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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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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闸安全评价工作，保障工程效益充分发挥，根据上海市水务局标准化工作计划，

结合上海市水闸安全运行管理工作实践和经验，制定本导则。 

本导则是上海市地方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现

状调查、安全检测、安全复核、安全评价及附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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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事务中心）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

至上海市水利管理事务中心（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 333号 23楼，邮编：

200002），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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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指导本市小型水闸安全评价工作，保障工程运行安全，结合本市

小型水闸特点，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本市水务部门管理的小型水闸（水利控制片一线市、区管

水闸除外）安全评价工作。其他非水务部门管理的小型水闸可参照执行。 

1.0.3  本导则所称水闸包括：节制闸、套闸、泵闸、涵闸等及其辅助设施。 

1.0.4  小型水闸安全评价范围应包括：闸室，上、下游连接段，闸门，启闭机，

机电设备，管理范围内的上下游河道、堤防，管理设施和其他辅助设施。 

1.0.5  小型水闸安全评价包括：现状调查、安全检测、安全复核和安全评价。 

1.0.6  本导则主要引用下列标准：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GB 50150 

《混凝土结构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52 

《防洪标准》GB 50201 

《泵站设计规范》GB 50265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 

《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15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GB 50487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 

《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标准》GB 51247 

《水利水电工程启闭机设计规范》SL 41 

《中小型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SL 55 

《水利水电工程钢闸门设计规范》SL 74 

《水工钢闸门和启闭机安全检测技术规程》SL 101 

《水工金属结构防腐蚀规范》SL 105 

《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SL 191 

《水闸安全评价导则》SL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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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金属结构报废标准》SL 226 

《土工试验规程》SL 237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 252 

《水闸设计规范》SL 265 

《泵站安全鉴定规程》SL 316 

《水利水电工程电缆设计规范》SL 344 

《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SL 352 

《水利水电工程机电设计技术规范》SL 511 

《水工混凝土结构缺陷检测技术规程》SL 713 

《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CECS 02 

《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技术规程》CECS 21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 8 

《混凝土中钢筋检测技术规程》JGJ/T 152 

《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JGJ/T 23 

《钻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JGJ/T 384 

《冲击回波法检测混凝土缺陷技术规程》JGJ/T 411 

1.0.7  小型水闸安全评价除应符合本导则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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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状调查 

2.1  一般规定 

2.1.1  现状调查内容应包括：技术资料收集、现场检查和现状调查分析。 

2.1.2  收集的工程技术资料应可靠、全面、真实、完整，满足安全评价的要求。 

2.1.3  现场检查应全面，重点检查工程的薄弱部位、隐蔽部位及重要设施设备。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缺陷或不足，应初步分析其成因和对工程安全运行的影响。 

2.1.4  现状调査应详细记录工程现场检查记录表（附录 A），完成后应编制工

程现状调査分析报告，报告编制应满足附录 B的要求。 

2.2  技术资料收集 

2.2.1  技术资料收集应包括工程（含改扩建、除险加固）设计、建设、运行管

理、规划和功能变化等资料。 

2.2.2  设计资料应包括：工程地质勘察资料、工程设计文件与图纸及其他相关

资料。 

2.2.3  工程建设资料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工程施工技术总结。 

2  工程检测、监理和质量监督资料。 

3  工程安全监测设施的安装埋设与监测资料。 

4  金属结构与机电设备的制造、安装资料。 

5  工程质量事故和处理资料。 

6  工程竣工验收资料和工程竣工图等。 

2.2.4  工程运行管理资料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管理单位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经费安排情况，工程管理范围划定情况。 

2  运行管理规章制度。 

3  控制运用技术文件和运行记录。 

4  历年的专项检查、检测和安全评价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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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安全监测和观测资料。 

