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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化水电站二期导流工程截流前
,

导流明渠基本堵塞
,

靠人力及机械清淤无法按时实现截流
。

经过分析研究
,

采用主河槽预抛方案提高上游水位
,

使导流明渠水流速由 1
.

o m s/ 逐渐增大到 3
.

25 m s/
,

在 17 天内冲走 25
.

2 万

m 3

淤积泥砂
,

实现了按计划截流
。

关镇词 大化水电站 起动流速 导流明渠 泥沙运动 冲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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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广西红水河水深流急
,

流量大
,

流量变差与水位

变幅都很大
。

同时
,

红水河含泥沙量较大
,

平均含砂

量 。
.

76 k g /m
, ,

最大含砂量 8
.

96 k g / m
3 ,

年平均输砂

量 4 5 90 万 t
,

百分之九十以上集中在 5一 9 月
,

由于

输沙量大
,

给导流工程带来了人力和机械设备所无法

解决的困难
。

大化水电站厂房上游进水渠长 370 m
,

底宽 60 ~

1 2 o m
,

底部为复式断面
,

高程 1 1 8一 1 2 o m
,

底坡为

0 ;
下游尾水渠宽 60 ~ 1 10 m 底部高程 1 15 m

,

底坡为

o
。

1 9 8 0 年 9 月厂房上下游淤积量已达 25
.

2 万 m
, ,

淤

深 2~ 16 m
,

严重影响 1 9 8 0 年 n 月按工程进度进行

截流
。

经过分析研究
,

采取提高预抛高程
,

童高上游

水位
,

增大流道流速
,

利用水流自然
“
拉淤

” ,

收到

了
“

水落石出
”
的明显效果

,

实现了按计划截流
。

2
.

1

二期导截流流道淤积

红水河泥沙特性

历年红水 河沙的细度模数均在 1
.

17 ~ 2
.

36 范

最大细度模数 2
.

36
,

最小细度模数 1
.

1 7
,

见图

泥沙的沉降与淤积

粒径为 D 的泥沙在静水中因受重力 W 的作用而

,

2
围10.2

下沉
:

. 、

兀刀
3

W 一 ( .r 一 / )

—6
1 9 94 一 0 4一 0 8 收稿

。

1 9 94
一

0 8
一 0 3 修回

。

在下沉的过程中
,

要受到水流的阻力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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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 泥沙报粒的运动速度

c 。

— 阻力系数

几

— 泥沙的容 t

y

— 水的容 t

在下沉的开始
,

球体的运动速度较小
,

重力大于

阻力
,

圆球以加速度前进
,

球体所承受的阻力在行进

中不断加大
,

经过一定距离以后
,

阻力大到和盆力相

等
,

此后球体即以等速运动向下沉降
.

所谓物体的沉

速
,

一般都是指达到等速运动以后的下沉邃度
.

泥沙在水流中能否称定下沉与水流的甘诺数有

农 1 引水拐水流 . 带橄特性

很大关系
,

当公诺数小于 0
.

1 时
,

具有一定回度的沙

粒不论什么样的起始方位开始下沉都能保持已有方

位稼定下沉
,

在高甘诺数时
,

顺粒摆动打转
,

不能保

持固定方位下沉
,

在中等誉诺数时
,

颗粒常摆动
,

直

到最大断面面积与沉降方向垂直为止
.

斯特林厄姆等

人在不同粘度的流体中进行了沉降试脸
,

试验表明扁

球体沙粒在试脸的雷诺数范围 ( 10 ~ 10 ,
)内都能稳定

下沉
,

仅个别扁球打滚成轻徽摆动
,

当霄诺数 尺 <

4 0 0
,

沙粒稼定下沉 , eR = 4 00 ~ 800 范田内沙粒下沉

时在一垂直平面内摆动 . R
.

