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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确认1999年度电

力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 (国经贸电力【2000] 22
号文)的要求制定的。

    本标准是混凝土坝安全监测资料整理和整编的技术规范，应

与其他混凝土坝安全监测标准配套使用。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D为规范性附录，附录B、附录C为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电力行业大坝安全监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并负

责解释。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大坝安全监察中
,b.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花城、陈文华、沈海尧、魏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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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混凝土坝安全监测资料整理和整编的基本要

求。

    本标准吞用于混凝土坝巡视检查、环境量、变形、渗流、应

力应变及温度 (包括水温)等主要监测项目的整编。其他专项监

测项目，可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参照本标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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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

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

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2897 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
    GB 50026 工程测量规范

    GBJ 138 水位观测标准

    DL/T 5178 混凝土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SL 21 降水量观测规范

    SL58 水文普通测量规范

    SL59 河流冰情观测规范
    SL 73 水利水 电一程 制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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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 语 和 定 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0.1

    资料整理 data reduction and processing
    对日常现场巡视检查和仪器监测数据的记录、检验，以及监

测物理量的换算、填表、绘制过程线图、初步分析和异常值判别

等，并将监测资料存入计算机。

3.0.2

    资料整编 data compilation and presentation
    在日常监测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定期对监测资料 (监测竣工

图、各种原始数据和有关文字、图表、影像、图片)进行分析、

处理、编辑、刊印和生成PDF格式标准电子文档等。

3.0.3

    过程线图 time history plot
    以时间为横坐标轴，监测量为纵坐标轴，在二维笛卡尔坐标

系上表示监测量测值与观测时间关系的图形。

3.0.4

    分布图 positional plot
    表示2个以上监测量的测值与测点位置之间关系的图形。

3.0.5

    相关图 correlation川。
    以一个监测量为横坐标轴，另一个监测量为纵坐标轴，在二

维笛卡尔坐标系上表示2个监测量测值之间关系的图形。
3.0.6

    技术苦戒值 technical threshold
    从技术角度通过综合分析确定的闭值。测值超出阐值应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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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必要时应发出警报。

3.0.7

    限差 tolerance

    在一定观测条件下规定的测量误差的限值。

3.0.8

    系统误差 systematic error

    在一定观测条件下的一系列观测值中，其误差大小、正负号
均保持不变，或按一定规律变化的测量误差。

3.0.9

    粗差 gross error
    超过标准差规定限差的测量误差，包括由于观测者粗心大意

造成的疏忽误差，以及由于仪器等原因致使读数异常变化而产生
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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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 则

4.0.1 本标准系DUT 5178的配套标准，主要目的是规范混凝土

坝安全监测资料的整编工作，使之达到标准化、规范化。

4.0.2 混凝土坝安全监测资料必须及时整理和整编，包括施工

期、运行期的日常资料整理和定期资料整编。整理和整编的成果

应做到项目齐全，数据可靠，资料、图表完整，规格统一，说明

完备。

4.0.3 日常资料整理应在每次监测后随即进行。对于人工监测，

不得晚于次日12点，对于自动化监测应在数据采集后立即自动整
理和报警。

4.0.4 定期资料整编应按规定时段对监测资料进行整编和初步
分析，汇编刊印成册，并生成PDF格式标准电子文档。

4.0.5 汇编刊印成册和在计算机磁光载体内存储的整编资料，各

整编单位除应至少存档两套外，还应按合同或管理制度要求报送

有关部门。

4.0.6 仪器监侧和巡视检查的各种现场原始记录、图表、影像资
料等均应归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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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 本 资 料

                  5.1 工程基本资料

5.1.1 工程主体建筑物的概况和特征参数，可根据工程具体情况

遵照附录A中表A.1格式填写。

5.1.2 工程总体布置图和主要建筑物及其基础地质剖面图，宜采
用A4或A3幅面。

5.1.3 大坝施工、运行以来，出现问题的部位、性质和发现的时

间，处理情况及其效果;工程蓄水和竣工安全鉴定及各次大坝安
全定期检查的结论、意见和建议。

5.1.4 坝区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设计提出的坝基和坝体的

主要物理力学指标;重要监测项目的安全监控指标或技术警戒值。

            5.2 监测设施和仪器设备基本资料

5.2.1 一般规定。

    1 监测设施和仪器设备的基本资料一般应包括:
        1)监测系统设计原则、各项目设置目的、测点布置等情

            况说明。

        2)监测系统平面布置、纵横剖面图，应标明各建筑物所

          有监测项目和设备的位置 (所用符号，见SL 73)。
          纵横剖面数量以能表明测点位置为原则。

        3)各种测点结构及埋设详图。

        4)各测点的安装埋设情况说明，并附上埋设日期、初始

          读数、基准值等数据。

        5)各种仪器型号、规格、主要附件、技术参数、生产厂

            家、仪器使用说明书、出厂合格证、出厂日期、购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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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检验率定等资料。

    2 各种基本资料均应适时、准确地记录。在初次整编时，应

对各监测项目各测点的各项基本资料进行全面的收集、整理和审

核，刊印成册。在以后各整编阶段，若监测设施和仪器设备有变
化时，均应重新填制或补充相应的图表、说明，并注明变更原因、

内容、时间等有关情况。

    3 某一监测项目有不同类型的仪器设备时，应按本标准要求
分别填制相应的图表。

5.2.2 变形监测设施的基本资料。

    1 水平位移监测的校核基点、工作基点和测点的基本资料表

格式，分别见附录A中表A.2、表A.3o
    2 垂直位移监测的基准点、工作基点和测点的基本资料表格

式，分别见附录A中表A.4、表A.5,
    3 正垂线和倒垂线基本资料表格式，分别见附录 A中表

A.6、表A.7.

    4 引张线、真空激光准直、视准线基本资料表格式，分别见

附录A中表A.8、表A.9、表A.lO.

    5液体静力水准基本资料表格式，见附录A中表A.11.
5.2.3 渗流监测设施的基本资料。
    1扬压力和绕坝渗流监测的测压管基本资料表格式，分别见

附录A中表A.12、表A.13 0
    2量水堰基本资料表格式，见附录A中表A.14.