6  工程养护、维修和重大工程事故处理资料等。 

2.2.5  工程规划和功能变化资料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水文、气象资料。 

2  水利规划变化情况和最新规划数据。 

3  工程运用条件和功能指标变化情况等。 

2.3  现场检查 

2.3.1  现场检查应包括土工建筑物、石工建筑物、混凝土建筑物、金属结构、

机电设备、工程管理和安全监测等，应重点检查建筑物、设备、设施的完整性和

水闸运行状态等。检查结果应详细记录并填写现场检查记录表。 

2.3.2  土工建筑物现场检査主要包括水闸侧岸、翼墙后填土，管理范围内上、

下游河道堤防等。 

2.3.3  石工建筑物现场检查主要包括水闸侧岸、翼墙，上下游护坡、海漫和其

他砌体结构建筑物等。 

2.3.4  混凝土建筑物现场检查主要包括闸墩、岸墙、底板、胸墙、工作桥、排

架及交通桥等。 

2.3.5  金属结构现场检查主要包括闸门、启闭机、拦污栅及拍门等。 

2.3.6  机电设备现场检查主要包括电动机、操作设备、输电线路、备用电源、

防雷接地设施及水泵设备等。 

2.3.7  工程管理设施现场检查主要包括办公、生产和辅助用房，通信设施，交

通道路及维修养护备品备件等。 

2.3.8  安全监测现场检查主要包括安全监测项目、监测设施（含自动化监测）、

监测流程和资料整编分析等。 

2.4  现状调查分析 

2.4.1  现状调查分析应结合技术资料和现场检查情况，对水闸安全管理进行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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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评价。水闸安全管理应按下列标准进行评价： 

1  工程管理范围明确可控，技术人员定岗定编明确、满足管理要求，管理

经费足额到位。  

2  规章制度齐全并落实，水闸按审批的控制运用计划合理运用。  

3  工程设施完好并得到有效维护，管理设施、安全监测等满足运行要求。  

4  以上三款全部满足或基本满足的，安全管理为良好；满足或基本满足第

三款和其余两款之一的，安全管理为较好；仅满足一款或均不满足的，安全管理

为差。 

2.4.2  水闸安全管理评价为良好的，结合实际情况，可不进行安全检测和安全

复核。 

2.4.3  水闸安全管理评价为较好或差的，结合工程存在的安全问题、隐患或疑

点，提出进一步安全检测项目和安全复核内容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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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检测 

3.1  一般规定 

3.1.1  水闸安全检测项目应根据工程现状调查分析报告，结合工程运行情况和

影响因素综合研究确定。 

3.1.2  水闸安全检测项目应与安全复核内容相协调，检测点选择应能真实反映

工程实际安全状态。 

3.1.3  安全检测完成后应编制安全检测报告，报告编制应满足附录 B的要求。 

3.2  安全检测 

3.2.1  土工建筑物 

闸室、岸墙、翼墙等发生异常变形或堤防出现裂缝、坍塌、滑坡等现象且无

法判断其形成原因的，应按《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GB 50487、《中小型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SL 55及《土工试验规程》SL 237 的规定取样试验，

确定土料的物理力学指标。 

3.2.2  石工建筑物 

结构发生倾斜、滑动、局部坍塌等异常变形的，应对砌筑砂浆抗压强度、砌

筑质量与构造、砌石结构损伤与变形等进行检测。 

1  砌筑砂浆抗压强度检测方法应根据现场检测条件确定，具体可按《砌体

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15 进行。 

2  砌石结构质量检测可按《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及《建筑

变形测量规范》JGJ 8等标准进行。 

3.2.3  混凝土建筑物 

主要结构出现裂缝、孔洞、钢筋锈蚀等现象的，应对混凝土外观质量与缺陷、

主要结构构件混凝土强度、碳化深度、钢筋保护层厚度与锈蚀程度等性能指标进

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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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主要结构构件或有防渗要求的结构出现裂缝、孔洞、空鼓等现象时，

