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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水利厅关于印发
峰头水库大坝安全鉴定报告书的通知

漳州市水利局：

根据漳州市水利局的申请，省大坝安全管理中心组织专家组

于 2016年 3月 31日至 4月 1日现场查看峰头水库工程，对峰头

水库大坝安全鉴定评价报告进行技术审查，提出审查意见。会后，

管理单位组织有关单位进行补充完善工作，评价单位根据修订的

《水库大坝安全评价导则》（SL258-2017）重新编写评价报告。2018

年 2月，根据《关于要求审查〈峰头水库大坝安全评价报告〉的

请示》（漳水）〔2018〕29 号)的要求，省大坝安全管理中心组织

专家组于 2018年 3月 5日在福州市对新的峰头水库大坝安全鉴定

福建省水利厅文件
闽水审批〔2018〕30号





大坝安全鉴定报告书

水 库 名 称： 漳州市峰头水库

鉴定审定部门： 福建省水利厅

鉴 定 时 间： 2018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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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名称 峰头水库 所在地点 云霄县马铺乡峰头村

所在河流 漳江 总库容 1.77 亿 m3

水库管理单位 漳州市峰头水库管理局 鉴定组织单位 漳州市水利局

鉴定承担单位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鉴定审定部门 福建省水利厅

工程概况：
峰头水库坝址位于漳州市云霄县马铺乡峰头村上游约 200m 处，下游距云霄县城约

14km，所在河流为漳江，是一座以灌溉为主，结合发电、防洪、供水等综合利用的大⑵型
水库。工程于 1977 年 2 月正式开工，1986 年基本建成，1993 年 4 月竣工验收。

水库控制集雨面积 333km2，干流全长 31.0km，坡降 8.5‰。水库正常蓄水位 74.00m
（黄零，下同），相应库容1.49亿 m3，兴利库容1.174亿 m3，为多年调节水库；死水位52.00m，
相应库容 0.32 亿 m

3
。水库原设计砌石重力坝洪水标准按 500 年一遇洪水设计，2000 年一

遇洪水校核；设计洪水位 74.88m，校核洪水位 76.60m，相应库容 1.77 亿 m3。
工程枢纽由砌石重力坝段、溢洪道、右岸刺墙接头、右岸鞍部护坡等建筑物组成。
大坝坝型为混凝土浆砌石重力坝，坝体采用 C10 混凝土砌块石，上游面设 1.0～3.5m

厚 C15 混凝土防渗墙，在基础部位设 1.5m 厚 C15 混凝土垫层。坝顶高程 77.60m，最大坝
高 64.4m，坝顶宽 5m，坝顶轴线长 332m。大坝分为 12 个坝段，1#～4#坝段为左挡水坝段，
5#～8#为溢流坝段，9#～12#坝段为右挡水坝段。左岸挡水坝段长 112m，右岸挡水坝段长
125m，上游坝坡在 60.00m 高程以下为 1:0.2 斜坡，在 60.00m 高程以上垂直，左岸下游坝
坡为 1:0.8，右岸下游坝坡为 1:0.75。

溢流坝段长 74.0m，溢流堰面采用 WES 曲线，堰顶高程 64.50m，净宽 60m，出口为连
续式鼻坎挑流消能方式，挑流鼻坎顶高程 34.21m，挑角 30°，坝顶设 4.0m 宽的交通桥，
并设有工作桥及启闭房。溢洪道上设置 5扇 12m×10.1m（宽×高）弧形钢闸门和 5台 2×
25t 卷扬式弧门启闭机，1扇 13×6m 平面检修钢闸门和 2台 5t 移动式电动葫芦操作。

右岸刺墙接头长 21m，刺墙采用 150#(C14)钢筋混凝土结构，基础底高程为 52.50m，
下部灌浆廊道处厚 4.3m，上部厚 2.0m，刺墙上下游夯填粘土防渗及干砌块石护坡，上、
下游坝坡均为 1:1.2，2010 年加固，在原干砌石表面浇筑一层厚 10cm 的 C20 混凝土。