5.2.4 监侧仪器的基本资料。
    1 差动电阻式渗压计、测缝计、应变计、无应力计、钢筋计

基本资料表格式，见附录A中表A.15 0

    2 电阻式温度计基本资料表格式，见附录A中表A.16o
    3钢弦式渗压计、测缝计、应变计、无应力计、钢筋计基本

资料表格式，见附录A中表A.17o
    4 错索 测力计某木咨料表格 式。 见附录 A中表 A.18a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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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其他。

    1环境量、地震、泄水建筑物水力学监测及本标准中未列入
的其他监测设施和仪器设备的基本资料表格式，可参照本标准和

有关专业的规定及监测仪器的具体情况执行口

    2 与监测有关的数据采集仪表和电缆的布设也应有相应的

基本资料或说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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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监 测 记 录

                  6.1 一 般 规 定

6.1.1 监测记录包括巡视检查和仪器监测资料的记录及监测物
理量的计算。监测物理量正负号规定见DUT 51780

                  6.2 巡 视 检 查

6.2.1 大坝巡视检查记录表格式参见附录B中表B.1，执行中可

根据大坝的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

                    6.3 变 形 监 测

6.3.1 水平位移监测。

    1 水平位移监测记录、计算表格式可根据不同的监测方法，

参见附录B中表B.2执行。
    2 准直法监测时位移量按式 ((6.3.1-1)计算，其各计算式中

相对应的部位如图6.3.1-1、图6.3.1-2、图6.3.1-3所示。

                      d; = L+Kd+AR74            (6.3.1-1)

                变位后左端点

d
上 }—

变位后右端点

"if
左端点 右端点

图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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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i - i点位移量，mm;

K— 归化系数，K = SWD;

Si— 测点至右端点的距离，m;

D- 准直线两工作基点间的距离，肋
d— 左、右端点变化量之差，CAL AR, mm;

与一 点首次监测值，mm;
L一一i点本次监测值，ram.

各种准直方法的监测值L的确定方法如下:

1)引张线法:监测值L等于监测仪器或分划尺的读数。

2)视准线活动规标法:L等于活动规标读数。
3)视准线小角度法:L值按式 ((6.3.1-2)计算。

L=a, S, (6.3.1-2)

丁

卜一 一— --:一一一一一

图6.3.1-2

式中:

q— 小角度观测值，(”);

P— 常数，p = 206265
Si— 工作基点至测点之距离，mm.
4)激光准直法。

                              L二K立 (6.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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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仁~
                            r

            份 5,
— D —

图 6.3.1-3

下

、土

式中:

1— 接收端仪器读数值，mm;
5
‘-
刀

 
 
形K— 归化系数，

S; - 测点至激光点光源的距离，m;

D- 激光准直全长，m.

3 正、倒垂线法监测时位移量的计算公式。
    1)倒垂测点位移量的计算。倒垂测点位移量指倒垂观测

      墩 (所在部位)相对于倒垂锚固点的位移量，按式

        (6.3.1-4)和式(6.3.1-5)计算。

                  Dx=K (X0 X,)               (6.3.1-4)

                马=凡 (Yo-y,)                  (6.3.1-5)

式中:

X0. Yo— 倒垂线首次值，mm;

X;, Y,— 倒垂线本次观测值，mm;

D-马— 倒垂测点位移量，nun;
凡、Ky— 位置关系系数(其值为一1或1)，与倒垂观测

            墩布置位置 (方向)和垂线座标仪的标尺方

            向有关。

    2)正垂线测点相对位移量的计算。正垂线测点相对位移
      值指正垂线悬挂点相对于正垂观测墩的位移值，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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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6)和式 (6.3.1-7)计算。

                  蕊=K (X,-Xo)             (6.3.1-6)

                4=凡 (Y,一 Yo)      (6.3.1-7)

式中:

4"吞— 正垂线测点相对位移量，mm;
X0, Yo— 正垂线首次值，MM;
戈、Y,— 正垂线本次观测值，mm;

K,凡— 位置关系系数(其值为一1或1)，与正垂观测墩
          布置位置(方向)和垂线座标仪的标尺方向有关。

    3)正垂线悬挂点绝对位移量的计算。正垂线悬挂点绝对位

      移量指正垂线测点相对位移值与该测点所在测站的绝

      对位移值之和。按式 (6.3.1-8)和式 ((6.3.1-9)计算。

Dx = Bk+DA

D, = By+D,o

(6.3.1-8)

(6.3.1-9)

    式中:

    Ds,马 — 正垂线悬挂点绝对位移量.mm;

      戊、落— 正垂线测点相对位移量，mm;
    与、D)o- 测点所在测站的绝对位移量，mm.
        4)一条正垂线含多个测点时，悬挂点以外测点的绝对位

          移量按式 (6.3.1-10)和式 (6.3.1-11)计算。

                        Dx=D,a S               (6.3.1-10)

                      Dy=Dya 6y              (6.3.1-11)
    式中:

    D,, Dy— 测点绝对位移量，~ :
    D,o,与 — 悬挂点绝对位移量，mm,

    4、吞— 测点相对位移量，MM.
6.3.2 垂直位移监测中，水准基点、工作基点、测点的引测、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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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监测的记录，按GB 12897中的记录要求执行。

                  6.4 渗 流 监 测

6.4.1 扬压力监测。
    1测压管监测记录、计算表格式参见附录B中表B.3,

    2 渗压系数计算公式。

        1)坝体渗压系数:

下游水位高于测点高程时，a,=

下游水位低于测点高程时，a,=

(6.4.1-1)

(6.4.1-2)

式中:

a,— 第i测点渗压系数;

H,— 上游水位，m;
HZ— 下游水位，m;
H,— 第i测点实测水位，m;

H 测点高程，ms

  2)坝基渗压系数:

      下游水位高于基岩高程时，风 =

a, =

一HZ
(6.4.1-3)

下游水位低于基岩高程时，

一HZ

一H4

一H,
(6.4.1-4)

拭
一拭

拭
-拭

    式中:

    c;. Hi. Hz, H,意义同前式 ((6.4.1-1):

    H4 测点处基岩高程，ma

6.4.2 渗流量监测。
    1 容积法监测记录、计算表格式参见附录B中表B.4e

    2 量水堰法监测记录、计算表格式参见附录B中表B.5a

                                                                                            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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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zfxw.com

DL / T 5209一 2005

渗流量计算公式。

1)容积法:

_ V

v_丁
(6.42一1)

式中:
Q- 渗漏量，L/s;

V—

  t-

充水容积，L;

充水时间，so

2)直角三角堰法:

Q=1AH (6.4.2-2)

渗漏量，m勺s;
堰上水头，ma

矩形堰法 :

Q=mb 2gH2 (6.4.2-3)

式中:

Q - Am量，m3/s;
b— 堰宽，m;
H- 堰上水头，M;

9— 重力加速度，m/S2;

M - M二0.402+0.054竺;
                            尸

P- 堰口至堰槽底的距离，m.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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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应力应变及温度监测

差动电阻式仪器监测记录、计算表格式分别参见附录B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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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6，电阻温度计监测记录、计算表格式分别参见附录B中表

