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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建筑物》

前言

教育部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要实施“职业教育与创新工程”，大力发展职业教
育，大量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特别是高技能人才，并强调要以就业为导向，转变办学模式，大力推动
职业教育。因此，高职高专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应体现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和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的要求。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进行教学活动的基本工具；是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保障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支柱和基础。所以，教材建设是高职高专教育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必须适应高职高专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为贯彻这一思想，在继2004年8月成功推出《全国高职高专
电气类精品规划教材》之后，2004年12月，在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组织全国水利水电行业高职
高专院校共同研讨水利水电行业高职高专教学的目前状况、特色及发展趋势，并决定编写一批符合当
前水利水电行业高职高专教学特色的教材，于是就有了《全国高职高专水利水电类精品规划教材》。
《全国高职高专水利水电类精品规划教材》是为适应高职高专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以培养技术应
用性的高技能人才的系列教材。为了确保教材的编写质量，参与编写人员都是经过院校推荐、编委会
答辩并聘任的，有着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其中主编都有编写教材的经历。教材较好地贯彻了水利
水电行业新的法规、规程、规范精神，反映了当前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法和相应的岗位资
格特点，体现了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和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具有创新特色。同时，结合教育部
两年制高职教育的试点推行，编委会也对各门教材提出了满足这一发展需要的内容编写要求，可以说
，这套教材既能够适应三年制高职高专教育的要求，也适应了两年制高职高专教育培养目标的要求。
《全国高职高专水利水电类精品规划教材》的出版，是对高职高专教材建设的一次有益探讨，因为时
间仓促，教材可能存在一些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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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工建筑物》是《全国高职高专水利水电类精品规划教材》中的一本。其内容的深度和难度按照高
等职业教育的教学特点和专业需要进行设计和编写。《水工建筑物》采用了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设
计规范和行业标准，吸收新技术，选用新的大坝资料，针对高职高专教学的特点，从突出先进、实用
、适用角度出发着重讲授理论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全书共分10章，包括绪论
、重力坝、拱坝、土石坝、水闸、河岸溢洪道、水工隧洞与坝下涵管、过坝建筑物和渠系建筑物、水
利枢纽布置、水利工程管理等。
《水工建筑物》适用于高职高专水利水电及相关专业水工建筑物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其他层次职业学
校相关专业作为教材或教学参考书,还可供水利水电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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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2.1 河流的形成与演变河流是流水侵蚀和地质构造作用的产物。陆地从露出海面的时
候起，便接受降水形成的地表径流的冲刷，起伏不平的地形提供了地表径流集中的条件。径流越集中
，冲刷力越强，久而久之，小沟变大沟，不断向长、深、宽方向发展。如果冲沟一旦切入到潜水层，
得到地下水的补给时，便成了终年有水的河流。继续发展，小河变大河，接受两旁的支流，形成一个
大河系。河流把泥沙带到下游，沉积在河口，随着泥沙越积越多，使海洋变成陆地，形成广大的冲积
平原。我国黄河人海口淤积的泥沙呈40km宽的扇形面积向前推进，1949～1951年的三年推进了10km。
水流具有挟带泥沙的能力，流速愈大，挟沙力愈大。如果来砂量等于水流挟沙能力，河床不产生冲淤
变化。否则，河床将产生冲刷或淤积。由于河道水量、泥沙的变化以及各河段的地形、地质情况不同
，所以，不冲不淤的平衡状态是相对的、暂时的，冲淤变形是绝对的、长期的，即河道的演变是无止
境的。河流的变形甚至改道影响着河流的开发利用。1.2.2 山区河流与平原河流的特点河流一般可分为
山区河流与平原河流两大类型。对于较大的河流，其上游段多为山区河流，而下游段多为平原河流，
位于上下游之间的中游段则往往兼有山区河流与平原河流的特性。山区河流流经地势高峻、地形复杂
的山区，所以岸线极不规则，宽度变化很大，水流急，多险滩瀑布、洪水猛涨猛落。河谷断面多为V
字形或U字形。河床由岩石组成，水流的切削作用进行缓慢，河道基本上是稳定的。但在岩石风化严
重，植被很差的地区，暴雨时可能发生危险很大的泥石流。山区河流水力资源丰富，但对航运不利。
平原河流地形平缓，泥沙容易沉积，在两岸形成自然堤。堤岸较高，使地表径流不易流入河中，低洼
地容易形成内涝。河谷较宽，水量比较丰富，对航运和灌溉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平原河流的河床土质
抗冲能力小，极易产生变形、弯曲、浅滩等，使深槽位置变化不定，需要采取整治措施来稳定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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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工建筑物》是全国高职高专水利水电类精品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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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水利专业的教材，是了解这个专业里的建筑物最基本的书籍，适合初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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