应检测其分布、宽度、长度和深度，并分析产生的原因。裂缝深度以超声法检测

为主，必要时钻取芯样予以验证。超声法按《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技术规程》

CECS 21的规定进行；对于仍在发展的裂缝应进行监测，可按《建筑变形测量规

范》JGJ 8 有关规定进行。 

2  当结构因受侵蚀介质作用发生腐蚀时，应检测结构的腐蚀程度。 

3  混凝土结构变形检测可按《混凝土结构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52及《建

筑变形测量规范》JGJ 8等标准进行。 

4  混凝土结构内部缺陷检测可采用局部破损方法进行验证。超声法可按《超

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技术规程》CECS 21 进行，冲击回波法可按《冲击回波法检

测混凝土缺陷技术规程》JGJ/T 411 进行。 

5  结构混凝土抗压强度宜采用回弹法、超声回弹综合法、钻芯法等方法，

具体应根据现场条件确定。回弹法可按《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SL 352 进行，

超声回弹综合法可按《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CECS 02进行，

钻芯法可按《钻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JGJ/T 384 进行。 

6  混凝土碳化深度检测可按《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SL 352进行。 

7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可按《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SL 352进行。 

8  钢筋锈蚀状况检测可根据测试条件和要求选择剔凿检测方法或电化学检

测方法。剔凿检测方法可按《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进行；

电化学检测方法可按《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SL 352、《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

GB/T 50344及《混凝土中钢筋检测技术规程》JGJ/T 152 等标准进行。 

9  结构腐蚀程度检测应根据具体腐蚀情况，可按《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

SL 352及其他相应技术标准进行。 

3.2.4  金属结构检测可按《水工钢闸门和启闭机安全检测技术规程》SL 101、

《水工金属结构防腐蚀规范》SL 105 及《水利水电工程金属结构报废标准》SL 226

等标准进行。 

3.2.5  机电设备检测可按《水利水电工程机电设计技术规范》SL 511、《电气

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GB 50150 及《水利水电工程电缆设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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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SL 344 等标准进行；泵站主机组检测可按《泵站安全鉴定规程》SL 316 进

行。 

3.2.6  安全监测设施有效性检测，应包括监测项目的完备性、监测设施的完好

性、监测资料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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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复核 

4.1  一般规定 

4.1.1  水闸安全复核内容根据工程现状调査和安全检测成果确定。 

4.1.2  安全复核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重点分析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运行中的异常情况、运行中发生的事

故或险情的处理效果。 

2  应根据基础资料和安全检测结果确定复核计算参数，缺乏实测资料或检

测资料时，可参考设计资料确定，并分析对复核计算结果的影响。 

4.1.3  安全复核完成后应编制安全复核报告，报告编制应满足附录 B的要求。 

4.2  安全复核内容 

4.2.1  防洪标准复核 

1  水闸防洪标准是否满足《防洪标准》GB 50201 和《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

分及洪水标准》SL 252要求。 

2  水闸闸顶高程及上下游连接段堤顶高程是否满足规范及规划要求。 

3  水闸过流能力是否满足规划要求。 

4.2.2  渗流安全复核 

1  渗流安全复核主要为基底渗流稳定复核，必要时应进行侧向渗流稳定计

算和深层地基渗流稳定计算。 

2  水闸基底渗流压力可采用改进阻力系数法或流网法计算，复杂土质地基

上的重要水闸渗流压力可采用数值法计算。 

4.2.3  结构安全复核 

1  结构出现异常沉降、倾斜、滑移等情况，应结合现场检查和安全检测成

果选取计算参数，对闸室、岸墙、翼墙的稳定（含抗震）进行复核计算。 

2  结构稳定复核主要包括抗滑（倾）稳定、地基稳定、抗浮稳定、沉降复

核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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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闸控制运用条件发生变化时，应进行消能防冲计算。 