B.7。各监测物理量换算公式如下:

    1 应变 。

                      s=了.nz十bAT            (6.5.1-1)

式中:

￡— 应变，10,;

厂— 应变计 (修正)最小读数，10/0.01 % ;
AZ— 电阻比测量值相对电阻比基准值的变化量，0.01%;

b— 应变计的温度修正系数，10勺℃:
AT - 温度测量值相对温度基准值的变化量，℃。

2 缝的开合度。

                  J=厂Az+bAT              (6.5.1-2)

式中:

J— 缝的开合度，mm;

厂— 测缝计 (修正)最小读数，mm/0.01 % ;
AZ— 电阻比测量值相对电阻比基准值的变化量，0.01 % ;

b— 测缝计温度修正系数，mm/0C;

AT - 温度测量值相对温度基准值的变化量，℃。

3 渗透压力。

P=f (6.5.1-3)

式中:

P 渗透压力，MPa;

厂— 孔隙压力计(修正)最小读数，MPa/0.01 % ;
AZ— 电阻比测量值相对电阻比基准值的变化量，0.01 % ;
b— 孔隙压力计的温度修正系数，MPa/'C ;

AT - 温度测量值相对温度基准值的变化量，℃。

4钢筋应力。

                  a=f'Az+bAT             (6.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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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U一一钢筋应力，MPa;

厂一一钢筋计的(修正)最小读数，We/0.01 Yo;
AZ— 电阻比测量值相对电阻比基准值的变化量，0.01 % ;

  b— 钢筋计的温度修正系数，MPa/0C ;
AT- 温度测量值相对温度基准值的变化量，℃。

5 压应力。

                  01=了' Az+bAT             (6.5.1-5)

式中:

v— 压应力，MPa;

厂— 压应力计 (修正)最小读数，MPa/0.01 % ;
AZ— 电阻比测量值相对电阻比基准值的变化量，0.01 % ;
b— 压应力计温度修正系数，MPa/'C ;

AT- 温度测量值相对温度基准值的变化量，℃。

6 温度。

T = ajar, T 3O 0C

T =eAR, T<00C
(6.5.1-6)

    式中:

          T— 温度，℃;

        AR— 电阻变化量，AR =R-瓦;
          R— 实测的仪器电阻，Q:

        Ro一一刊〕℃时的仪器的计算电阻值，1Z;
    a , d- 温度系数，'C/ Qo

6.5.2 钢弦式仪器监测记录、计算表格式分别参见附录B中表

B.8。各监测物理量换算公式如下:
    1 应变。

-- =K(f'一fo)+A (6.5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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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 应变，1r;
K— 应变计仪器系数，10-6 M4

A— 应变计仪器修正值，10人

fo— 基准频率值，HZ;
f— 频率值，Hz.
2 缝的开合度 。

J=K(f2一f0'2)+A (6.5.2-2)

式中:

J— 开合度，m和;

K— 测缝计仪器系数，imn/Hz2
A— 测缝计仪器修正值，mm;

fo— 基准频率值，Hz;
  f - 频率值，Hz.
3 渗透 压力或 压力。

P=K(f2一fo)+A (6.5.2-3)

式中:

渗透压力或压力，MPa;

渗压计或压力计仪器系数，

渗压计或压力计仪器修正值，MPa;

尸

K

A

fo— 基准频率值，Hz;

  f- -频率值，HZ<
4 钢筋应力。

v=K(f2一fo)+A (6.52一 )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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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钢筋应力，MPa;

    K 钢筋计仪器系数，MPa/Hz2;

    A 钢筋计仪器修正值，MPa;

    .fa— 基准频率值，Hz;
      少一 频率值，Hz.

6.5.3 由单轴应变E计算混凝土应力。将时间划分为n个时段，
每个时段的起始和终止时刻 (龄期)分别为:Zp, Z� Z2,⋯，‘1,

砚，·，‘，，‘。各个时段中点龄期【T,=   ( z,+z-, ) /2〕为:T,

T2，⋯，T. ,⋯   , F。各时刻对应的单轴应变分别为:硫 ' El ' E2 ,⋯，
耳 ·，《。各中点龄期对应的单轴应变分别为:E .  E2，一
E,⋯   .En。各时段单轴应变增量(△‘=‘一嵘，)为:A E"，A E2】一
A E} ,⋯，△《。应力计算公式为:
    1松弛法。在‘时刻的应力为:

            CT(Z ) =艺△准(T.)K,(z,T.)         (6.5.3-1)

式中:

    E(动—  T,.时刻混凝土的瞬时弹性模量;

KP(z,T, ) 龄期T,时的松弛曲线在z时刻的值。
2 变形法。在瓦时刻的应力为:

            v(z ) =艺AU(T.)              (6.5.3-2)

△。(动=E'(T,z,,)"承当i二1)

△。(:)一E'(T,,z,,)ST一YAQ(T )

·[1x[ E(Z;_} )二(:，:，1)」}
(6.5.3-3)

(当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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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4a( )—       T,时刻的应力增量;
    E}(T} , z;_} )— 以z,_，龄期加荷单位应力持续到T,.时的总变形

          「一  1一-   t c (T.二)」的倒数，。。称为;时亥。的
                LE(z,., ) ‘’一’」
                  持续弹性模量;

      E(Ty) - Tj_:时刻混凝土的瞬时弹性模量;
    c(称z;_)— 以aj_,为加荷龄期持续到Z.时的徐变度。

                        6.6 其 他

6.6.1 环境量、地震、泄水建筑物水力学监测及本标准中未列入

的其他监测方法或仪器监测记录、计算表格式，可参照本标准和

有关专业的规定以及监测仪器的具体情况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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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监 测 资 料 整 理

7.0.1 每次外业监测 (包括人工和自动化监测)完成后，应随即

对原始记录的准确性、可靠性、完整性加以检查、检验，将其换

算成所需的监测物理量，并判断测值有无异常。如有漏测、误读

  (记)或异常，应及时补 (复)测、确认或更正，并记录有关情

况。原始监测数据的检查、检验内容主要工作有:

    1作业方法是否符合规定。

    2 监测记录是否正确、完整、清晰。

    3 各项检验结果是否在限差以内。
    4 是否存在粗差。
    5 是否存在系统误差。

    经检查、检验后，若判定监测数据不在限差以内或含有粗差，

应立即重测;若判定监测数据含有较大的系统误差时，应分析原

因，并设法减少或消除其影响。

7.0.2 及时将计算后的各监测物理量存入计算机，绘制监测物理
量过程线图、分布图和监测物理量与某些原因量的相关关系图(如

位移量与库水位、气温的相关关系图等)，检查和判断测值的变

化趋势，作出初步分析。如有异常，应及时分析原因。先检查计
算有无错误和监测系统有无故障，经多方比较判断，确认是监测

物理量异常时，应及时上报主管部门，并附上有关文字说明。

7.0.3 每次巡视检查后，应随即对原始记录 (含影像资料)进行

整理。巡视检查的各种记录、影像和报告等均应按时间先后次序

进行整理编排。

7.0.4 随时补充或修正有关监测设施的变动或检验、校测情况，

以及各种基本资料表、图等，确保资料的衔接和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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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监 测 资 料 整 编

                  8.1一 般 规 定

8.1.1 在施工期和初蓄期，整编时段视工程施工和蓄水进程而

定，最长不宜超过1年。在运行期，每年汛前应将上一年度的监
测资料整编完毕。

    监测自动化系统采集的数据一般取每周一某一时刻 (如周一

上午8:00左右)的监测数据进行表格形式的整编，但绘制测值过
程线时应选取所有测值进行。对于特殊情况 (如高水位、库水位

骤变、特大暴雨、地震等)和工程出现异常时增加测次所采集的
监测数据，也应整编入内。

    对于重要监测物理量 (如变形、扬压力、上下游水位、气温、

降水等)，整编时除表格形式外，还应绘制测值过程线、测值分

布图等。变形测值分布图可选取每季度绘制一条，扬压力侧值分
布图可选择某些高水位时的测值进行绘制。

8.1.2应做好监测资料的收集工作。

    1第一次整编时应完整收集基本资料等，并单独刊印成册。
以后各年应根据变动情况，及时加以补充或修正。

    2 收集有关物理量设计计算值和经分析后确定的技术警戒
值。

    3 收集整编时段内的各项日常整理后的资料。

8.1.3在收集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对整编时段内的各项监测物理
量按时序进行列表统计和校对。如发现可疑数据，一般不宜删改，
应标注记号，并加注说明。绘制各监测物理量过程线图，以及能

表示各监测物理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特征图和与有关因素的
相关关系图(参见附录C中图C.1~图C.5)。在此基础上，对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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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资料进行初步分析，阐述各监测物理量的变化规律以及对工程

安全的影响，提出运行和处理意见。

8.1.4 整编资料应完整、连续、准确。

    1整编资料的内容、项目、测次等齐全，各类图表的内容、
规格、符号、单位，以及标注方式和编排顺序符合规定要求等。

    2 各项监测资料整编的时间与前次整编衔接，监测部位、测
点及坐标系统等与历次整编一致。

    3 各监测物理量的计(换)算和统计正确，有关图件准确、

清晰。整编说明全面，资料初步分析结论、处理意见和建议等符

合实际，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无遗漏等。

8.1.5 刊印成册的整编资料主要内容和编排顺序一般为:

    — 封面

    — 目录

    — 整编说明

    — 基本资料 (第一次整编时)

    — 监测项目汇总表

    — 监测资料初步分析成果
    — 监测资料整编图表

    — 封底

    封面内容应包括工程名称、整编时段、编号、整编单位、刊

印日期等。

    整编说明应包括本时段内工程变化和运行概况 监测设施的
维修、检验、校测及更新改造情况，巡视检查和监测工作概况，
监测资料的精度和可信程度，监测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其分析、
处理情况 (可附上有关报告、文件等)，对工程运行管理的意见

和建议，参加整编工作人员等。
    基本资料包括工程基本资料、监测设施和仪器设备基本资料

等。

    监测项目汇总表包括监测部位、监测项目、监测方法、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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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测点数量、仪器设备型号等。

    监测资料初步分析成果主要是综述本时段内各监测资料分析

的结果，包括分析内容和方法、结论、建议。对在本年度中完成

安全定期检查的大坝，也可简要引用定期检查的有关内容或结论，

并注明出处。

    监测资料整编图表 (含巡视检查成果表、各测值的统计表和

曲线)的编排顺序可按DLJC 5178中监测项目的编排次序编印，

未包含的项目接续其后。每个项目中，统计表在前，整编图在后。

                8.2巡视检查资料

8.2.1每次整编时，对本时段内巡视检查发现的异常问题及其原
因分析、处理措施和效果等作出完整编录，并简要引述前期巡视

检查结果并加以对比分析。

                8.3环境里监测资料

8.3.1 水位监测资料整编，遵照附录D中表D.1的格式填制上游

  (水库)和下游水位统计表。表中数字为逐日平均值 (或逐日定

时值)，准确到厘米。同时还须将月、年内的极值和均值以及极

值出现的日期分别填入 “全月统计”和“全年统计”栏中。
8.3.2 降水量监测资料整编，遵照附录D中表D.2的格式填制逐

日降水量 (日累计量)统计表。同时还须将月、年内的极值及其
出现的日期，以及总降水量、降水天数等分别填入 “全月统计”

和 “全年统计”栏中。

8.3.3气温监测资料整编，遵照附录D中表D.3的格式填制逐日
平均气温统计表。同时还须将月、年内的极值和均值以及极值出

现的日期分别填入 “全月统计”和 “全年统计”栏中。

8.3.4 水温监测资料可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遵照表D.3进行整

编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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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变 形 监 测 资料

8.4.， 变形监测资料整编，应根据工程所设置的监测项目进行各

监测物理量列表统计，遵照附录D中表D.4、表D.5、表D.6、表

D.7、表D.8的格式填制。
8.4.2 在列表统计的基础上，绘制能表示各监测物理量变化的过

程线图，以及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特征图和与有关因素的相关

关系图 (如蓄水过程、库水位、气温等)。

8.5 渗 流 监 测 资料

8.5.1 渗流监测资料整编，应将各监测物理量按坝体、坝基、坝

肩等不同部位分别列表统计，并同时抄录监测时相应的上、下游
水位，必要时还应抄录降水量和气温等。

8.5.2 坝体、坝基扬压力监测孔水位统计表遵照附录D中表D.9

的格式填制。绘制扬压力监测孔水位和上、下游水位变化的过程

线图，以及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特征图。

8.5.3 绕坝渗流监侧孔水位统计表遵照附录D中表D.10的格式

填制。绘制绕坝渗流监测孔水位和上、下游水位变化的过程线图，
以及坝区降水量过程线图。

8.5.4 渗流量监测统计表遵照附录D中表D.11的格式填制。绘

制渗流量和上、下游水位变化的过程线图，必要时还需简述水质
直观情况。

8.5.5 水质分析资料的整编，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编制相应的图

表和必要的文字报告说明。

8.6应力、应变及温度监测资料

8.6.， 应力应变监测资料整编，遵照附录D中表D.12的格式填
制，必要时同时抄录监测时相应的上、下游水位和气温等。根据

需要绘制应力应变与上、下游水位和测点温度或气温变化的过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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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图，必要时还需绘上坝体混凝土浇筑过程线。
8.6.2 温度监测资料整编，遵照附录D中表D.12的格式填制，
必要时同时抄录监测时相应的上、下游水位和气温等。根据需要

