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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红河州已建成水库 483 座，其中：中型水库 27 座，小(1)型水库 87 座，

小(2)型水库 369 座。在建成的水库大坝中 95%以上为传统土料防渗土石坝，

运用沥青混凝土作为大坝防渗心墙，在红河州铜厂水库属首座，铜厂水库

大坝高 88.8 m，在云南尚少有这种坝型的筑坝经验。本书通过对红河州金

平县铜厂水库所在工程区的地形地质条件、气候因素、基础开挖、筑坝材

料、施工工艺、施工工期、工程投资、工程占地、环境影响、水土保持、

工程质量等方面的因素研究分析，确定采用碾压式沥青混凝作为大坝心墙

防渗材料。为研究铜厂水库大坝采用沥青混凝土心墙的可行性，以及为取

得设计必要的技术参数，2014 年 8 月，由云南省红河州水利水电勘察设计

研究院和西安理工大学防渗研究所共同承担铜厂水库大坝沥青混凝土心墙

材料的试验研究，其主要试验研究内容包括：沥青混凝土的原材料鉴定，

沥青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沥青混凝土的变形能力评价参数和计算参数，

沥青混凝土的抗压、抗拉、弯曲、水稳定试验等。通过室内试验研究铜厂

水库大坝采用沥青混凝土心墙防渗是可行的。 

2015 年 6 月，金平县铜厂水库工程获得初步设计批复，同意工程开工

建设。2017 年 4 月，对沥青混凝土心墙进行了现场人工摊铺及机械摊铺碾

压试验。2017 年 5 月开始大坝沥青混凝土心墙的施工。2018 年 6 月，坝体

及心墙施工至高 45.9 m，完成坝体填筑总量的一半，由于其他原因，大坝

中途停工共计约 2 年，于 2021 年 8 月，完成大坝坝体及心墙的填筑，心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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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高 87.9 m。根据施工期观察，显现出沥青混凝土心墙良好的防渗效果。

经过施工单位自检及第三方检测单位的抽检，沥青混凝土心墙各种技术指

标达到了相关规范及设计技术的要求。 

经过现场试验以及工程的实际运用，验证了沥青混凝土作为铜厂水库

大坝防渗材料的适宜性、合理性，以及良好的防渗效果。该技术主要解决

的问题：防渗土料质量难以达规范要求(如：含水量偏高，受当地气候、地

形等条件影响不具备翻晒条件)采用沥青混凝土来代替传统的防渗土料从

而实现工程的顺利实施。取得的效果：减少工程建设征地范围，减轻水库

建设对环境资源的破坏，施工受多雨多雾气候影响较小，工程施工进度更

快，防渗能力更强。 

沥青混凝土作为防渗材料在铜厂水库大坝心墙的成功运用，对红河州

乃至云南地形气候复杂、传统防渗土料匮乏地区的水利设计及施工，具有

较好的推动作用，是对学习新技术、应用新技术的较好尝试和发展。 

本书第一篇为金平铜厂水库大坝建设基本条件分析，第二篇为沥青混

凝土作为大坝防渗材料室内试验，第三篇为沥青混凝土心墙坝设计，第四

篇为沥青混凝土心墙施工，第五篇为工程经验总结。全书由云南省红河州

水利水电勘察设计研究院赵光礼、杨燕、王庆芳、黄木根、何志亚，泸西

县水利局张进，建水县水务局欧建东共同编写完成。 

本书承蒙昆明理工大学王铭明教授，西安理工大学王为标教授等专家

的审阅，他们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对提高本书的质量起到很大作用，在此

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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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挚感谢汉斯出版社给予的大力支持，他们在编辑、制作、排版、校

对、印刷等过程中的精心而艰苦工作，使得本书得以更快更好的奉献给读

者。 

限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尚存问题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专著的相关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669008，51969010)

和西北旱区生态水利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发基金(2018KFKT-15)等项目的资

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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