—contmlling block—iding and coIlapsing were thougIlt to

be the main defo肌a“on pattem．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n the chamber monitoring data，no eVide9ce showed蛐y abnor-

叫；but defornlation“凡，凡2—9 faults and lampmphyre dyke were slowly occurred．The p印er put forward the constnJc—

tion pm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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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地下洞室开挖后，在卸荷回弹、应力重分布及水

分的重分布作用下，围岩的性状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如果围岩岩体承受不了回弹应力或重分布的应力的

作用，围岩将发生塑性变形或破坏⋯。在国内外由

于地下洞室围岩失稳而造成的事故为数甚多。为了

保证工程安全，必须了解和掌握地下洞室围岩的应

力状态，变形破坏机制和分析评价围岩稳定性，为正

确解决地下建筑的设计和施工中的各类问题提供充

分可靠的地质依据。

锦屏一级水电站左岸抗力体主要为建基面以里

Ⅱ1～I线之间一定深度范围内的岩体，其工程地质

条件复杂，主要的软弱结构面有凡、以、只：．。断层、

煌斑岩脉、深部裂缝及低波速岩带、层间挤压带等，

这些软弱结构面对坝体受力状态和变形稳定等均会

产生较大影响。根据拱坝左岸工程地质条件，采用

混凝土垫座置换、软弱结构面混凝土置换网格、抗剪

传力洞及固结灌浆等对左岸抗力体进行基础处理。

基础处理分1885、1829、1785、1730、1670 m高程五

层布置，每层布置有施工主通道、施工次通道、帷幕

灌浆洞、坝基排水洞、固结灌浆洞、排水洞、抗剪传力

洞(兼固结灌浆洞)以及几断层、煌斑岩脉的网格置

换洞，于是在抗力体部位形成了庞大的基础处理洞

室群。施工期洞室群的围岩稳定性问题突出，需要

对其进行围岩稳定性分析。目前抗力体部位洞群开

挖完成，根据开挖洞室及部分洞室底板揭示的地质

条件，对左岸抗力体洞室群围岩稳定性进行分析。

1 抗力体工程地质条件

该水电站坝址位于普斯罗沟与手爬沟间1．5

km长的河段上，河流流向约N25。E，河道顺直而狭

窄，谷宽约410 m。坝区两岸山体雄厚，谷坡陡峻，

基岩裸露，相对高差千余米，为典型的深切V形谷。

岩层走向与河流流向基本一致，左岸为反向坡、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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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顺向坡。