绘制温度变化过程线图，必要时还需视情况不同，绘制水温分布

图、坝体温度场分布图和等值线图。

8.7 其 他 资 料

8.7.1 地震反应监测、泄水建筑物水力学监测以及为其他工作和

科研而设置的项目的成果整编，可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参照本标
准编制有关图表和文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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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基本资料表格式

工程概况和主体建筑物特征参数汇总表格式见表A

表A.1 工程概况和主体建筑物特征参数汇总表

大坝名称 }I 设计单位

」

  工

  程

一大
  事

  记

:和
  存
  在
  主

一要

  问
  题

包括工

程的改
建、扩

建、补
强加固

情况，
以及存

在的影
响工程

安全的

主要问
题:

所属水电厂名称 }! 施工单位 }
主管单位 } 监理单位 {
建设地点

一豁
开工 年 月 日

所在河流 } 首次蓄水 年 月 日

集水面积 } t.'’ 竣工 年 月 日

水
文

特
征

多年平均降水量 } mm 设计地‘震烈度 度

多年平均径流量 亿m' 高程系统

多年平均输沙量 } 亿m

  主坝

坝型 {

ait
重现期 年] 坝顶高程 盯1

洪峰流量 m'/s 最大坝高 m

坝顶长度 m{洪水总量 }亿ml‘日

馨
重现期 年 坝基情况 !
洪峰流量 m', 一

  副坝
一

一

座数 座}
洪水总量 }亿ma/‘日 坝型

水

库
特

征

调节性能 坝顶高程 一} m}
最大坝高 m校核洪水位 m

坝顶总长 】n
校核洪水位相应库
容

亿衬

设计洪水位 一I        m l 坝基情况 一
设计洪水位相应库

容
亿砰

正

常
溢

洪
道

型式

正常蓄水位 盯 1 堰顶高程 } m}
正常蓄水位相应库
容

亿扩 堰项净宽 n1

防洪高水位 m 闸门型式 一}
闻门尺寸汛期限制水位 m

最大泄量 .'/s调洪库容 (校核-
汛限)

亿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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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续)

水
库

特
征

防洪库容 (防高-
汛限 )

亿m'
正常

谧 洪

迢

消能型式

袭

含必要

的坝基
地质、

坝体结
构材料

物理力
学指标

等资F

启闭设备 }死水位 一} m
死水位相应库容 亿砂

1M94L
道

型式

堰顶高程 m淤积库容 亿矽

堰顶冷宽 】11

工

程
主

要
效

益

篡
设计

km}(或万
    亩)

最大泄量 m'/s实际
k比2(或万

    亩)

蓄

设计装机容

量
MW

泄

洪
洞

〔孔)

型式

断面尺寸
实际装机容
量

MW

设计年发电

量
亿kw·h

进 口底高

程
m

闸门型式 }
票
设计 I} 万亩

最大泄量 m /s实际 万亩

启闭设备 一}年供水量 }{ 亿砂1

篇 一}
I } l

水平位移监测校核基点、工作基点基本资料表格式见表A.2.

表.̂2 水平位移监测校核墓点、工作墓点基本资料表

絮
埋设位置

基础

情况

埋设日期 侧定日期

篡年 月 日 年 月 日坐标 (x)
      】刀 }̂SF cy}瞥

口

埋设示意图

及有关说明

瓢
审查 校核 观测

埋设 填表 填表日期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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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位移测点基本资料表格式见表A.3o

            表A.3水平位移测点签本资料表

观测方法: 使用仪器型号:

票
埋设位置 埋设日期 始测日期 始测

璧誉 霆
m
M黔 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始测时上游水
位尹下游水位

m 始测时气温 ℃

埋设示意图及
  有关说明

黯
审查 校核 观侧

埋设 填表 坡表日期

垂直位移监测水准基点、工作基点基本资料表格式见表A.4o

衰AA 垂直位移监测基准点、工作签点鑫本资料衰

BMAimli}
埋设位置

基础

情况

埋设日期 侧定日期

袭坐标 <x)
      m }bs (y}m

m
年 月 f 年 月 日

曰口 厂
曰

埋设示意图

及有关说明

瓢
审查 校核 观测

埋设 演表 坟表日期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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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位移狈鱿点基本资料表格式见表A.5.

              表A.5 垂直位移测点墓本资料表

观测方法: 使用仪器型号:

票
埋设位置 埋设日期 始测日期 始测

登誓 象
m
坝瞥 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始测时上游水
位汗 游水位

m 始侧时气温 ℃

埋设示惫图及
  有关说明

赢
审查 校核 观 测

埋设 填表 填表日期

正垂线基本资料表格式见表A.6o

            表A.6正垂线基本资#伍

垂线编号
安装位置

所在坝段 瞥 坝m
垂线长度 m

悬挂点高程 m 安装日期 年 月 日 始测日期 年 月 日

油桶高程 m
  预埋管

(或钻孔直径)
口加n 最终有效孔径 『 .】‘ 二

垂线直径 】刀口1 垂线材质 始侧时气温 ℃

垂锤重t k9 始测时上游水位汗 游水位 功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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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续)

主要设各生产厂家

仪器底座
相对垂线

位置说明

垂线象限图

澳组点编号
测点高程

      m

始测读数
      ，，，们，

备 注

上下游方向 〔径向) 左右方向 〔切向)

霖
审查 校核 观测

安装 填表 填表日期

倒垂线基本资料表格式见表A.7.

                表A7 倒垂线墓本资料表

垂线编号
安装位置

所在坝段 瞥 坝m
垂线长度 m

孔口高程 11】 安装日期 年 月 日 始测日期 年 月 日

孔底高程 m

始侧时上游水
位f游水位

】1〕 始测时气温 ℃

基岩面高程 m 垂线直径 m m 垂线材质

钻孔直径 】们 n， 护管孔径 ，，，，11 有效孔径 川 m

浮体组浮力 N 浮子没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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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7(续)

主要设备生产厂家

仪器底座

相对垂线
位置说明

垂线象限图

测点编号 侧点高程
      m

始侧读数
      甘1111

备 注
上下游方向

  (径向)

左右方向

(切向)

;U}vtffl.
审查 校核 观测

安装 峨表 填表日期

引张线基本资料表格式见表A.8.