> 800 时更增加了水平方

向的摆动下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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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红水河沙筛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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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水电站于 1 9 7 9年~ 1 9 8。 年枯水期
,

二期导流所

需的引水渠
、

厂房及尾水渠施工都已达到截流所要求

的工程面貌
。

引水渠
、

厂房及尾水渠形成了一条畅通

的流道
,

具备了截流条件
.

但根据 1 9 8。 年 4 月 26 日

~ 9 月 6 日
,

1 8 次测试其雷诺数最低 3 98
,

最高 804
,

渠内流速又小于泥沙颗粒的起动流速
,

逐渐沉积大量

泥沙 (见表 l)
。

对于天然泥沙来说
,

若能测量出它们的长
、

中
、

短三轴直径
a 、

b
、 `
则同样可以通过实验建立起些直

径的比值与沉速
v 之间的关系

。

吉良八部 旧 ) 曾进

行了大量试验得如下关系式
:

式中
: V沉

— 泥沙颗粒的沉降速度 c( m / s )

g

— 重力加速度 9 8 1 e m / s ,

D

— 泥沙颗粒有效直径 c( m )

v

— 水的运动粘系数 k
, ,

h : ( e m , / s )

根据红水河沙筛分曲线第 1~ 4 组成果
,

取平均

粒径的平均值计算取
:

D = 0
.

0 3 0 2 e m

V = 0
.

1 1 e m Z/ s ;

g = 9 8 1 e m / s , .

二 2
.

6 5

= l
。

O

v 二 = 一5 ( a / e ) 一去(
。 , ` )

` b/ ( z )

吉良八郎以瘦长度 a/
`
代表颗粒形状

. 以

选鲁比系数
: h ; 一 2 .棍 = 3

代入 ( 4 ) 式得
:
V沉 = 0

·

7 4 e m /s

红水河泥沙粒径按温特
.

沃思分类并参照红河沙

筛分曲线
,

选取最大粒径为 4
~

,

代入 ( 3) 式得
:

D = ( 6a 加 / 二 ) ` / 3 ( 3 )
V 沉 == 1 9

.

1 9 e m /
s

代表颗粒的有效直径
,

这一直径与同体积球体的

直径十分接近
.

按 ( 1) 式计算泥沙的沉速浦要 t 出泥沙报粒的

长
、

中
、

短三轴直径
a 、

b
、 。
有很多不变之处

。

国内

外的学者同试图建立球体的沉速公式一样
,

也有不少

研究工作者对泥沙沉速的数学表达式进行了研究
,

奋

比和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已得到如下的沉速公式 .

乙
ó

D (g
ró

月啥工苍n

+
V一D凡一凡V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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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计算未计泥沙的絮团影响得红水河大化水

电站坝址地区泥沙平均粒径的沉速为 0
.

74 c m /
。 ,

最

大粒径的沉速为 19
.

1 9 c m s/
。

厂房上下游围堰折除后上游引水集可淤积面积

1
.

35 万 m , ,

厂房内可淤面积 。
.

85 万 m Z ,

尾水集可淤

面积 .2 3 万 m , ,

总计可淤面积 4
.

5 万 m , .

在天然分

流条件下
,

上述部位泥沙以 0
.

7 4 。m /
。~ 1 9

.

19 。 m /。

沉降淤积着
.

于 1 980 年 7 月下旬及均 月上旬二次用

回声测深仪对二期导截流流道进行测 t
,

情况见表

2
.

淤积情况严!
.

二期导截流流道堵塞已成为 19 80

年 10 月下旬能否按时截流的控制因素
。

6 9



3 清淤与冲淤

. 3 1 机械清淤

3
.

1
.