4.2.4  结构应力复核 

1  水闸控制运用条件发生变化时，应进行结构应力（含抗震）复核。 

2  检测结果不满足设计或规范要求时，应进行结构应力复核。 

3  水闸结构应力复核主要包括闸室、闸墩、岸墙与翼墙等。 

4.2.5  金属结构安全复核 

1  金属结构安全复核主要包括闸门和启闭机安全复核。 

2  水闸控制运用条件发生变化时，或闸门因锈蚀变形、构件结构尺寸发生

变化时，应复核闸门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等。 

3  启闭机安全复核主要包括设备选型、运用条件能否满足工程需要。 

4.2.6  机电设备复核 

1  电动机、柴油发电机等设备的选型、运用条件能否满足工程需要。 

2  变配电设备、控制设备和辅助设备等是否符合设计与标准的要求。 

  



 

11 

 

5  安全评价 

5.0.1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评定为四类闸：  

1  水闸设防高程远低于规范设防要求，危及区域防汛安全的。 

2  水闸结构安全不满足标准要求，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危及工程安全的。 

3  水闸渗流安全不满足标准要求，不能正常运行，危及工程安全的。  

4  存在其他重大安全隐患危及工程安全的。  

5.0.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评定为三类闸：  

1  水闸设防高程低于规范设防要求，影响区域防汛安全的。 

2  水闸结构安全不满足标准要求，影响工程安全的。 

3  水闸渗流安全不满足标准要求，影响工程安全的。 

4  存在其他安全隐患影响工程安全的。 

5.0.3  工程运用指标基本达到设计标准，主体结构存在一定的破损经大修后能

正常运行的，金属结构、机电设备超期限运行或已损坏但经更换可安全运行的，

可评定为二类闸。 

5.0.4  工程运用指标达到设计标准，无影响安全运行的缺陷，按常规维修养护

即可保证正常运行的，可评定为一类闸。 

5.0.5  对评定为二类、三类、四类的水闸，应在安全评价报告中提岀处理建议

与处理前的应急措施，并根据安全评价结果对工程管理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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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现场检查记录表 