鞍部护坡位于右岸山凹处，距右岸坝端约 85m，长 60m。上游护坡共设 3 个马道，高
程分别为 65.00m、51.00m、37.00m，自上而下坝坡坡比为 1:2.5、1:2.7、1:3.0、1:1.5。
鞍部护坡上游采用粘土铺盖防渗，上下游坡面采用干砌石护坡，2010 年加固，在原干砌石
表面浇筑一层厚 10cm 的 C20 混凝土。

引水管位于右岸 10#坝段，进水口底高程 45.60m，坝内管段为直径 3m 的钢筋混凝土，
出坝体后为钢管，进水口设置 1扇 3m×3m 平面钢闸门，1扇拦污栅和 1台简易液压启闭机。

泄水孔位于左岸 5#坝段，进水口底高程 38.90m，进口设置 1扇 3m×3m 平面钢闸门，
1扇拦污栅及 1台简易液压启闭机。

古雷区域引水工程起点为峰头水库，终点至古雷二水厂，全长 49.6km。引水口采用竖
井分层取水方式，取水口设有 4 扇钢闸门、1 扇事故闸门和拦污栅，工程于 2012 年开工，
2016 年完工，目前尚未完工验收，也未投入使用。

2008 年 3 月，第一次安全鉴定评定峰头水库为三类坝。2009 年 9 月～2012 年 3 月进
行除险加固，2017 年 11 月通过竣工验收，加固主要内容有：对 4#～8#、11#坝段坝基及
右坝肩桩号右 0+162～坝右 0+204 进行帷幕灌浆处理；重新设置坝基排水；对 4#～5#坝段
上游防渗面板裂缝、溢流坝面裂缝、廊道裂缝进行处理；修复原坝段的伸缩缝；溢流坝段
增设启闭房；对溢流坝鼻坎后的河床进行加固处理；对大坝下游左岸岸坡进行防护加固；
对下游溢洪道进行局部疏挖；对右岸鞍部护坡进行修复加固；对临时输水洞原封堵段进行
处理；对大坝上游右岸不稳定边坡进行处理；对金属结构及电气设备进行加固或更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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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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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大坝外观情况整体较好