左岸无大的深切冲沟，1820—1900 m高程以下

大理岩出露段，地形完整，坡度550一700；以上砂板

岩出露段坡度350一45。，地形完整性较差，呈山梁

与浅沟相间的微地貌特征旧J。

左岸抗力体范围内出露的基岩为：

(1)中上三叠统杂谷脑组第二段(T2碰2)大理

岩，总厚度约600 m，分布于1820 m高程以下，按岩

性细分为8层，左岸抗力体涉及第4—8层大理岩；

(2)中上三叠统杂谷脑组第三段(T：地3)砂板

岩，出露于1820～2300 m高程间，厚度约400 m，按

岩性细分为6层，l、3、5层为粉砂质板岩，薄层状，

2、4、6层为变质砂岩，厚一巨厚层状，左岸抗力体涉

及l、3层粉砂质板岩和2层变质砂岩；

(3)煌斑岩脉(X)，一般厚2—3 m，局部达7 m，

产状N500一700E，SE[600～800，分布于左岸坝基

及抗力体内，在1680 m高程以上普遍弱一强风化，

1680 m高程以下多微风化一新鲜旧J。

研究区地质构造复杂，受区域构造应力影响，抗

力体内断层较发育。其中NNE—NE向最为发育，且

断层规模较大，主要发育以、只、疋断层。NEE—Ew

向断层也有一定发育，主要有左岸坝头的如一。断层。
受构造作用影响，岩体中层间挤压带及裂隙发

育，层间挤压在空间分布上受层位岩性控制明显，主

要发育在第二段T2域2‘6’层大理岩和第三段砂板岩

中。裂隙主要发育5组优势裂隙，各高程裂隙发育

情况有所差异。①N150～80。E，Nw[25。～450，层

面裂隙；②N500～70。E，SE￡50。一800；③近SN—

N300E，SE￡600一80。；④N60。W～EW，NE(SW)或

S(N)￡600一800；⑤N300～50。W，NE[60。一800。

抗力体总体上具有卸荷深度大，卸荷裂隙张开

宽，卸荷类型较复杂等特点。既有浅表常规卸荷，又

有深部卸荷。表1为卸荷带深度表旧J。

表1 抗力体卸荷带深度表

左岸岩体内地下水位低平，与江水位基本一致。

抗力体内地下水不发育，大多洞段干燥。局部沿凡

断层、煌斑岩脉及第④组裂隙渗水、滴水。

定量综合评价的方法，通过查明围岩的地层岩性、岩

体强度特征、结构完整性、结构面的主要性状与方

位、地下水状况、地应力水平等多个因素，从而对围

岩的整体稳定性作出判别，进而为指导支护设计和

施工开挖提供较为合理的地质依据。根据左岸抗力

体洞室群岩体强度差异大、结构面较发育、地应力

高、地下水局部较活跃的特点，选择《水利水电工程

地质勘察规范》(DZ／T 0220—2006)建议的方法(简

称为水电围岩分类法)，对左岸抗力体洞室围岩进

行工程地质分类。

2．1 分类指标及评分标准

水电围岩分类是以控制围岩稳定的岩石强度、

岩体完整程度、结构面状态、地下水和主要结构面产

状5项因素之和的总评分为基本判据，围岩强度应

力比为限定判据而对地下洞室进行围岩分类的。

综合分析水电围岩分类的几个指标，影响围岩

稳定的因素首推岩体的完整程度，国内外众多的围

岩分类法，都十分强调结构面对岩体的分割和其性

状对岩体质量的恶化。岩体完整性系数腼是表征
岩体完整程度的定量指标，准确描述岩体完整性对

围岩分类具有重要意义。

该水电站左岸抗力体由于洞室埋深较大，声波

纵波速级差不明显，用声波计算的肌值不能准确

反映岩体的完整性。另外抗力体范围内声波主要测

试了单孔声波值，而对穿声波测试数据较少，无法达

到对岩体完整性进行评价的数据统计要求旧o。因

此主要采用岩石质量指标(尺QD)和岩体体积节理

数(．，v)，同时参考岩体块度指数(胎，)和岩体结构
类型来综合确定岩体完整性系数Kv的大小，它们

基本能够准确地反映岩体的完整程度。通过对抗力

体洞室地质编录及底板精测资料的分析，得到了抗

力体岩体完整性系数Kv取值表(见表2)。肌值确

定后，综合其它4个指标便可方便的采用水电围岩

分类的方法对各洞室进行围岩分类。

表2岩体完整性系数Kv取值表

妻篁童 岩体鼍警系数 RpD R肼 L 岩体结构
整程度 K

“⋯⋯‘ ” 9”1”

完整 K，>O．75 100一85 >45 <8 整体状

较完整 O．75≥K，>O．55 65—85 30～45 8～15块状一次块

完整性差0．55≥K，>0．35 45—65 15～30 15—20碎裂镶嵌

较破碎 O．35≥K，>O．15 25～45 <15 20～30 碎裂

破碎 K，<0．15 O一25 ／ >30 散体

2．2 围岩分类结果及分析

2洞室群围岩分类 采用水电围岩分类法，得到了抗力体五层开挖

围岩分类是对地下工程的岩体质量进行定性与 洞室围岩分类的结果。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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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层洞室围岩分布统计图(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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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抗力体五层洞室围岩分布统计