检查

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存在的问题 备注 

运行

管理 

机构设置 正常□ 存在隐患□ 设置不完善□；人员配备不齐全□   

管理范围 正常□ 存在隐患□ 不明确□；不规范□   

管理制度 正常□ 存在隐患□ 不完备□；未审批□；未落实□   

管理设施 正常□ 存在隐患□ 损坏□；不完善□   

运行维护 正常□ 存在隐患□ 不规范□；不及时□；无维护□   

土工

建筑

物 

管理范围内上

下游河道堤防 
正常□ 存在隐患□ 

塌陷□；裂缝□；滑坡□；渗漏□；雨淋沟□；

蚁害□；兽害□；杂草□；垃圾□  
  

水闸两侧岸、翼

墙后填土 
正常□ 存在隐患□ 塌陷□；裂缝□；冲刷□；渗漏□；积水□    

排水及导渗设

施 
正常□ 存在隐患□ 损坏□；堵塞□；失效□；不便检查□    

石工

建筑

物 

护坡 正常□ 存在隐患□ 
塌陷□；隆起□；底部淘空□；松动□；垫层散

失□；淤积□；杂物□  
  

闸墩 正常□ 存在隐患□ 倾斜□；塌滑□；勾缝砂浆脱落□    

翼墙 正常□ 存在隐患□ 倾斜□；塌滑□；勾缝砂浆脱落□    

消能工 正常□ 存在隐患□ 
裂缝□；冲刷□；磨损□；淘刷□；淤积□；杂

物堆积□；不便检查□  
  

排水设施 正常□ 存在隐患□ 堵塞□；损坏□    

混凝

土建

筑物 

闸墩 正常□ 存在隐患□ 
倾斜□；裂缝□；孔洞□；碳化□；剥蚀□；露

筋□  
  

涵身 正常□ 存在隐患□ 
倾斜□；裂缝□；孔洞□；碳化□；剥蚀□；露

筋□  
  

排架 正常□ 存在隐患□ 裂缝□；碳化□；剥蚀□；露筋□    

翼墙 正常□ 存在隐患□ 
倾斜□；滑动□；裂缝□；孔洞□；碳化□；剥

蚀□；露筋□  
  

胸墙 正常□ 存在隐患□ 
倾斜□；裂缝□；孔洞□；碳化□；剥蚀□；露

筋□  
  

消能工 正常□ 存在隐患□ 
裂缝□；冲刷□；磨损□；淘刷□；淤积□；杂

物堆积□；不便检查□  
  

工作桥 正常□ 存在隐患□ 裂缝□；碳化□；剥蚀□；露筋□    

启闭机房 正常□ 存在隐患□ 裂缝□；碳化□；剥蚀□；露筋□    

排水设施 正常□ 存在隐患□ 破损□；堵塞□    

伸缩缝止水 正常□ 存在隐患□ 破损□；漏水□；填充物流失□    

闸门 

工作环境 正常□ 存在隐患□ 杂草□；杂物□；淤积□    

门体 正常□ 存在隐患□ 

铸铁闸门/钢闸门：启闭不灵活□；变形□；裂

纹□；脱焊□；锈蚀□；螺栓、铆钉松动□；不

便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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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存在的问题 备注 

钢筋混凝土闸门：启闭不灵活□；破损□；腐蚀

□；碳化□；剥蚀□；露筋□；预埋件锈蚀□；

不便检查□  

  

吊耳 正常□ 存在隐患□ 破损□；裂纹□；锈蚀□；不牢固□    

支承铰 正常□ 存在隐患□ 破损□；裂纹□；锈蚀□；欠养护□    

门槽 正常□ 存在隐患□ 卡堵□；气蚀□    

止水 正常□ 存在隐患□ 
反向□；卷曲□；脱落□；凹陷□；撕裂□；封

闭不严□  
  

行走支撑 正常□ 存在隐患□ 运转不灵活□；锈蚀□；弯曲□    

开度指示器 正常□ 存在隐患□ 不清晰□；不准确□    

启闭

机 

机体表面 正常□ 存在隐患□ 不清洁□；破损□；锈蚀□    

传动装置 正常□ 存在隐患□ 运转不灵活□；工作不正常□；有异常声响□      

零部件 正常□ 存在隐患□ 缺损□；裂纹□；磨损□    

制动装置 正常□ 存在隐患□ 制动不可靠□    

连接件 正常□ 存在隐患□ 连接不紧固□；润滑异常□    

启闭方式 正常□ 存在隐患□ 

卷扬式：断丝□；磨损□；锈蚀□；变形□；接

头不牢□；缺乏养护□；启闭不灵活□  
  

液压式：油量不足□；油路不畅□；漏油□；供、

排油管色标不清□；管路敷设不牢固□；油质不

合格□；缺乏养护□；启闭不灵活□  

  

螺杆式：弯曲、变形□；腐蚀□；锈蚀□；缺乏

养护□；启闭不灵活□  
  

手拉葫芦式：破损□；锈蚀□；启闭不灵活□；

缺乏养护□  
  

水泵

机组 

机体 正常□ 存在隐患□ 不清洁□；破损□；锈蚀□    

设备运行 正常□ 存在隐患□ 
运转不灵活□；工作不正常□；异响、震动□；

异常发热□  
  

机电

及防

雷接

地设

施 

供电系统 正常□ 存在隐患□ 
线路不正常□；不能正常使用□；配电柜内外不

清洁□；强弱电管线未区分□；有异味和声响□  
  

备用发电机组 正常□ 存在隐患□ 

未设□；不能正常运行□；储油量不足□；供油

管路不畅通、有渗漏□；设备不清洁□；线路不

畅通□  

  