坝顶表面平整，未见明显凹陷、开裂、错动等现象；坝顶上下游测防浪墙与护

栏均完好。坝体相邻坝段伸缩缝正常，未见错动、张裂、挤压等异常变形现象；伸

缩缝表层的塑性盖片止水模块整体完好，未见破损、裂纹、剥皮等现象。

廊道基本正常，局部存在少量渗水、流浆现象，部分排水孔有黄色析出物和少

量泥沙沉淀，坝体与坝基渗漏量基本稳定，渗漏水清澈、不浑浊。但是在高水位情

况下（库水位大于70.86m），10#坝段廊道伸缩缝漏水，2016年6月至7月，管理局对

9#～10#坝段迎水面伸缩缝进行应急处理，经修补后廊道渗漏量明显减小、廊道底

部无积水，效果良好。

上游坝面混凝土防渗面板完好，右岸刺墙与右岸鞍部上游护坡为混凝土板面

板，面板与分缝均完好。

下游坝面外观整齐，无缝隙、渗水现象。右岸刺墙与右岸鞍部下游侧块石护坡

基本完好。

下游坝基未见异常现象。两岸坝肩无绕渗、溶蚀、变形现象。坝体与岸坡接合

处，无明显位移、脱离与渗流。

大坝下游未见明显冲刷现象，左岸混凝土护坡整体完好。

㈡ 混凝土结构

溢洪道的闸墩、牛腿、溢流面，左右电站引水洞进水口，以及引水工程进水口

等，整体结构完好。溢流面局部存在表面裂缝；右进水口拦污栅导柱整体尚好，但

下部露石、右柱有 1 处角部破损，从上至下第 2 根联系梁混凝土保护层较薄、钢

筋外露锈蚀。

㈢ 金属结构

泄洪闸钢闸门涂层部分失效，可见腐蚀现象，闸门预埋件腐蚀。启闭控制设施

较简易，无限位设施、开度仪部分失效。启闭机房防雷满足运行要求。

左、右电站引水洞进水口进水口闸门、拦污栅预埋件腐蚀。启闭机控制设备陈

旧、老化，已不能正常使用；启闭机液压缸漏油；启闭机液压杆镀层局部剥落；启

闭机液压杆不同步。

引水工程进水口为新建，尚未投入使用和验收，现有闸门、启闭机设施完好。

㈣ 安全监测与水情测报

大坝渗流与变形等监测项目设置较为齐全，且已实现自动化，管理局配有大坝

安全监测规程，监测人员配备齐全。现有观测项目基本正常，但坝顶表面位移监测

频次不满足规范要求，其监测资料可靠性以及坝体垂直位移监测资料的可靠性均较

差，同时管理单位的监测技术力量较薄弱。

水情测报系统运行正常。

㈤ 库区

近坝库岸未见渗漏，近坝库区无冒泡、旋涡等现象。库区山体植被茂盛，生长

情况良好。库区山体整体稳定，库首右岸边坡经过削坡和排水处理，整体稳定，管

理单位对该边坡实施了绿化处理，未进行护砌保护。

㈥ 其他

水库上坝防汛公路完好，通信设置运行正常，备用电源正常，照明设施正常。



3

大坝

安全

分析

评价

工程

质量

评价

1、区域地质构造相对稳定，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库岸四周山体雄厚，
库周封闭条件较好，无大断裂横穿邻谷，库周地下水分水岭高于正常蓄水位，
不存在永久性渗漏问题。库岸稳定条件较好，不存在影响工程安全的库岸稳
定问题。

2、大坝坝基座落在弱风化下部微风化似斑状花岗岩，岩体强度高完整
性较好；坝基地质构造较简单，断裂发育一般，断裂破碎带规模较小。各坝
段坝基开挖以及断层、破碎影响带、缓倾角裂隙的开挖回填处理满足规范要
求。基础开挖开挖高程、轮廓尺寸、建基面及坡面基本满足设计要求，局部
存在的地质缺陷经处理后，基岩稳定可靠，满足承载力和抗滑稳定的要求

3、大坝基础进行帷幕灌浆处理，检查孔透水率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
2009 年～2012 年加固期间对坝基排水进行处理，加固措施满足规范要求。

4、大坝坝体施工质量满足规范要求，除险加固主体工程质量满足设计
与规范要求，坝体伸缩缝处理满足设计要求。加固后运行表现来看，坝体相
邻坝段伸缩缝正常，未见错动、张裂、挤压等异常变形现象；伸缩缝表层的
塑性盖片止水模块整体完好，未见破损、裂纹、剥皮等现象；下游坝面未见
明显渗水现象。加固后，坝基扬压力大幅度降低，扬压力系数均小于设计值；
廊道基本正常，局部存在少量渗水、流浆现象，部分排水孔有黄色析出物和
少量泥沙沉淀，渗漏水清澈、不浑浊；在高水位情况下（库水位大于 70.86m），
10#坝段廊道漏水，经上游伸缩缝应急处理后廊道渗漏量大幅减小，处理效
果良好，大坝渗漏量与库水位关系明显，但是渗漏量值很小且保持稳定。

5、经检测，部分结构混凝土强度偏低，其中右岸进水口拦污栅导柱、
右岸启闭机平台排架柱、左岸进水口竖井、左岸启闭机平台排架柱、右岸挡
水坝段防渗面板的混凝土强度推定值分别为23.6MPa、20.8MPa、22.1MPa、
23.3MPa、22.8MPa，虽大于原设计强度，但小于现行规范强度等级要求，不
影响大坝安全运行。主要混凝土构件的钢筋处于未锈蚀阶段，但右岸进水口
拦污栅导柱局部存在钢筋锈蚀，其中一根联系梁存在露筋锈蚀现象，属A类
锈蚀（轻微锈蚀）。存在问题：溢洪道工作桥梁、右岸进水口检修平台梁与
启闭机平台排架柱碳化深度评为C 类（严重碳化），碳化深度较大的主要原
因是混凝土设计强度偏低，右岸进水口闸门井混凝土局部露石、钢筋外露、
锈蚀严重。

6、溢流坝段下游混凝土护坦处理措施可靠，满足运行要求；下游左岸
岸坡处理措施得当，岸坡加固均满足要求；右岸鞍部护坡初建期处理满足设
计要求，除险加固措施得当，质量满足要求；向东渠临时输水隧洞防渗加固
处理措施合理，灌浆效果明显。