由图l可以看出：开挖的抗力体各洞室中，Ⅲ2

类围岩居多，占了50．4％，其次为Ⅳ类，所占比例为

36．1％，接下来是Ⅲ1类，所占比例为8．4％，V类围

岩最少，只占了5％左右。左岸抗力体所处地层条

件复杂，断层及煌斑岩脉等构造带发育，加之五组裂

隙相互切割，使左岸抗力体岩体质量差，并且由于风

化卸荷及地下水的影响，以及主要的结构面与洞身

的特定的组合关系，导致了抗力体洞室围岩稳定性

差。围岩主要类型为Ⅲ2类，其次为Ⅳ类，少量Ⅲ1

类及V类。可见，近60％围岩稳定性差，另外40％

左右围岩不稳定一极不稳定，Ⅳ类和V类主要集中

在以、凡、％一。断层、煌斑岩脉、松弛岩带及深部裂
缝等部位。需要及时采取喷锚支护等措施确保洞室

围岩稳定。在这些软弱带中，尤以凡断层和煌斑岩

脉的岩体质量问题最为突出，因此在抗力体部位

1670和1730 m高程布置了以断层置换洞，以及

1730、1785和1829 m高程布置了煌斑岩脉置换洞。

并且在置换洞之间布置了斜井。其目的是改善软弱

部位的岩体质量，提高抗力体洞群围岩稳定性，满足

拱坝对左岸抗力体的岩体质量要求。在置换洞的开

挖过程中，由于本身岩体质量差，在施工爆破影响

下，围岩稳定性问题突出，特别需要及时进行支护，

并且做好监测工作。

3块体稳定性分析

围岩岩体的变形和破坏的形式和特点，除与岩

体内的初始应力状态和洞形有关外，主要取决于围

岩的岩性和结构。围岩的稳定性问题主要是变形的

问题，但在洞室开挖过程中，各种形式的局部破坏也

经常发生，需要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并及时处理，防止

因局部的破坏导致洞室的整体失稳。围岩失稳破坏

的机制可归纳为围岩强度一应力控制型、软弱结构

面控制型和混合控制型3种基本类型¨驯。具体每

种类型包括多种破坏形式，不同的破坏形式对应于

不同岩质、岩体结构及力学机制。

该水电站左岸抗力体岩性主要是砂板岩和大理

岩以及局部的煌斑岩与绿片岩，在工程地质岩组一

定时，岩体内结构面类型、发育程度、张开充填情况、

岩块尺寸大小等岩体结构特征，就成了制约岩体力

学特性和影响岩体质量的关键因素。左岸抗力体岩

石建造类型复杂，层厚变化大；构造改造强烈，岩体

内不同类型的构造结构面发育；谷坡形成后由于地

应力释放，浅表一定范围内的岩体沿结构面松弛拉

裂张开明显，进一步降低了岩体的完整性。根据开

挖洞窒揭示地质资料的调查分析，综合原岩建造及

构造和浅表生改造结果，将抗力体岩体结构分为厚

层～块状结构、中厚层一次块状结构、互层状结构、

薄层状结构、块裂一镶嵌结构、块裂～碎裂结构、板

裂～碎裂结构和散体结构8种类型。根据抗力体基

础处理洞室群开挖过程中对大量围岩变形破坏及塌

方实例的调查、分析研究，认为抗力体围岩主要的破

坏形式为弱面控制型的块体滑移塌落，表现为围岩

中局部特定块体的稳定性问题。围岩出现局部失稳

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岩体中的软弱结构面与洞室的临

空面的不利组合所构成的不稳定性块体的掉落和塌

落所致。目前在地下洞室设计、锚喷支护技术规范、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中，规定必须对围岩进