防雷接地设施 正常□ 存在隐患□ 
未设□；避雷带锈蚀□；接地不符合规定□；高

压避雷器表面有损坏、放电现象□  
  

监控

系统 

计算机监控系

统 
正常□ 存在隐患□ 

未设□；设备损坏□；不能正常运行□；通讯不

畅□；不能遥测□；无报警信息□  
  

视频监控系统 正常□ 存在隐患□ 
未设□；设备损坏□；不能正常运行□；图像显

示不清晰□；有干扰、抖动等□  
  

监测 水尺 正常□ 存在隐患□ 上游：未设□；不规范□；损坏□；污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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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存在的问题 备注 

设施 正常□ 存在隐患□ 下游：未设□；不规范□；损坏□；污损□    

扬压力 正常□ 存在隐患□ 
测压管：未设□；不规范□；损坏□；未观测□    

渗压计：未设□；不规范□；损坏□；未观测□    

沉降观测点 正常□ 存在隐患□ 未设□；不规范□；损坏□；未观测□    

水平位移观测

点 
正常□ 存在隐患□ 未设□；不规范□；损坏□；未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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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安全评价报告编制要求 

一、工程现状调查分析 

1 基本情况 

1.1  工程概况 

包括水闸所处位置，建成时间，工程规模，主要结构和闸门、启闭机型式，

最新规划成果，工程建设程序，工程参建单位，工程特性表等。 

1.2  设计、施工情况  

包括工程等别，建筑物级别，设计的工程特征值，地基情况与处理措施，施

工中发生的主要质量问题及处理措施等，工程改扩建或加固情况及发生的主要质

量问题及处理措施等。 

1.3  运行管理情况  

（1）技术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包括技术管理人员情况、运行管理制度制定及执行情况，工程管理与保护范

围，主要管理设施，工程调度运用方式和控制运用情况、工程监测等。 

（2）工程事故及处理措施 

运行期间遭遇洪水、风暴潮、地震及重大工程事故造成的工程损坏情况及处

理措施等。 

2 工程安全状态初步分析 

对现状调查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及步骤进行简要介绍，概述工程现状调查的

主要工作。然后分部位、分构件对出现的问题和缺陷等现状调查结果逐项进行详

细描述，并对问题和缺陷产生的原因和对工程的影响进行初步分析。分析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 

（1）土工建筑物。 

（2）石工建筑物。 

（3）混凝土建筑物。 

（4）金属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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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机电设备。 

（6）监测设施。 

3 安全管理评价 

重点对水闸的管理、运行、设施设备状态进行评价。 

4 结论与建议 

（1）结论 

提出水闸土石结构、混凝土结构、土工建筑物、金属结构、机电设备和观测

设施等工程的初步分析结论。 

提出安全管理评价结论。 

（2）建议 

根据现场调查及对水闸各组成部分的分析评价结果，明确提出安全检测和安

全复核项目，给出工程处理的初步意见与建议。 

二、安全检测 

1 现场安全检测成果 

（1）应明确检测目的与检测内容。 

（2）应明确检测方法和依据。 

（3）应说明方案及检测数量（测区数、测点数、取芯数量等）。 

（4）按建筑物分部组成对检测结果进行叙述并分析，可按闸室，上、下游

连接段，金属结构，机电设备，管理范围内的上下游河道、堤防，工程运行管理

设施，与水闸工程安全有关的挡水建筑物等进行。 

2 结论与建议 

对照相关标准的规定，给出现场安全检测的主要结论，提出相关处理建议。 

三、安全复核 

1 安全复核分析 

（1）复核内容按防洪标准、渗流安全、结构稳定、结构应力、消能防冲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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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抗震安全、金属结构安全、机电设备安全进行编排。 

（2）复核计算应交代计算条件、计算参数、计算方法、复核标准，并对计

算条件、计算参数进行说明，交代主要计算过程（非商业软件应交代软件的可靠

性与应用情况，商业软件应给出版本号），给出计算输入数据、计算简图与计算

结果图。 

2 安全复核评价和建议 

判断复核内容是否符合标准要求，并给出建议。 

四、安全评价 

1 安全评价和建议 

（1）根据水闸评价要求评定水闸安全类别。 

（2）提出建议，对二类、三类、四类水闸应提出处理建议与处理前的应急

措施，并根据安全管理评价结果对工程管理提出建议。 

2 附图 

安全评价报告应附工程相关图纸，主要包括工程地质剖面图，工程平、立、

剖面图，闸门结构图，电气设备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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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或“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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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据统计，本市已建成各类水闸 2800余座，按水闸最大过闸流量分，其中

