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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2021年 4 月，中国水利学会根据《中国水利学会团体标准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经过立项论证，经公示后以《关于<水利水电工程

模袋砂围堰技术规范>等 13项标准立项公示》，批准本标准立项。

本标准的编制单位共计 6家，分别是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

有限公司、华南理工大学、三峡大学、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珠江水利委员会珠

江水利科学研究院。

1.2 任务背景

模袋砂围堰与传统土石围堰相比，具有机械化程度高、施工速度

快、整体稳定性好和对软土地基适应性强等优点，在水利工程中已经

得到了广泛应用。目前，国内模袋砂围堰施工技术日渐成熟，拥有了

相关自主知识产权及技术。近十几年，随着国内经济的腾飞，模袋砂

技术更是广泛应用于多个工程领域。

由于目前模袋砂围堰在设计和施工暂无专门的规程规范，现有设

计多参考已实施的相关案例，但由于各种原因，模袋砂围堰在实际工

程应用中出现了不少失败的案例，造成了不少险情和财产损失。这些

原因主要包括：围堰软基处理不当，软基强度未提升至设定值；模袋

冲填不规范，冲填速度过快；围堰稳定性计算不准确，未对地基稳定

性进行单独验算；施工过程位移监测不规范，未能准确预警围堰失稳



的临界时刻等。规范的缺失也导致该技术难以推广应用，或者过于保

守的设计造成浪费。

因此，急需要撰写针对模袋砂围堰技术的技术规范（标准），进

而指导模袋砂围堰的设计和施工，促进该技术的大规模推广应用。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在探索、研究和应用模袋砂

围堰技术历经二十多年，先后在 20多个项目上成功应用了该技术；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也在多个工程中采用了模袋砂围堰设计；珠江水利委员会珠

江水利科学研究院对多个模袋砂围堰工程进行了监测，因此，可以说

编制团队积累了丰富的工程技术经验，为规范的编制工作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此外，水电三局还与华南理工大学、三峡大学等高校和科研

单位进行合作，对模袋砂围堰的工程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取

得了一些科研成果，具备了编制模袋砂围堰技术规范的理论基础。

1.3 主要工作过程

1.3.1 标准编制组组建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3 月组建了标准

编制组，制定了标准工作方案，开展标准编制工作。标准编制组主要

包括华南理工大学、三峡大学、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

科学研究院等一线研究、设计和实施人员。

1.3.2 资料收集

标准组收集整理了与编制标准相关的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如：



《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 50290-2014、《海堤工程设计规

范》 GB/T 51015-2014、《海岸软土地基堤坝工程技术规范》

GB/T509432015、《土工合成材料长丝机织土工布》GB/T 17640-2008、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评定规程》SL 1762007、《水利水电建设工

程验收规程》SL 2232008、《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

252-2017、《堤防工程施工规范》SL 2602014、《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组织设计规范》SL 3032017、《水利水电工程围堰设计规范》SL

6452013、《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监测设计规范》SL 7252016、《水工

建筑物荷载设计规范》SL 7442016、《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SL

274-2020、《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通用安全技术规程》SL 3982007、《水