表A名 引张线墓本资料表

引张线编号
安装位置

瞥 1Yt黔
引张线长度 m

线体直径 }。 } 安装日期 年 月 日 I始，N日期 }年月日
线体材质 重锤重量 峪 有无浮托

端点装置描述 A:一端固定一端加力 B:两端加力

主要设备生产厂家

始测时上游水位护
    下游水位

m 始测时气温 ℃

侧点编号 所在坝段 测点桩号
      m

始侧读数
          .】 .『 『.

备注

瓢
审查 校核 观测

安装 填表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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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空激光准直基本资料表格式见表A.9o

                  表A.9 真空激光准直墓本资料衰

真空激光准直
    编号 安装位置 瞥 AWEm

激光准直长度 m

管道直径

(分段描述)
m m 安装日期 年 月 日

始测日期 年 月 日 工作真空度 Pa 允许漏气速率 P国h

始测时上游水位1
    下游水位

m 始侧时气温 ℃

其他设各描述

主要设备生产厂家

测点编号 所在坝段
洲点桩号

      】11

始侧读数
    】1朋刀

备注

霖
审查 校核 观侧

安装 填表 坑表日期

视准线基本资料表格式见表A.10>

衰A.10 视准线基本资料表

视准线编号
所在位置

瞥 坝m
视准线长度 m

使用仪器型号 规标型号

主要设备生产厂家

建成日期 年 月 日 始测日期 年 月 日

32



DL / T 5209一 2005

衰A.10(续)

始测时上游水位2
    下游水位

m 始侧时气温 ℃

测点编号 所在坝段
侧点桩号

      m

始侧读数
          .】 『 二

各注

瓢
审查 校核 观测

埋设 填表 填表日期

注:用于拱坝和高边坡上的视准线，参照本表使用。

液体静力水准装置基本资料表格式见表A.11,

          表A.11 液体静力水准Is基本资料表

静力水准编号
安装位置 瞥 }t黔

长度 m

水管直径 n l 曰 ， 水管材料

主要设各生产厂家

安装日期 年 月 日 始侧日期 年 月 日

始侧时上游水位了
    下游水位

m 始侧时气温 ℃

测点编号 所在坝段
测点桩号

      m

始测读数
      们，，，，

备注

霖
审查 校核 观测

安装 填表 填表日期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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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压力监测的测压管基本资料表格式见表A.12.

表A.12 扬压力监测孔基本资料表

创组点编号 位置
所在坝段 1g}m 1Y1黔

钻孔直径 } mm 洲压管直径 幻 Un

孔底高程 } 基岩面高程 】11

管口高程 一} m一}压力表中心高程 一}
压力表型号 压力表精度

埋设日期 I 年月 日} 始，。日期 } 年 月日
始测时库水位 1】】}始测时下游水位 }
始侧时气温 ℃ I 始侧读数 I
埋设示意图及
  有关说明

黔
审查 校核 观侧

埋设 城表 填表日期

绕坝渗流监测的测压管基本资料表格式见表A.13.

          表A.13绕坝渗流监测孔基木资料表

钡月点编号 位置
所在岸坡

m
坝黔

钻孔直径 } 。 扩管直径 n ，.1 ，

孔底高程 } 管口高程 m

埋设日期 年月 日一} 始侧日期 I} 年月日
始侧时库水位 口1 始洲时下游水位 n 」

始侧时气温 ℃ } 始侧读致 }
埋设示意图及
  有关说明

瓢
审查 校核 观侧

埋设 填表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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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水堰基本资料表格式见表A.14o

表A.14 ，水堰基本资料表

编号 安装位置
所在坝段

m
131ow

m

堰

体

结
构

堰型

说明:

(包括本堰所侧范围)

堰口宽度 n 】】，，

堰口至堰槽底距离 ，n】11

  堰槽尺寸

(长X宽X深)
.XmXm

R
型式

零点高度 口 1.刃 流量计算公式

埋设日期 年 月 日 始侧日期 年 月 日

始侧时库水位 口 」 始测时下游水位 口 1

始测时气温 } ℃} 始测读数 ，111朴

戴
审查 校核 观测

安装 填表 填表日期

    差动电阻式渗压计、测缝计、应变计、无应力计、钢筋计基

本资料表格式见表A.15o

表A.15差动电阻式渗压计基本资料表

(测缝计、应变计、无应力计、钢筋计)

测点编号 仪器型号 一}出厂编号}
生产厂家 量程

接长电缆型号 芯线接法 A:四芯 B:五芯

芯线电阻 一} MOD. 接长电缆长度 }

系数

最小读数了= 。℃时电阻值嵘= 。

零上温度系致 d 二 温度修正系数6=

零下温度系数 丫 二

(渗压计无此系数)
修正最小读数r 二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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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5(续)

物理量计算公式

埋设位置
    及

有关情况

桩号 口 坝轴距 m 高程 111

埋入前读数 电阻值Ra=  R 电阻比Zo =

埋入后读教 电阻值凡= Q 电阻比Z+=

埋设日期 年 月 日 气沮 ℃

上游水位 m 下游水位 m

埋设示意图及

    说明

霖
审查 校核 观侧

埋设 填表 填表日期

电阻式温度计基本资料表格式见表A.16

            表A.16 电阻式温度计荃本资料表

测点编号 仪器型号 出厂编号

生产厂家 量程

接长电统型号 芯践电阻 fllloom
接长电缆
  长度

口 1

系数 温度系数“= 。℃时电阻值凡 二 n

温度计算公式

埋设位置
    及

有关情况

桩号 m 桩号 m 商程 m

埋入前读数 电阻值凡 二 0

埋入后读数 电阻值凡二 r,七

埋设日期 年 月 日 气温 ℃

上游水位 m 下游水位 田

埋设示意图及
    说明

默
审查 校核 观翻

埋设 填表 坟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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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弦式渗压计、测缝计、应变计、无应力计、钢筋计基本资
料表格式见表A.17.

  表A.17 钢弦式渗压计墓本资料表

(测缝计、应变计、无应力计、钢筋计)

侧点编号 仪器型号 出厂编号

生产厂家 量程

精度
接长电缆

  型号

接长电缆

  长度
m

系数
仪器系数盆‘ 仪器修正值A二

基准频率值石 ， Hz

物理量计算公式

埋设位置

    及

有关情况

桩号 m 坝轴距 口 1 高程 n .

埋入前读数 f =                                         Hz

埋入后读数 f二 HZ

埋设日期 年 月 日 气温 ℃

上游水位 m 下游水位 m

埋设示意图及
    说明

瓢
审查 校核 观测

埋设 填表 坟表日期

钢弦式锚索测力计基本资料表格式见表A.18.