7、库首右岸边坡经过削坡和排水处理，整体稳定，管理单位对该边坡
实施了绿化处理，未进行护砌保护。

8、金属结构安装施工质量满足设计要求。现状存在溢洪道工作闸门局
部轻微腐蚀、启闭机控制设备简陋，启闭机房无防雷设施；右岸进水口事故
闸门轻微腐蚀，左、右岸启闭设备陈旧、简陋、液压系统渗漏油明显、液压
杆不同步等诸多缺陷，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但尚不严重影响正常运行。

9、古雷区域引水工程进水口基础开挖与处理满足设计要求，混凝土工
程原材料合格、施工工艺和方法满足规范要求，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满足设
计或规范要求。

工程质量评为基本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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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库管理机构设置齐全、分工明确，工程管理规章制度齐全、切实

合理，管理人员职责明晰。

2、大坝巡视检查规范，安全监测项目满足规范要求，测点布置合理，

信息管理系统功能完备；坝顶表面位移监测频次不满足规范要求，监测资料

可靠性以及坝体垂直位移监测资料的可靠性均较差；坝基扬压力、绕坝渗流、

渗漏量等渗流监测项目的监测资料完整连续稳定，精度满足规范要求；水文

测报与通信系统完备，运行正常。防汛交通路况较好，基本满足水库日常运

行管理和防汛抢险需要。通信设施较完善、可靠，满足水库日常管理信息传

递、汛期报汛及紧急情况下报警的要求。备用电源和防汛物资较为齐全。办

公环境与设施能满足管护人员汛期值守要求。

3、制定了《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水库大坝防洪抢险应急预案》，

并履行相应的审批备案手续，但未制定《水库调度规程》和《水库大坝安全

管理应急预案》。

4、水库调度运行计划、调洪规则等合理，每年能按审定的控制运用计

划进行调度运行。基本能按规范开展安全监测，及时掌握大坝安全性态，但

坝顶表面位移监测频次不满足规范要求，同时管理单位的监测技术力量较薄

弱。

5、水库管理单位重视大坝的维修加固工作，对大坝维护加固及时，效

果较好，保证大坝安全可靠运行。

大坝运行管理评为较规范。

防洪

标准

复核

1、峰头水库为大⑵型水库，工程等别为Ⅱ等，永久性主要水工建筑级

别为 2级；砌石重力坝洪水标准按 500 年一遇洪水设计，2000 年一遇洪水

校核，右岸接头段洪水标准按 500 年一遇洪水设计，5000 年一遇洪水校核，

均满足现行规范的要求，原设计防洪标准不变。

2、本次洪水复核计算结果，设计洪水位低于之前的原设计计算和2008

年除险加固设计计算，从偏安全考虑，采用2008年除险加固初设设计洪水值，

即500年一遇设计洪水流量为4370m3/s，相应水位为74.56m；2000年一遇校

核洪水流量为5380m3/s，相应水位75.29m；5000年一遇校核洪水流量为

6050m3/s，相应水位为75.59m。

3、峰头水库最大泄洪流量（校核泄流量4350m3/s）可安全下泄，洪水

下泄时冲坑不会影响大坝安全。

4、制定的水库大坝汛期防洪调度运用计划符合水库特点，满足大坝安

全运行的要求。

5、经复核，计算所需的砌石坝非溢流坝段顶高程为76.482m，低于现砌

石坝非溢流坝段防浪墙顶高程78.80m；计算所需的砌石坝溢流坝控制段闸墩

的顶部高程，宣泄校核洪水时不得低于75.69m，挡水时不得低于75.52m，均

低于现溢流坝闸墩控制段顶部高程77.60m。计算所需的右岸接头段坝顶高程

为77.345m 低于现右岸接头段坝顶防浪墙顶高程80.20m。工作桥、交通桥桥

底高程均满足要求。

大坝防洪安全性评为 A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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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