1 气动泵
:

是 70 年代由意大利引进 的新技术
,

1 艘气动泵挖泥船配 3 艘 40 m
,

开底船在上游引水

渠清淤估计最高月产量 10 00 o m
, 。

表 2 导流流道实测淤积情况

T a l b e Z

Ch a n n e l

O n t h e s P o t d e t e r m in e d s e id m e n t o f t h e d i v e sr i o n

1 9 8 0年 9 月初

E a r ly eS p t
· ,

1 9 8 0

项 目

E
n t r y

1 9 8 0 年 7 月下旬

L a t e J u l y
,

1 9 8 0

累计淤积
C

u m u
l
a t i v e

s e d im e n t

( m 3 )

最大厚度
M

a x im u m
t h i

e k n e s s

( m )

累计淤积
C

u m u la t i
v e

s e
d im e n t

(m 3 )

最大厚度

岭签
t fl l C 」

1 1ll U l l l

匕n e
ss

(m )

上游引水渠
D iv e r s i o n

e a n n a l

6 2 8 1 6 7
.

1

8
.

0

1 0 8 6 8 3 1 0
.

6

下游尾水渠
T a i lr

a e e
9 7 6 6 6 1 4 3 4 0 7 1 6

.

0

合计 T
o t a l 1 6 0 4 82 25 2 0 9 0

3
.

1
.

2 喷射泵与液压式吸泥船
:

是从广东及外省引

进的新设备
,

喷射泵最大作业水深 7
.

s m ;
液压绞吸

式挖泥船不适用于深水作业
,

为满足 1 9 8 0 年 10 月下

旬截流
,

喷射泵
、

液压式吸泥船汛期清淤是无法满足

要求的
。

3
.

1
.

3 虹吸管
: 1 9 8 0 的第 3 季度投产了虹吸管 3套

和气动泵 1 台
,

最高月产量 30 0 00 m
3 。

但红水河汛

期含沙量大
,

引水渠厂房
、

尾水渠流道水流雷诺数低
,

处于层流流态泥最佳沉积条件
,

将是一边清理
,

一边

淤积
,

靠 目前的机械设备方法是无法实现 1 9 8 0 年 10

月下旬截流的
。

.3 2 增大流道流速

水流所能提供的能量来自水流势能
,

在二期导截

流流道 内
,

单位时间的水流所能提供的势能为
:

于很细的颗粒来说
,

抗拒水流作用的力
,

除了泥沙的

重力以外
,

还有相邻颗粒之间的粘结力
,

当大量泥沙

以推移的形式运动时
,

由于推移质之间存在粒间离散

力
,

这一部分离散力将最终以压力的形式作用在床面

沙粒上
,

当上下游存在明显的水位差
,

渗流现象显著

时
,

流道泥沙颗粒还要承受渗透压力的作用
。

当水流经过渠道底面时
,

由于泥沙颗粒表面粗糙

不平
,

水流和泥沙表面相接触后将会摩擦而产生摩擦

力 F , ,

因为只有一部分沙粒表面直接和水流相接触
,

摩擦力 F 、

并不通过颗粒重心
,

方向则与水流方向相

同
,

见图 2
。

在沙粒雷诺数 ( V 米 D r/
,

其中 V米为摩阻流速
,

D 为泥沙粒径 ) 小于 3
.

5 时
,

肤面摩擦力是主要的作

用力
,

但当沙粒雷诺数大于 3
.

5 以后
,

颗粒顶部的流

线将会发生分离
。

在颗粒背水面产生涡辊
,

因而在颗

粒前后产生了压力差
,

造成形状阻力 F Z ,

如沙粒接近

球体
,

出形状阻力 F :

通过沙粒重心
,

F l

和 F
:

的合力

用 F
。

表示为拖曳力
。

在水流流动时
,

颗粒顶部和底部的流速不同
,

前

者为水流的运动速度
,

后者则为颗粒间渗透水的流动

速度
,

比水流的速度小的多
,

根据伯努里定律
,

顶部

流速高
,

压力小
,

局部流速低
,

压力高
,

这样所造成

的压力差产生了上举力 F L ,

方向朝上
,

对接近球体的

沙粒来说
,

通过颗粒重心
。

P E 一 Q g J 「P + S
U

( P + S v (只 一 夕) ] ( 5 )

式中
:

Q — 二期截流流道分流量 ( m
3

s/ )

g

— 重力加速度

J

— 水面坡降

户

— 水的密度

凡

— 泥沙的密度

S v

— 垂线平均含沙量

3
.