97%为小型水闸（过闸流量小于 100立方米/秒），水闸工程是兴利除害水利基础

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市防洪、挡潮、排涝、改善水环境、航运、灌溉和保

护水资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规范开展本市小型水闸安全评价工作，结合小型水闸的特点和实际情况，

制定本导则。 

1.0.2  位于以下 10条控制线沿线的水闸可定义为水利控制片一线水闸： 

1  长江口、杭州湾沿线 

2  黄浦江干流沿线 

3  淀山湖-拦路港-泖河-斜塘沿线 

4  吴淞江-苏州河沿线 

5  太浦河沿线 

6  红旗塘-大蒸塘-圆泄泾沿线 

7  大泖港-掘石港-惠高泾沿线 

8  浦南西片、商榻片敞开河道沿线 

9  浦南西片、商榻片及太南片为太湖流域留出的泄洪通道沿线 

10  重要省界边界河道沿线 

由市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管理的水闸可定义为市管水闸；由区级水利工程管

理单位管理的水闸可定义为区管水闸。 

小型水闸安全评价工作宜根据行政区划或水利片情况集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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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状调查 

2.1  一般规定 

2.1.2  技术资料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是做好水闸安全评价工作的重要保证。因此

要尽可能数据翔实、描述准确，满足安全评价的要求。 

2.1.5  若现状调查分析认为情况清晰、结论明确，可不再进行安全检测及安全

复核，直接进行安全评价，确定水闸分类。 

2.2  技术资料收集 

水闸管理单位应根据水闸具体情况，按规定要求将资料收集齐全，便于安全

评价工作的开展。搜集资料时，应注意收集工程建设阶段的相关原始资料。缺乏

原始地勘等资料的，宜收集附近相关建筑物的地质勘察资料供参考借鉴。 

2.3  现场检查 

2.3.2  土工建筑物应重点检查下列常见病害： 

1  雨淋沟、塌陷、裂缝、渗漏、管涌、滑坡。 

2  排水系统、导渗及止水损坏、堵塞、失效。 

3  堤闸连接段渗漏。 

2.3.3  石工建筑物应重点检查下列常见病害： 

1  块石护坡塌陷、松动、隆起、底部淘空、垫层散失。 

1） 块石护坡塌陷的部位、面积和深度。 

2） 块石护坡松动、隆起的部位及面积。 

3） 底部淘空和垫层散失情况应根据运行管理记录进行查看，并进一步向管

理人员咨询日常运行情况。 

2  墩、墙等倾斜、滑动、勾缝脱落、裂缝。 

1） 墩、墙的滑动面积和滑动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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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勾缝脱落部位和倾斜程度。 

3） 裂缝产生部位、长度及其形态、走向。 

3  排水设施堵塞、损坏。 

2.3.4  混凝土建筑物应重点检查下列常见病害： 

1  裂缝、腐蚀、磨损、剥蚀、露筋、钢筋锈蚀。 

1） 裂缝产生部位、长度及其形态、走向。 

2） 混凝土表面腐蚀、磨损、剥蚀状况，露筋部位、面积及其损坏程度。 

3） 露筋部位锈蚀程度以及与混凝土的结合状态。 

2  伸缩缝止水错位、损坏、漏水及填充物流失，衔接段不均匀沉降。 

2.3.5  本市小型水闸的启闭机主要是固定式，包括卷扬启闭机、螺杆启闭机、

液压启闭机，不同型式的启闭机动力系统、传动部件、制动装置和附属设备各不

相同，视型式按 SL41确定相应的检查部分。 

1  闸门、拦污栅、拍门应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1） 表面涂层剥落部位、面积、剥落程度和门体变形程度。 