安全

分析

评价

渗流

安全

评价

1、大坝、河床基础地质条件与左、右库岸稳定条件较好，库周地下水

分水岭高于正常蓄水位，不存在永久性渗漏问题。

2、2009年～2012年加固期间针对大坝防渗面板裂缝、排水孔淤堵等问

题，分别采取裂缝修补及坝段间分缝止水、排水改造、防渗灌浆、岸坡加固

等处理措施，效果较好。9#～10#坝段廊道高水位（库水位大于70.86m）漏

水，其原因是上游防渗面板止水老化破损而致，2017年底进行应急修补处理，

修补后廊道渗漏量值很小且保持稳定，处理效果显著。

3、大坝渗流状态整体正常，各坝段坝基扬压力降低幅度较大，扬压力

系数均小于设计值，加固后渗漏量明显减小。经复核，典型坝段在设计洪水

位、正常蓄水位、校核洪水位下，扬压力系数均满足设计规范要求。

4、右岸刺墙下游侧渗压水位变化与库水位相关性显著，但是量值变化

幅度较小，表明右岸接头防渗效果较好。

5、右岸鞍部临时输水洞上游侧渗压水位维持在60.00m 以上，当库水位

高于60.00m 时，其与库水位呈现相关性；中间测点渗压水位与库水位相关

性强，水位回落1m～3m；下游侧渗压水位维持在50.00m，变化幅度不明显。

6、左岸绕渗水位较高且变化一致，但与库水位相关性弱，受到左岸山

体渗水影响显著。

渗流安全性评为 B级。

结构

安全

评价

1、坝体水平位移垂线测值介于-0.5mm～0.5mm 之间，坝体水平位移变

化无明显趋势性变化，整体变化相对平稳，变化量不大，符合一般规律。坝

体垂直位移变化量微小，测值主要受温度变化影响，库水位影响次之。

2、经复核，各种荷载组合工况作用下，大坝沿垫层混凝土与基岩接触

面、砌石体与垫层混凝土接触面以及砌石体之间接触面的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均满足规范要求，坝踵未出现拉应力，坝趾压应力小于容许压应力。各组合

工况下，大坝沿廊道高程接触面的抗滑稳定安全系数均满足规范要求，各坝

段上游面未出现拉应力，下游面垂直压应力小于坝体混凝土容许压应力。4#

坝段在各组合工况下的整体抗滑稳定满足安全要求。

3、现状防渗面板外观完好，现场检测混凝土防渗面板表面碳化深度平

均值为 18.6mm，碳化深度未及钢筋保护层厚度，可满足防碳化要求，碳化

深度远小于面板厚度；现场检测右岸挡水坝段防渗面板的混凝土强度推定值

为 22.8MPa，大于原设计强度，小于现行规范强度等级要求，不影响大坝安

全运行。

4、溢洪道弧形支座附近闸墩的局部受拉区裂缝控制、钢筋截面面积以

及弧门支座的裂缝控制、受力钢筋的截面面积均满足规范要求。各工况条件

下，溢洪道闸墩的抗滑稳定、抗倾稳定以及截面承载能力均满足规范要求。

溢洪道下游护坦抗浮能力满足规范要求。溢洪道启闭机房、交通桥整体结构

完好，无明显结构缺陷，经过多年运行，无质量事故发生，结构安全可满足

运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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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