行局部稳定性分析，当原设计不能满足稳定性要求

时，必须对不稳定块体进行局部加固。

在左岸抗力体基础处理洞群的开挖过程中，局

部洞段发生了掉块、滑塌等，如不及时采取措施，这

些局部部位的变形破坏就会发展，从而有可能对洞

室的整体稳定性产生较大的影响。在进行块体稳定

性分析过程中，在施工开挖后对左岸抗力体各洞室

进行详细施工地质编录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各结构

面的发育情况及其与洞室的关系，以及地下水等的

影响，初步确定了22个不稳定块体及其特征。概括

而言，主要是由于5组裂隙的某几组相互切割，加之

其它一些断层等结构面的影响，受施工开挖爆破影

响，容易在洞室顶拱和边墙形成不稳定块体，易沿陡

倾结构面产生滑塌、掉块等变形破坏。各种潜在的

不稳定块体在各层洞室中都存在，相比顶拱而言，洞

室边墙存在的不稳定块体更多。因此，为了保证工

程安全，需要在对块体的边界条件的确定、可动块体

的判别、块体几何参数的确定、块体的运动学分析的

基础上，得出块体的稳定性系数及其破坏模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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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应的围岩压力，从而为这些不稳定块体的支护

措施提出具体的方案。

4监测分析

随着现代测试技术和手段的进步，岩体及围岩

特性的监测已成为地下洞室围岩稳定性分析评价的

重要方法。通过布置位移和应力监测系统，以此获

得随洞室开挖及支护过程有关围岩稳定性及支护工

作状态的真实信息，通过分析评价围岩稳定性和支

护效果，为进一步有针对性的修改支护参数及后续

的开挖提供依据。这个过程可随开挖及支护的每一

循环，不断调整优化。这种动态的监控，既是对围岩

稳定性及支护效果的直接监测，又是一种信息化反

30．O

p
25·O

答20．o
型

瑚15．O

lO．0

33．O

26．0

p 22．0

捌

痞18．o
14．O

10．O

馈设计的方法M J。

左岸抗力体存在凡、凡、凡：一。断层和煌斑岩脉

等于洞室稳定不利的软弱结构面，洞室围岩稳定性

问题突出，因此，在基础处理洞室监测方面作了比较

全面的考虑，在软弱结构面或洞室交叉口等容易变

形破坏的部位设计布置了各种监测设施，主要包括

多点位移计、锚杆应力计、钢筋计、位错计等，形成了

一套较为完整的监测系统。尤其注重对只置换洞、

，42一。抗剪洞及煌斑岩置换洞的监测，达到了基础处

理洞室施工期监测的目的。图2为1670 m施工次

通道下游边墙桩号Ko+160布置的M41多点位移

计位移过程曲线，图3为对应的锚杆应力计应力变

化过程线∞J，旨在对凡断层进行监测。

7-27 9-5。10啪小冁蝌譬甲艚5轰6。11巡7_2l
R期／(年一月一日)

—_1—一l弓测点(距孔U 3．5m)——·一2号测点(趴孔口8．5m)——·一3号测点(距孔u 13．Om)

——*一孔口付移 -·×．·基胯温度

图2 1670 m施工次通道下游边墙Ko+160布置的M41多点位移计位移过程曲线

—-应力 一*一温度

图3 1670 m施工次通道下游边墙KO+160布置的R‘l锚杆应力计应力变化过程曲线

通过对截止2008年8月1日抗力体洞室各类

监测资料的综合分析”J，初步得到以下几方面认

识：

(1)1670 m高程：抗力体固结灌浆平洞各监测

部位物理量累计量值较小，通过E断层部位的多点

位移计M4l孔口位移呈波动变化，锚杆应力小幅调

整。总体来看监测部位围岩状态基本稳定。

(2)1730 m高程：1730 m—l号固结灌浆洞K0

+95多点位移计M47及锚杆应力计通过以断层，

旨在对，5断层变形和位移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

位移及变形都很小，孑L口位移仅为0．21 mm；布置于

下游边墙和顶拱的锚杆应力计R77和R‘8其应力值

分别为一2．2和一12．27 MPa。总体来看监测部位

围岩状态基本稳定。

(3)1785 m高程：1785 m施工次通道外侧壁K0

+130处的多点位移计M43位移持续上升，目前孔

口位移为15．19 mm，变化速率达到了0．042 mm／d，

变形持续进行，暂时没有收敛迹象，同部位的锚杆应

力计也表现为拉应力增加，目前应力值为127．68

MPa，位移与应力反映趋势基本一致，初步认为是与

目前边坡正进行开挖导致的岩体卸荷回弹有关，需

进一步加强监测。

(4)1829 m高程：1829 m施工次通道外侧壁Ko

+025处的M411孔口累计位移为8．77 mm，从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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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趋势看j位移持续缓慢增加，目前未见收敛，同