2
.

1 泥沙的受力情况
:

当水流经过淤积的二期导

截流流道时
,

流道内的沙粒将承受拖曳力和举力
,

对

7 O

图 2 作用在渠面泥沙颗粒上的拖曳力与上举力

F i g 2 hT
e d r a g g in g an d l if ti n g f o cr es a e t e d o n t h e 幼 I t

gI’ a i n s o f e h a n n e l su fr 滋e e

如大化水 电站二期导截流流道为泥沙颗粒组成

的情况下
,

由于每一泥沙颗粒与邻近的沙粒只是在有

限的几点发生接触
,

所以一部分水流会在颗粒底 P

绕流流过
,

从而减少了渠道面上沙粒的上举力
,

尽管

如此
,

但从上述分析
,

在一般所遇的水流条件下
,

作

用在渠道底淤积沙粒上的上举力应当是不小的
。

拖曳

力 F D

及上举力 F :

的一般表达形式如下
:

G u a n 只 x i S e ie n e e s ,

V o l
.

2 N o
.

2
,

M a y 1 9 9 5



果见表 3
。

在表 3冽举的公式中
,

拖曳力和上举力的表达形

式除了系数有所不同外
,

并没有其他什么差别
,

而这

样的系数在泥沙起动公式的推导中
,

往往和其他系数

合并成为一个综合系数
,

所以
,

只要这个系数是根据

实验资料精确确定的
,

则在水流作用的表达方式中
,

究竟采用拖曳力还是上举力
,

还是同时引进二种力
,

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
。

、 ,产、 .产内匕乃了
了̀、了叮、

F

一 几 ”

等
凡 一 C

L”

等
其中 C D

及 C :

分别为阻力系数及上举力系数
,

Vo

为作用在渠面淤积沙粒的流速
,

A 为沙粒的侧面积
。

阻力系数及上举力系数与渠道 面淤沙颗粒周围的绕

流流态有关
,

其具体数值又随 叭 的确定方法 的不同

而异
,

目前国内外在这方面有不少实验研究其主要成

表 3 作用在渠面泥沙颗粒上的拖曳力及上举力的主要试验成果

T a b l e 3 R e l a t i o n sb i P 悦 t w e e n ht e r es is t an ce coe
f f i c ie n t a n d R e

yn
o l d s ` n u m悦

r
of t h e s ll t gr am

s on
r iv e r l e d s u r f a e e

研究者 试验方法
粒径范围

( m m )

沙粒雷

诺数范围
Vo 的确定方法 主要试验成果

杰 缅 季 夫 气流作用在两个直径
及 伊 古 阿 为 D

,

间距为 L 的圆

扎洛夫 球

上举力系数可以大到 。
.

88 左右
。

随着 L 的增大
,

C
L

急剧下降
,

甚至

距床面为 D 2/ 处 出现负值
.

在 l/ D > 0
.

13 以后
,

CL
的流速 又遂渐回升

。
L / D > 0

.

15 以后
,

CL
趋近于一个常数 。

.

20
,

c
L
/ c D 趋

近于一个常数 。
.

25

黯
及

重黔
集嘿 3 0 5 3 5

,

8 0 0~ 6 3
,

2 0 0 ;;粼霞彝鳄终骂翼箭

切皮耳

气球作用在半圆球上
,

半球成六角形排列
,

球
心与球心距离为 3 倍

直径

3~ 1 0 2 1 6~ 1 3
,
6 8 0

上举力与拖曳力的比值的变化范

围为 0
.

5 3~ 1
.

3 2
,

平均为 0
.

8 3 ; C
:

一 0
.

0 6 8

水流作用在一个突出

科尔曼 在密集排列 的圆球床
上的孤立圆球

1 0 ~ 1
,

5 0 0

0
.

6~ 2 0 6
.