利水电工程土建施工安全技术规程》SL 3992007、《水利水电工程施

工作业人员安全操作规程》 SL 4012007、《疏浚与吹填工程设计规

范》JTS 1812012、《水运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JTS/T

148-2020、《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2012、《广东省海堤

工程设计导则》试行）DB44/T182-2004 等。编制组对上述资料进行

分析、研讨，理清了编制方向。

1.3.3 标准编制

1 编制过程

标准编制组通过召集院校、施工、设计等单位人员座谈，总结围

堰设计、施工、监测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分析目前模袋砂围堰实际存

在的计算、变形监测、施工等方面的问题，了解模袋砂围堰施工需求。

通过调研，标准编制组明确了编制的目的与编制方向。同时，针对模



袋砂围堰的失稳机理、变形及施工加载速度，编制组进行了一系列研

究，并进行现场实验。

2 形成初稿

通过调研、技术研究、实验，收集相关信息，结合实际施工经验，

形成了标准编制框架。在此基础上，参考 SL-2014《技术标准编写管

理规定》编写了《水利水电工程模袋砂围堰技术规范》初稿。

3 标准立项

2021 年 3月 20日，标准编制组完成了《水利水电工程模袋砂围

堰技术规范》初稿和立项申请材料，提交中国水利学会。2021 年 4

月 21 日，中国水利学会进行了立项论证审查，审查专家一致同意该

标准立项 ，同时提出了修改意见及建议。4月 26日，水利学会发布

该标准立项公示，立项论证专家意见及建议主要包括：

1） 应收集相关标准，复核本标准与相关标准的协调性，明确与

已有标准的区别；

2）对本标准的框架进行思考，确定框架结构；

3）确定标准的适用范围：如水流速度、围堰高度，水头高度、

地质条件、适用区域等；

4）确定适用本规范的围堰等级划分、围堰使用年限；

5）明确模袋材料力学参数与适用条件、每层模袋填筑厚度（是

否分区？）；

6）围堰的几种最危险工况及相应的计算公式与参数选择；

7）吹填速度如何确定、吹填砂及含泥量并说明原因；



8）监测预警值什么变形值时要停止填筑；

9)模袋间摩擦力计算、稳定安全系数是否调整？

10)质量检查与验收已有相关标准，如何取舍；

11)所有其它标准已界定过的名词，本标准不能再界定；

12)本标准不能低于现有标准，尤其不能低于强制性标准；

13)模袋的搭接和错缝要有严格的规定，并有相应的依据；

14)安全环保要求要明确。

根据立项论证专家意见，标准编制组逐条进行讨论，对初稿进行

了多次讨论与修改，于 2021 年 11月 30日形成征求意见稿，完成征

求意见阶段材料，于 2021 年 12月 10日提交中国水利学会。

1.4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1.4.1 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工作由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牵头负

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南理

工大学、三峡大学、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省水利

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

院。

1.4.2 任务分工

中国水利学会作为主管单位负责指导与协调标准的编制工作。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作为标准起草主编单位，负

责标准起草、反馈意见处理、会议召集及编制单位之间的沟通交流。



华南理工大学、三峡大学、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

科学研究院参与标准的编写、讨论及技术支持等。

二、主要内容说明及来源依据

2.1 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包括 7章，分别为：

前言

引言

本章给出了标准的目的，主要使用对象。

范围

本章给出了使用范围，规范适用条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给出了本规范相关联的规范。