安全

分析

评价

结构

安全

评价

5、引水隧洞进水口的抗滑稳定、抗倾稳定以及承载能力均满足规范要

求，但右岸进水口检修平台梁与启闭机平台排架柱碳化深度评为 C类（严重

碳化），闸门井混凝土局部露石、钢筋外露、锈蚀严重。进水塔整体稳定。

6、右岸刺墙土石坝、临时输水隧洞不存在稳定性问题，可满足安全运

行要求。

7、库首右岸边坡经过削坡和排水处理，整体稳定，管理单位对该边坡

实施了绿化处理，未进行护砌保护。

8、古雷区域引水工程进水口施工质量满足设计要求，进水塔的抗滑稳

定、抗倾覆稳定、抗浮稳定及应力均能满足规范要求。

结构安全性评为 B级。

抗震

安全

复核

1、区域地质构造属相对基本稳定区，水库大坝的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

抗震设防类别为标准设防类，满足现行规范要求。基础开挖处理时，对局部

缺陷进行了彻底清除，并采取了置换固结加固处理。坝体体形简单，无坝坡

剧变及坝顶向上游倾斜情况；不同坝段分别设置有沉陷伸缩缝并设置止水，

坝顶无笨重的桥梁和高耸的塔式建筑物。

2、经复核，在地震荷载特殊组合工况作用下，按抗剪断强度计算的大

坝沿垫层混凝土与基岩接触面、砌石体与垫层混凝土接触面以及砌石体之间

接触面的滑稳定安全系数均满足规范要求，坝踵未出现拉应力，坝趾的压应

力小于容许压应力。大坝沿廊道高程接触面的抗滑稳定安全系数均满足规范

要求，各坝段上游面未出现拉应力，下游面垂直压应力小于坝体混凝土容许

压应力。4#坝段沿坝基斜面稳定满足规范要求。

3、在地震荷载作用下，溢洪道闸墩的抗滑稳定、抗倾稳定以及截面承

载能力均满足规范要求。溢洪道启闭机房能够满足抗震稳定需要。

4、在地震荷载作用下，进水塔的抗滑稳定、抗倾稳定以及承载能力均

满足规范要求。

抗震安全性评为 A级。

金属

结构

安全

评价

1、溢洪道工作闸门结构完好；闸门材料为 Q235A；各构件的平均涂层

厚度最大为 277μm，最小为 125μm，涂层厚度小于 260μm 的设计厚度；闸

门腐蚀程度等级为未腐蚀，局部为 A级（轻微腐蚀）；闸门焊缝基本正常；

闸门启闭行走正常。

2、溢洪道检修闸门结构完好；各构件的平均涂层厚度最大为 257μm，

最小为 175μm，涂层厚度小于 260μm 的设计厚度；闸门腐蚀程度等级为未

腐蚀；闸门焊缝基本正常。

3、溢洪道启闭机设备完好。启闭机电机绝缘电阻、三相电流、三相电

压、噪音、温升的电气参数满足规范或使用要求。启闭设备的硬度、粗糙度

等材料参数满足规范或使用要求。启闭机运行基本正常，启闭机控制设备简

陋，启闭机房无防雷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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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

安全

分析

评价

金属

结构

安全

评价

4、左岸、右岸进水口事故闸门、拦污栅结构完好。闸门材料为 Q235A。

左岸、右岸闸门涂层的平均厚度分别为 169μm 和 136μm，小于 260μm 设

计厚度；闸门和拦污栅吊梁的涂层厚度小于 180μm 设计厚度。右岸闸门腐

蚀程度评价 A级（轻微腐蚀），左岸闸门腐蚀程度等级为未腐蚀。结构构件

焊缝基本正常。左岸、右岸进水口启闭机设备运行已 28 年，超过规定的 20

年折旧年限，存在设备陈旧、简陋、液压系统渗漏油明显、液压杆不同步等

诸多缺陷，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但尚不严重影响正常运行。

5、溢洪道工作闸门启闭机的启闭力、闸门面板厚度、强度、刚度以及

稳定性满足要求。左、右岸进水口事故闸门启闭机启闭力满足要求，闸门面

板厚度、强度和刚度满足规范要求。

6、两岸引水管、锥阀基本完好，满足运行使用要求。

7、水库供电、配电、备用电源设施完善，设备完好，可满足用电设备

的使用要求。

金属结构安全性评为 B级。

工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1、防渗面板的伸缩缝止水老化。

2、右岸进水口拦污栅导柱局部存在钢筋锈蚀，溢洪道工作桥梁、右岸进水口检修平

台梁与启闭机平台排架柱碳化深度评为 C 类（严重碳化），右岸进水口闸门井混凝土局部

露石、局部钢筋外露、锈蚀。

3、溢洪道启闭机控制设备简陋。两岸进水口启闭机设备运行已 28 年，超过折旧年限，

存在设备陈旧、简陋、液压系统渗漏油明显、液压杆不同步等诸多缺陷，设备存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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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安全类别评定：二类坝
对运行管理或除险加固的意见和建议：