          表A.18 钢弦式锚索测力计基本资料裹

票
锚索安装

  位置 禁口

毅

孔径 r口 m

冀

结构形式

设计吨位孔深 m

钥绞线型号方位角 (.)

锚束根数倾角 (一)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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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8(续)

测力

计技
术参

  数

生产厂家

霎雾

总长度 m

锚头长度 m型号

锚固段长度 m量程

自由段长 盯1精度

灌浆标号仪器系数G

外锚墩尺寸温度修正系数K

外锚墩浇筑日期初始侧读场

初始温度 To ℃

31:}Y

千斤顶型号

压力表型号物理里计算公式

油泵型号

锁定
时读

  致

千斤顶读数 kN

压力表读数 MP日

电

统

型号

仪器读数凡芯数

温度读数T, ℃接头型式

换算成测力计读数 kN

at6m 气温 ℃

埋设
示意

图及
说明

}qACIA
审查 校核 观侧

安装 填表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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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监测记录和计算表格式

大坝巡视检查记录表格式参见表B.lo

                  表 B」 巡视检查记录表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参加人员:

混凝土坝坝体检查表

坝顶

    位移迹象

    裂缝、错动

    冻融

    路面

    人行道

    防浪墙

      照 明

    其他异常

上游面

    裂缝

    剥蚀

      膨胀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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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缩缝开合

    冻融

    其他异常

下游面

    裂缝

    剥蚀

    溶蚀

    冻融破坏

    渗漏

    其他异常

坝肩

    绕坝渗流 方 右

      裂缝 左 右

    错动 左 右

    其他异常

坝体廊道

      裂缝

    漏水

    剥蚀

    伸缩缝开合

    坝身排水管

      廊道排水

    机电设备情况

    其他异常

坝基

      总的情况

    渗漏、渗水量、颜色

    管涌

      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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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蚀

    沉陷

    其他异常

基础廊道

    错动

      隆起或凹陷

    岩石剥落

    初砌情况

    排水量、浑蚀度

    其他异常

监测设施

    监测系统布置情况 外部

                          内部

    观测仪器完好状况 外部

                          内部

    位移

    渗漏

    扬压力

    结构缝

    应力应变

    温度

    其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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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I%

二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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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法渗流量监测记录、计算表格式见表B.4.

表BA 容积法渗流.监测记录、计算表

测点编号: 位置 年 第_ 页

翼
充水

瞥
充水

容积

  ‘

3tm
流 量

LJS

瞥
上游

瞥
下游

瞥 誉 嘿 备注

观测: 记录: 校核 :

量水堰法渗流量监测记录、计算表格式见表B.S.

表B.5 ，水堪法渗流f监测记录、计算表

胃摺
坦卜

71:k H
实侧

流云Q
  L s

瞥
卜游

m

下游

m C

降水

烹
备注

注:实测流f公式见6.4.2条

观测: 记录 : 校核:

差动电阻式仪器监测记录、计算表格式参见表B.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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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裹政6 差动电阻式渗压计监测记录、计算表

测点编号:_ 测点高程内‘一一一川 最小读数无一一Mp留。.01%

。℃时电阻值瓦— 。 温度修正系数云一— Mp留℃

温度系数了_ ℃倪 电阻比基准值式_ x仓01%

温度基准值叮_ ℃ 修正最小读数厂一‘一一一MP叨刀1%
                                                年 第 页

翼
黔

温度

味电{

  ‘J
譬

电阻比变
  化量

(0.01%)

温堆弈
  化量

  ℃
盆

Z 凡
      T，

d (Rt--弋) 式 忿
      尸 二

了.乙Zb.乙丁

l { 一} } }{ 一} }�� �一}

观测: 记录: 校核:

电阻式温度计监测记录、计算表格式见表B7。

            表 1了 电阻温度计观测记录、计算表

测点编号: 测点位置

0℃时电阻值砚 _ 。 温度系数了_ ℃瓜

                                          年 第 页

日期
月、日

温度电阻
    Q

温度
  ℃

凡 升了 (R 一砚)

一}
一

一}

观测 : 记录: 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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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弦式仪器监测记录、计算表格式参见表B.8.

表B.8 钢弦式渗压计监测记录、计算表

测点编号:

基准频率值f'_              Hz

测点高程 m

仪器系数尺一一一一MPa/H.Z

              年 第 页

RM1q. F1臀
仪器修
正值

  m r口

洽透压力
  MP日

上游

m

下游水

m
臀 备注

f A P二S (J'_片)+A

观测: 记录: 校核

锚索测力计监测记录、计算表格式参见表B.9o

表B习 钢弦式锚索测力计监洲记录、计算表

测点编号: 测力计型号 设计荷载 kN

锁定时荷载P} kN仪器系数6匕一 温度修正系数K

初始读数左片 一 初始温度T

翼 读数t 读致2 瞥 apti*tk
计算

荷载

七N

预应

力变
化量
k卜

预应
力变

化率
  %

篡

一} }} 一}
{} I}

一} 一} 一} 一}
}} }一

I}
观测 : 计算 : 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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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监测物理量过程线及相关图例

降雨量(nun )

时间 f月 /年 )

沮度 (℃}

砂卿I" 1,1
11  21  31  41  51  61 71  8(  91 101 111 121112{31  41  51  61 7 引 9110111112
} 217 1 20(13 }

肠

刀

11

13

时间 1月 /年 }

图C.1 某测值过程线

000
捌

888

882
876

时间 (日 /月 j年)

图C.2 某测值与库水位过程线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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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o ; : ;

一叹
875       BA 留 5       890       A95       9p

                                                                库水位(m)

            图C.3某测值与库水位相关关系图

a宜位移(..) I =-“一 ”z-0}a,}
60

加

80

40

ULDI    ULD2    ULD3

              图 C4

ULDO   ULD5    ULD6    UI刀， 侧点编号

某测值分布图

图C.5 实测扬压力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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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实侧准稳定温度场

              b)设计稳定温度场

图C6 某坝体温度等值线图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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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监测资料整编表格式

上游 (水库)、下游水位统计表格式见表D.l o

          表 D.1 上游 (水库)、下游水位统计表

          年 游水位

日 期
月 份

1 2 3 4 5 6 7 S 9 10 11 12

01

02

03

汉

05

06

07

08

31

全

月

统
计

最高

日期

最低

日期

均值

全年统计
最高 最低

均值
日期 日期

备注 包括泄洪情况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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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日降水量统计表格式见表D.2o

                表nZ 逐 日降水t统计襄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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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平均气温统计表格式见表D.30

衰 D.3 日平均气温统计衰

年

日 期
拓 份

I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31

全
月

统
计

最高

日期

最低

日期

均值

全年统计
最高 最低

均值

日期 日期

备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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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位移统计表格式见表DA.