5~ 1
,

5 0 0

阻力系数与雷诺数 Vo D y/ 的关系

距 圆球 床顶面 以 与 圆球 自由沉降时 阻力系数与
上 0

.

S D 处 的流 创 D / y 蹬关系并无不同见表 3

速
。

上举力与泥沙水下重量的比值 K

与沙粒雷诺数的关系详图 4

加 德 及 塞 球在静止水体中沿斜

瑟拉曼 面滚动
同上

阻力系数较圆球 自由沉降时的阻

力系数为大
,

详见图 3

沃特斯 及

拉奥

油 作用在按 4 种不

同方式排列的圆球
,

排列图形详见图

以 9 5
.

5 m m 的
圆球 模拟水 流

中 0
.

5 m m 的

泥沙

1 5~ 1 0 0 采用摩阻流速 V
阻力系数与沙粒雷诺数的关系因

圆球位置不同而异详见图 5

水 流作用在按不 同

方式排列的卵石
6 2 X 5 0 X 3 9 上举力及拖曳力属于同一数量级

备 注
占:

及几 分别为上举力及拖曳力频率分布的标率偏差
; 厂:

及 尹
D

分别为上举及拖曳力的时均值
。 。 在此处代表泥沙

颗粒的沉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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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y nl od s’ n

m ue b
ro fa bl l s

3
.

2
.

2泥沙的起动流速

水的流动对渠底泥沙产生拖曳力 凡 及上举力
F:,

当水流逐渐加强到超过一定限度以后
,

渠面的沙

粒开始脱离静止状态而进入运动
,

决定这一临介状况

的水流条件称为临介条件
,

渠底泥沙起动的临介条件

为
:

氏吟
D000c00101

F D 妻 f (盯 一 F :
) ( 8 )

1 0 10 0 1 0 0 0 1 00丽 豆舀

图 3 床面泥沙摘粒阻力系数与 , 诺数的关系

Fi g
·

3 R e l a t lo sn b月P 加 tw ee n t h e n se i st a n ce e此 f f皿d e n t

an d R e y n o l ds
` n

um加
r o f sU t gr a in s o n r i

v e r
be d su fr a e e

0 圆球在静止液体中沿斜面滚动加德试验成果
x 水流作用在突出床面上的圆球

,

称尔曼试验成果

AB 同上
,

沃特斯及拉奥试验成果
。

— 圆球 自由沉降时的阻力系数
。

...
( ’ ` . ! . 1 . ___

一一
’

广甲
---

一一

/
---

111 1
·

} `̀

其中
:

f 为渠底沙粒间的摩擦系数
,

以 为泥沙在水下

的重量
。

在实验研究泥沙起动流速时
,

因其条件不同分为

无粘性均匀沙的起动流速
、

无粘性非均匀沙的起动流

速和新淤粘性沙的起动流速
,

大化水电站二期导截流

流道
,

引水渠
、

厂房
、

尾水渠均属新淤积粘性沙
。

泥沙的粘结力是一种作用在渠面泥沙颗粒向下

的力
,

它加大了泥沙的稳定性
,

把重力
、

拖曳力
,

上

举力及粘结力统一考虑
,

通过力的平衡方程式并加以

实验修正得出泥沙颗粒的起动条件即起动拖曳力公

式
,

具有如下的形式
:

而 一

杰
[ 3

.

: ( ,
:

一 , )。 + (李)
1。

荟〕 (。 )

J I
·

O , 场 上少 一

图 4 作用在床面密集排列的圆球上的上举力与圆球水

下 , t 的比值 K 与 , 诺数的关系

F lg
·

4 R e l a t lo sn h 1P加 t w忱 n t h e ar t lo ( K ) o f ht e l if it n y

f or e e a c t de
o n t h e d e

叹 l y
一
ar ar n ge d b al l s o n r l v e r be d su r f a e e

t o ht e w e i沙 t o f 加 115 u n d e r w a t e r a n d ht e R e y n o l ds
` n u m be

r

nC
1 0 0

其中
:

汽— 渠面泥沙的容重 (考虑空隙在内 )
。

y、

— 渠面泥沙达到密实的容重
。

几—
1

.