3 术语

本章给出了本标准的特有术语和定义

4 围堰设计

本章给出了围堰设计应收集的基本资料，确定了围堰设计标准，

给出了围堰布置选择的依据及围堰设计的计算工况及计算方法。

5 围堰施工

本章给出了围堰施工应做的相关准备、施工工序、施工工艺及施

工措施和施工安全要求。

6 质量检查与验收



本章给出了围堰施工质量检查指标，给出了验收质量标准及验收

条件。

7 围堰监测

本章给出了围堰监测的内容、方法及预警条件。

条文说明

条文说明给出了正文的细节说明。

2.2 来源依据

1 模袋砂围堰具有对软土地基适应性强、自身稳定性好和施工简

单等特点，因此被广泛应用于沿海地区的水利工程中。目前已施工完

成的此类围堰一般在 8m以下，为安全起见，将适用高度定为 8m及

以下。

2 围堰设计标准本标准分围堰标准的特点主要有：将模袋砂围堰

划分为 2个级别，即围堰应根据其保护对象、失事后果、使用年限和

围堰工程规模划分为 4级或 5级。在划分级别时，各施工导流阶段的

围堰级别应视其服务对象的重要性不同而有所区别。

对条文表 4.2.1中四项指标说明如下：

保护对象是永久建筑，其级别作为划分围堰级别的依据之一，各

永久建筑物相应的模袋砂围堰级别一般划分为 4~5级。

本标准主要从失事后对总工期延误、环境破坏以及造成的生命财

产损失作为衡量的主要依据。

使用年限指各施工导流阶段围堰的运用年限，围堰挡水期越长，

遭遇洪水破坏的可能性越大，承担的风险也就越大。因此，将 4级围



堰使用时间限定在 1~2年，5级围堰的使用时间限定在 1年以内。围

堰的最危险的工况一般出现在汛期，围堰经过一个完整的汛期定为一

个使用年。

根据模袋砂围堰的特点，本标准围堰工程的规模用围堰高度来衡

量。

基坑开挖后覆盖层的厚度不计入堰高，堰高采用覆盖层以上堰体

最大填筑高度。但要根据围堰堰脚至基坑边缘的距离，分析复核基坑

覆盖层开挖边坡对围堰边坡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处理措施。

3 围堰稳定计

（1）模袋砂围堰的稳定计算，除对软土地基上的围堰除验算其

边坡抗滑稳定外，还须验算堰体与堰基的整体抗滑稳定。

（2）当软土层较厚时，滑动面近似为一圆弧，故模袋砂围堰抗

滑稳定分析一般用圆弧滑动分析法，包括瑞典圆弧滑动法和简化毕肖

普法两种。

（3）模袋砂围堰一般采用总应力强度指标计算其稳定安全系数。

按总应力法计算时，软土地基强度指标的取值宜以经数理统计后

的标准值或小值平均值为依据。对于工程级别较低的围堰且同一土层

的抗剪强度试验数量较少时，一般可取算术平均值或算术平均值乘以

0.8～0.9的折减系数。

用总应力法计算围堰稳定时，关键是正确选择能反映现场条件的

试验方法，以得到符合实际的结果，选择的依据为：

a）土体或地基的排水条件，包括土的渗透性、弱透水土层厚度、



边界条件；

b）加荷前土体的团结完成情况；

c）施工加荷速率。

4 吹填、防护与防渗

（1）海水涨落潮时水位变化大，水流流速大，未吹填或未吹填

满的模袋容易被潮水冲走，因此规定了水流速度不宜大于 1m/s。

（ 2 ） 模 袋 吹 填 吹 填 速 度 70m3/h~100m3/h ， 吹 填 压 力

0.2MPa~0.3MPa，充满度不宜超过 85%等均为以往施工中总结的经验

数据，实际施工时，可参考上述值进行试验，以取得最佳施工参数。

（3）上下层模袋施工间隔时间不宜少于 3天，亦是经验值，目

的之一是为了控制围堰填筑速度，模袋吹填同时要结合沉降观测结果

综合控制堰体上升速度。

5 基坑降水速度过快，水位线以上堰体饱和水不容易及时排出，

造成堰基受力加大，易引起围堰失稳。根据多个项目围堰施工经验，

基坑降水速度设定在 50cm/d~70cm/d范围。

7 围堰监测：按排水后变化速率控制，可以去除吹填后围堰排

水过程中的瞬时沉降，因围堰地质条件的不同，围堰沉降会有非常大

的差异，将表 7.2.4 围堰监测频率及预警值中垂直位移监测中排水

后变化速率（mm/d）监测预警值定为 50mm，是综合各因素考虑的结

果。同时，监测预警应结合位移曲线变化趋势综合判定，若在连续时

间段内监测数据位移逐渐增大，表明围堰趋于较不稳定状态，有滑移

风险；若在连续时间段内监测数据位移逐渐减小，表明围堰逐渐趋于



稳定状态，综合判断后可继续施工。

三、专利情况说明

四、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1 目前，模袋砂围堰还没有相应的规程规范与标准。

2 围堰稳定计算主要参考了 GB/T50943和 SL645。

五、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预期效益（报批阶段填写）

包括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七、其他说明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