        表DA 水平位移统计表

年 首测日期 .1111，

垂直位移统计表格式见表D.5.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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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表 ns 垂直位移统计表

            首测日期_ nun

咒
测点编号及累计垂直位移量

篡
钡叨点1 侧点2 侧点3 翻叮点.

全

年
特

征
值

统
计

臀
日期

111"fu
日期

警

臂
注:垂直位移正负号规定:下沉为正;反之为负。

接缝开合度统计表格式见表D.6.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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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6接缝开合度统计表

        首测日期

55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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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缝统计表格式见表D刀。

表n7 裂缝统计表

年

发现日期
  月.日

编号{ 裂缝位置 裂缝描述

桩号

m
瞥

m mm m
走向

倾斜监测成果统计表格式见表D.8.

              表D.8倾斜监测成果统计表

        年 首测 日期

H.MM.H
两测点编号及累计倾斜量

lirit测点a,-b，一}测点b,-b2一}测点。1-c:一}
巨口

一} 一一习
二口
二口

全
年

特
征

值
统

计

臀
日期   口

裂‘
日期 一  口

瞥
臀

注:倾斜正负号规定 向下游向左岸转动为正:反之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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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压力监测孔水位统计表格式见表D.9.

表D.9 扬压力监测孔水位统计表

年

胃摺

侧点编号、孔内水位及渗压系数

上游

瞥
下游

Kitm
备注

测点1 测点n

孔内

)K47m‘

渗压

孕
孔内

mtz n默

全

年

特
征

值

统
计

臀
日期

19,1,fa
日期

臀

臂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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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坝渗流监测孔水位统计表格式见表D.10o

            表 D.10 绕坝渗流监测孔水位统计表

年

日期

月.日

侧点编号及孔内水位
                口

卜游

mtx
下游

mt}
降水

烹
备注

侧点 I 测 点2

全

年
特
征

值
统

计

最大值

日期

最小值

日期

平均值

年变幅

渗流量统计表格式见表D.llo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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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1 渗流量统计表

年

胃矍
测点编号及渗流量

          Us

上游

水位
  m

下游

瞥
各注

侧点1}测点2}

}�� �一一}
} } } 一} }一 一}
} } } 一}

全

年

特
征

值
统
计

最大值

日期 }�� �一一}
最小值 } } } 一} }�� �一一}
日期

平均值 一} 一} 一} }一 }!
年变幅 一} }} }一

应力、应变及温度测值统计表格式见表D12a

表D」2 应力应变及温度测值统计表

(应力单位为MPa;应变单位为lr;温度单位为℃)

  年

咒 侧点 1 侧点2 测点3 侧点4 测点5

}一 一} }一
一} 一}

全
年

特
征

值
统

计

最大值 }一 }一 }�� �一}一
日期 }一 一} }�� �一}一 }一 }一
最小值 }一 一} }一
日期

平均值 }�� �一}一 }一
年变幅 }一 }�� �一}�� �一}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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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坝安全监测资料

    整 编 规 程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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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围

    本标准是DLlf 5178配套技术标准。
    大坝安全监测包括巡视检查和仪器监测，监测资料分析时主

要是找出原因量(即环境量、上下游水位、坝址区气温和降水等)
与效应量 (即变形、渗流、混凝土应力应变及温度)之间的关系，

同时结合现场巡视检查资料 (包括日常、定期巡视检查发现的问

题或现象)对大坝的工作状态作出评价，对一些异常现象或问题

作出成因解释。因此，本标准对这些主要监测项目提出了整编要

求。

    考虑到其他一些特殊的专项监测项目，如水力学监测、强震
监测、结构振动监侧、爆破震动监测、声波监测等，日常工作中

相对接触较少，本标准未对其作明确规定，实践中可根据具体情

况和需要，参照本标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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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 则

4.0.3 现场获得的监测资料及时整理十分重要，“及时、快速评

价”是大坝安全监测的宗旨。考虑到当天人工监测有时结束时间

较晚，因此，规定每次仪器监测和巡视检查后，人工监测资料整
理不得晚于次日12点前完成。

    对于监测自动化系统，本标准就监测资料整编方面提出了要

求，即应根据软件设置的时间要求，及时对监测资料进行自动整
理和异常值判断，发现测值超限应自动报警。
4.0.4̂ 4.0.5 考虑到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使用的方便、安

全，要求整编资料用不同的方式存储。
4.0.6 监测资料整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对评价大坝的工作状态

和解释一些异常现象或问题成因有用的资料，都属整编、归档保

存的内容。包括日常现场巡视检查记录的文字、图表、影像、图

片等，以及监测系统设计报告和施工竣工图、仪器监测的原始数
据和换算后的监测物理量、过程线图、相关图、初步分析结论。

另外，工程基本资料也属整编范围，如工程总体布置图、主要建
筑物及其基础地质剖面图;坝区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设计

提出的坝基和坝体的主要物理力学指标:重要监测项目的安全监

控指标或技术警戒值;大坝施工、运行以来出现问题的部位、发

现时间、性质、处理情况及其效果:工程蓄水和竣工安全鉴定及

各次大坝安全定期检查的结论、意见和建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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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 本 资 料

5.2.，各测点(包括工作基点、校核基点)的安装埋设情况说明
内容，应包括埋设时现场的一些用图、表较难表达清楚的文字说

明。对于多点变位计、测斜孔、倒垂孔等钻孔埋设的监测设施，
还应进行钻孔地质描述或绘制钻孔柱状图。

    考虑监测设施和仪器设备的变更(包括传感器电缆的接长和
二次便携式采集仪表、自动化系统的采集模块更换等等)都有可

能导致测值的非正常变化，为便于分析原因，这些变更情况都记

录在案。

5.2.1监测设施和仪器设备的种类较多，本标准仅列出较常用的
一些基本资料表格式。本条是一个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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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监 测 记 录

6.2.1为便于大坝安全管理资料的统一使用和管理，大坝巡视检
查记录表格式与《水电站大坝安全检查施行细则》〔能源电(1988)

37号」中的要求相同，并应随该细则相关内容的修改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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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监 测 资 料 整 编

8.1.1随着监测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部分工程已逐步取代了

仪器监测人工采集的工作。监测数据自动采集的频次，可人工设
置。考虑到采集数据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在监测自动化系统采集

的数据整编时，分一般、特殊和工程出现异常时三种情况对监测

资料进行选取和整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