6 9 /e m
,

K

— 常数 ( K = 2
.

9 x 1 0一 ` g / e : n
3
)

上式的特点是在粘结力一项中考虑了渠面泥沙的相

对密实程度
,

这从定性上无疑是正确的
,

没有考虑水

流的粘滞性影响
,

这是公式不足之处
。

对于新淤粘性土的起动流速问题
,

国内曾进行过

研究
,

得出了适合于大小不同颗粒的统一起动流速
:

(单位
e m )

。

(1 ) 窦国仁式
:

Vc
Z y

,

一 y
, _ _ _ _

h
二下气 = 一

.

二尸 - 又匕心匕 十 住1
·

b 下 + 七1 1 工
g L Z I 几 。

十

(2 ) 沙玉清式
:

( 1 0 )

卜O一2气一Dh一戈
0月枯̀即

r

从 ~ R
` / ,

`

八 1 5 2 0 + 1 9 4 D ) (cf o s夕一 s in s )型砂

加 3 0 4 0 5 0 6 0 R e ( 3)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式
:

图 5 床面处于不同位 t 的圆球的阻力系教与沙粒 , 诺

橄的关系

vt 一 (妻
。 ` ’ `

( 1 7
.

6生军
。

上沪 /

班奋 5

加】】S 恤

R e l a t lo助 b i P be t w et n

P佣 lt i on

th e r韶 is t纽 n ce e此 f f卜 i e n t o f

r tv e r加 d SU r f . C e 妞 n d th e

十 0
.

0 0 0 0 0 0 6 0 5卫七立些
、 1 /:

D
V 了 z

(4 ) 唐存本式
:

G u a n g x i S e i e n c e s ,

V o l
.

2 N o
.

2
,

M a y

( 1 1 )

( 1 2 )

1 9 9 5



,

h
、

V
。

~ ( 二 ; )
乙产

+ (

l m
尸 y

,

一 y _

石
-

一 r ~ 二 1 3
.

2
一一 -二二- 一万刀

,趁
.

,
一 1 一 I 一

畏 j “
,

尸刀

必须依靠势能
,

提高上游水位
,

增大上下游水位差
,

以加大二期导截流流道的流速
,

使泥沙颗粒始终处于
( 1 3) 被冲刷状态

。

勿
式中

:

气— 用水柱高度表示的大气压力
。

占

— 水分子厚度 ( 3 x l o 一 s e m )

。

— 泥沙的沉降速度

了— 摩擦系数
,

了~ 1
.

42 D合

6

— 河床倾角

m

— 水槽试验资料 ; , 一 4
.

7 ( h/ D )
。 · 。`

对

于天然河道
:
m ~ 6

.

0
。

C = 2
.

9 X 1 0一
` g /e m

。

y, — 泥沙容重
,

选用 2
.

“ g c/ m
,

y

— 水的容重
。

上述新淤粘性土的起动流速的推导过程 中都包

含有 2 个以上的待定数
,

因此总是可以调整这些系数

来设法使公式所代表的曲线能通过实测点群中心
,

实

际上这些公式都具有半理论
、

半经验性质
,

现按图 1

取最大粒径 4 m m
,

利用第 ( 1 3 ) 式推算其起动流速
。

4 结语

( 1) 引水渠水流雷诺数在 39 8~ 9 01 之间
,

均属

层流流态并且是较优的沉降条件
。

泥沙以每秒 0
.

74

~ 19
.