2） 锈蚀部位、面积及其锈蚀程度。 

3） 焊缝开裂部位。 

4） 螺栓铆钉松动、润滑油质、腐蚀及缺件情况。 

5） 支承行走机构的变形弯曲、锈蚀、润滑剂保有情况等。 

6） 检查止水装置状态，主要检查止水装置的有效性、完整性和老化程度等。 

7） 钢筋混凝土闸门检查参照混凝土结构的检查方法。 

2  启闭机应重点检查下列内容： 

1） 启闭机械运转异常、制动失灵、异常声响和腐蚀。现场检查可采取试运

行的方法，检查启闭机械的运转和制动是否灵活准确，有无异常声响，

并分析其可能原因。腐蚀程度检查以目测为主。 

2） 钢丝绳养护记录、锈蚀及磨损状况。采用目测、触摸等方法，结合经验

和必要的量具进行判断。 

3） 零部件养护记录、锈蚀及弯曲变形状况。分部件详细记录零部件的缺失

情况、弯曲变形、磨损程度和裂纹产生部位及其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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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油路通畅状况及油量和油质状况。结合平时运行管理记录，现场检查油

路是否畅通，检查油量和油质是否合乎规定要求。 

5） 保护装置完好性。结合平时运行管理记录，检查闸门高度指示器、限位

开关、负荷指示器和终点（行程）开关的有效性和完整性。 

2.3.6  机电设备现场检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电气设备和操作设备。 

结合运行管理记录，现场检查设备是否完好，型号是否已淘汰，操作、安全

保护装置是否准确可靠，检查安全接地是否完好，绝缘电阻值是否合格，仪表指

示是否准确，备用电源是否完好等。 

2  输电线路。 

结合运行管理记录，现场检查线路是否老化、正常，接头是否牢固等。 

3  建筑物防雷接地设施。 

结合运行管理记录，现场检查防雷设施是否完备、安全，接地是否可靠、符

合规定等。 

4  水泵设备。 

结合运行管理记录，根据现场试运行状况，分析主机组运行性能指标是否满

足设计要求，运行工况是否发生较大变化，运行中的升温、发热、渗漏、异响等

情况，操作的可靠性与灵活性，主要部件的锈蚀及损坏程度等。 

2.3.8  安全监测项目一般包括水位、流量、位移、扬压力、河床变形、裂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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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全检测 

 

3.1.1  安全检测的目的是为工程质量评价提供翔实、可靠和有效的检测数据与

结论。安全检测的内容包括土工建筑物、石工建筑物、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建筑

物、金属结构、机电设备、监测设施等。承担现场安全检测的机构资质应须符合

有关规定，检测人员应具有相应的检测资质。 

3.1.2  检测工作宜选在对检测条件有利和对水闸运行干扰较小的时段进行，宜

采用无损检测方法，如采用有损检测应及时修复。高程测量应包括上下游河道断

面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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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复核 

 

4.1.1  安全复核目的是复核水闸各建筑物与设施能否按标准与设计要求安全运

行。安全复核要根据实际情况，在现状调查基础上，确定复核计算内容。当工程

运用条件、结构尺寸与物理力学参数等均未发生变化且运行正常的建筑物，可不

进行结构复核计算。 

4.2.3  结构稳定复核须采用实际尺寸和确定的复核参数进行。 

4.2.4  结构应力复核计算中的结构尺寸、主要受力构件须采用实测尺寸和有效

断面，结构物的材料物理力学参数要依据检测资料分析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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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全评价 

 

5.0.1  为达到规划或标准要求所采取的除险加固措施成本大于拆除重建的，可

评定为四类闸。 

5.0.5  对二类、三类、四类水闸要提出处理建议及处理前的应急措施，避免工

程的老化加剧出现严重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