1、全面排查大坝上游混凝土防渗面板伸缩缝，对破损失效的变形缝进行防渗处理。
2、修复右岸进水口破损的拦污栅导柱，对碳化深度评为 B类、C类的构件进行防护处

理。
3、对溢洪道工作闸门已产生蚀迹的构件和右岸进水口事故闸门采取防腐处理，更新

溢洪道启闭控制设备，更新两岸进水口启闭机设施，增加溢洪道等建筑物的防雷设施，加
强对金属结构和电气设备的日常维护，定期开展金属结构安全检测

4、加强大坝及其他建筑物的渗流监测，尤其是关注右岸鞍部临时输水洞上游侧和中
间两测点渗压水位监测，出现异常时及时加固；增加人工观测；按规范要求的频次定期开
展大坝变形、渗流及环境量等必设项目的安全监测，及时对监测资料进行整编分析及归档
工作。

5、编制水库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方案，并按照管理权限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6、按规定编制水库调度规程和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预案并报相关部门批发。

安全鉴定结论：
1、大坝建设与除险加固施工质量满足设计与规范要求，鉴于防渗面板的变形缝止水

老化，部分混凝土结构严重碳化，金属设备存在隐患，但尚不严重影响工程安全，工程质
量评为“基本合格”。

2、水库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健全，管理人员职责明晰；大坝安全监测项目满足规范
要求，水文测报与通信系统完备，防汛交通路况较好；水库能按要求制定汛期防洪调度运
用计划及防洪抢险应急预案，并按要求报批，但未编制水库调度规程和水库大坝安全管理
应急预案；水库能按审批的调度规程合理调度运用，基本能按规范开展安全监测，及时掌
握大坝安全性态，但坝顶表面位移监测频次不满足规范要求；管理单位对大坝险情等处理
维护或加固及时，总体处于正常可运行状态。鉴于未编制水库调度规程和水库大坝安全管
理应急预案，以及部分安全监测频次不满足规范要求，大坝运行管理评为“较规范”。

3、水库原设计防洪标准满足规范要求，不需要调整；水文系列延长后，从偏安全考
虑，采用 2008 年除险加固初步设计的洪水计算成果；水库泄洪建筑物的泄洪能力满足安
全泄洪的要求；制定的水库大坝汛期防洪调度运用计划符合水库特点，满足大坝安全运行
的要求；坝顶及其他建筑物超高满足规范要求。防洪安全评为 A级。

4、坝体上游防渗面板完好，坝体廊道、下游坡未见渗流异常，除险加固后各坝段扬
压力与渗流量降低幅度较大，各种工况下扬压力系数均满足规范要求。鉴于防渗面板的伸
缩缝止水老化，存在渗流安全隐患，大坝渗流性态基本安全，渗流安全性评为 B级。

5、大坝的抗滑稳定、结构应力，均满足规范要求；溢洪道与引水管进水塔承载能力
与稳定性满足规范要求；右岸刺墙土石坝、临时输水隧洞不存在稳定性问题，可满足安全
运行要求；库首右岸边坡经处理，整体稳定。鉴于右岸进水口拦污栅导柱局部存在钢筋锈
蚀，溢洪道工作桥梁、右岸进水口检修平台梁与启闭机平台排架柱碳化深度评为 C类（严
重碳化），右岸进水口闸门井混凝土局部露石、局部钢筋外露、锈蚀。结构安全评为 B级。

6、按Ⅶ度地震烈度复核，大坝抗震稳定满足规范要求，抗震安全复核评为 A级。
7、溢洪道工作闸门与检修闸门结构完好、强度与刚度满足规范要求，局部轻微腐蚀，

闸门焊缝基本正常，闸门启闭行走正常；启闭机设备完好、运行基本正常、启闭力满足规
范要求，但启闭机控制设备简陋。两岸进水口事故闸门、拦污栅结构完好，闸门刚度与强
度满足规范要求，结构构件焊缝基本正常，启闭机启闭力满足规范要求，但设备陈旧简陋、
漏油明显、液压杆不同步等诸多缺陷，存在一定隐患。水库供电、配电、照明、备用电源
设施完善，设备完好。鉴于部分金属结构已超过报废折旧年限，设备陈旧简陋，存在安全
隐患，但尚不严重影响正常运行，金属结构安全性评为 B级。

综上，漳州市峰头水库大坝安全综合评价为二类坝。

专家组组长（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