1 9 。 m 的速度下沉着
,

要想使 已淤积的泥沙冲

移速
,

需依靠水流的势能即提高上游水位
,

增大二期

导截流流道的引水渠
、

厂房
、

尾水渠 3 个部位的水流

流速
,

使流速始终大于起动流速
,

这样使淤积泥沙颗

粒起动
,

未沉积的泥沙无立足之地
,

泥沙颗粒始终处

于被冲刷移动状态
。

(2 ) 为了保证截流工程按期完成
,

在 1 9 8 0 年汛

期在红水流量增大
,

水流坡降减小
、

水势平稳定时
,

于 4 月 15 日开始预抛
,

经过 5 个月的努力到 9 月中

旬总计抛投量为 16 4 08 m 3 。

经过水下地形测量得知

预抛高程达 1 2 2
、
o ~ 12 6

.

o m 间
。

(3 )大化水电站二期截流敛堤先进行了平堵
,

平

堵最高程 1 22
.

o m
,

最高高程 主2 6
.

o m
。

从而增大 7

上下游水位差
,

提高了二期导截流流道的分流能力
,

使上游引水渠道的平均流速由 1
.

o m /。 左右提高到

2
.

o m / s 左右
,

最大流速达 3
.

25 m / 5 .

为二期导截流

流道的引水集
、

厂房及尾水渠提供了势能
,
·

其平均流

速始终大于泥沙颖粒的最大起动流速 1
.

36 m /。
,

已

淤积的大量泥沙被起动冲刷
,

新悬移的泥沙无立足

之地
,

9 月 6 日水下地形测 t 最大淤积高程 126

~ 130 m
,

9 月 2 1 日检查测金水下地形最大淤积高程

下降为 123
.

o m
,

9 月 24 日复查发现二期导截流流道

淤积近半年的泥沙 25
.

2 万 m , ,

在短短的 17 天中已

基本冲刷完毕
,

利用水流自然
“

拉淤
”
收到了

“

水落

石出
”
的明显效果

,

全部二期导截流道畅通无阻
,

实

现了 1 980 年 10 月下旬按计划截流
.

c一DP知+
认 一 (

扩
二孚下 「3

.

2乙于29。

.一 ,, ` 门一 1 ,

选用参数
:
m = 6 ; yb ~ l

·

2 6 t / m
,

几 = 1
.

6 t /m
3

泥沙粒径按温特沃恩分类并参照图 l 取 4 m m
。

P

— 水的密度选用 1
.

0

h

— 明渠水位— 泥沙淤积高程平均值 一

1 3 5
.

2 9 一 1 2 8幻 7
.

2 9 m

代入上式得
:

Vt 一 1 3 6
.

1 6 6 5 e m / s (取用 1 3 6 。m / s )

从上述计算中得知渠底最大泥沙颗粒的最大起

动流速为 1
.

36 m s/
,

要想将 25
.

2 万 m
3

泥沙搬移走

〔编者按
:

本丈原稿约 14 千字
,

现缩成 7
.

5 千字
。

1 9 8 3 年第 1 期的 《大化水 电技术 》 碑导截流及过水

围堪专号
”

第 9 页中
,

冯大彬教授曾指 出
: “
对于导流流道的淤积

,

我们事先确足估计不到的
,

而对

流退的 自然拉淤现象
,

开始也毫无认识
。

只是在实践过程中
,

随若上游钱提水下预扭的进展
,

逐渐

认识到这一问题
.

我们对预抛是作了不少试脸研究的 ; 但预抛对抬高上游水位从而粉大进水明集流

速的影响
,

则在试脸研究中被忽略 了
。

从大化的其体情况看
,

当明集断面的平均流速达到 1
.

Z m /
。
时

,

就出现明显的拉沙现象
,

是否可 以认为 1
.

Z m /
s 就是淤积泥沙的启幼流速呢 ? 如果事先认真分析这

一情况
,

就不会 盲目准备一些清淤设备进行无效的劳动 T
。

大化的经脸告诉我们
,

只共有正确的措

施
,

泥沙淤积对导截流的影响可 以不必考虑
. ”
本文对此问题进行认真的计葬和分析从学术理论上对

.

大化水电站二期导流工程进行论证
,

本刊欢迎有关专家参与讨论
。

〕

(贵任编辑
:
莫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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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积全
、

邓大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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