部位的R。ll锚杆应力计截止2008年8月1日累计

应力为132．43 MPa，应力变化速率为0．367 MPa／d，

应力一直持续增加，R7“应力与M411位移变化规

律基本一致。该部位煌斑岩脉穿过，监测结果表明

煌斑岩脉处于进一步变形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加强

监测。

(5)1834 m高程：该高程的监测仪器主要针对

凡：一。断层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表明，截止2008年7

月17日，M319号多点位移计3号测点位移值达到

了15．17 mm，同部位的锚杆应力计R。19应力值为

65．08 MPa，其余多点位移计各测点累计位移量比较

小，总体表现为缓慢位移增加，变化速率都很小。锚

杆应力计与位移计同断面布置，其中R315锚杆应力

计应力值较大，2号测点应力达到了54．69 MPa；

R720锚杆应力计应力值为一61．43 MPa，R724锚杆

应力计其应力值为83．08 MPa，其他锚杆应力计应

力值都比较小，表现为缓慢的应力增加。表明1834

m高程％一，断层处于缓慢变形之中，需要进一步加
强监测。

(6)监测结果表明，总体监测未见异常，物理量

变化与开挖施工岩体卸荷回弹有关，整体上基础处

理洞室监测状态稳定。

5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大量现场调查和已有成果综合分析基础

上∞娟J，结合锦屏一级水电站左岸抗力体基础处理

洞室工程实际，通过系统的分析研究工作，初步得到

以下几点认识。

(1)在详细的施工地质编录基础上，按照水电

围岩分类的方法，对锦屏一级水电站左岸抗力体五

层基础处理洞室群进行了围岩分类。分类结果表

明：在开挖的抗力体各洞室中，Ⅲ2类围岩居多，占

了50．4％，其次为Ⅳ类，所占比例为36．1％，Ⅲ1类

围岩较少，所占比例为8．4％，V类围岩最少，占了

5．1％。总体来讲，自然条件下围岩稳定性差，部分

洞室洞段围岩不稳定，比如以断层置换洞、煌斑岩

脉(x)置换洞和以：一，抗剪洞等，需及时跟进支护措

施，确保施工期洞室围岩稳定。

(2)通过对施工开挖洞室失稳破坏现象的详细

调查，分析了各种失稳破坏的机制及形式。认为抗

力体围岩主要的破坏形式为弱面控制型的块体滑移

塌落。通过对洞室典型块体稳定性分析，认为主要

是由于①、②、③、④裂隙的某几组相互切割，加之其

它一些断层等结构面的影响，受施工开挖爆破影响，

容易在洞室顶拱和边墙形成不稳定块体，易沿某些

结构面产生滑塌、掉块等破坏。但块体分布有限、规

模小，一般多小于10 m’，经处理后围岩稳定。

(3)对基础处理洞室监测资料进行了整理分

析，监测结果表明，在目前的支护条件下，总体监测

未见异常，整体上基础处理洞室监测状态稳定。但

几、如一。断层及煌斑岩脉等软弱部位应力及变形缓
慢增加，建议加强施工期的变形监测，及时修改和优

化支护措施。

(4)综合分析认为，对抗力体围岩稳定起控制

性作用的是凡、凡、％一，断层、煌斑岩脉、松弛岩带
及深部裂缝等Ⅳ类和V类围岩，块体稳定性问题是

局部问题，经及时支护后对洞室整体稳定性影响不

大。在软弱结构面特别是其交汇部位，容易产生应

力集中，形成塑性区，其长期变形对抗力体围岩稳定

不利，建议在此基础上进行数值模拟，根据围岩弹塑

性应力应变分析，地质力学模型试验、施工开挖期围

岩变形监测及弹性波速测试成果，结合洞室围岩地

质条件和已实施的支护措施，进一步对洞群围岩稳

定性及支护效果进行工程地质分析与预测，为支护

设计的优化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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