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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和设置目的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水工建筑物》课程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独立本科段）的专业课，也是一门

与水利工程、社会经济和水安全密切相关的学科。它是工科类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先

行课程有工程力学、土力学、水力学、钢筋混凝土结构，是一门专门介绍水工建筑物设计理论和方法的

独立的学科，又是后续水电站、水利工程施工、水利工程管理等课程的理论基础，在水利工程建设与管

理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并为将来学习和掌握水利工程设计和施工技术创造条件，在学生的知识、能力和

素质培养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课程的基本要求 

本课程旨在帮助自学者了解并掌水利工程及其主要建筑物设计的基本原则，初步掌握水利枢纽工

程及其主要建筑物的设计方法，包括蓄水枢纽和取水枢纽挡水、泄水和取水建筑物设计；能正确应用数

学、力学、结构等专业基本理论建立工程计算模型，进行建筑物分析计算；学习处理水利工程问题的思

路及方法，正确处理工程安全、经济与社会和环境的关系，具备从事中小型水利枢纽工程建筑物设计、

施工及运行管理的能力。自学者应该掌握如下知识与技能： 

1.对混凝土重力坝、拱坝、土石坝、水闸、水工隧洞及岸边溢洪道等枢纽建筑物的工作原理及工作

条件有较深的理解；对渡槽等其它水工建筑物的基本型式和工作原理等也有一般的了解。 

2.懂得从安全、经济、运用的原则出发，根据任务和具体条件选择水工建筑物的型式和基本尺寸的

方法。 

3.掌握水工建筑物的水力计算、稳定计算和强度计算和地基处理方法。 

4.了解水工建筑物设计所需的原始资料；了解水利工程的一般设计阶段，程序及其内容。了解水利

枢纽中各种水工建筑物在布置上的要求，以及当地的地形、地质、水文、施工、运用等条件对水利枢纽

布置的影响，初步掌握水利枢纽布置的方法与步骤。 

5.能运用所学基本理论，依据批准的工程建设文件、建设条件和设计要求，合理选择工程建设地点、

建筑物的型式与组成、并进行枢纽建筑物的布置。 

三、本课程和相关课程 

本课程内容繁多、涉及面广，范围大，自学者学习本课程时，须具有一定的工程力学、土力学、水

力学、钢筋混凝土结构等基础知识。 

 

 

 
  



                    

Ⅱ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绪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我国水利工程建设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理解水利枢纽、水工建筑物、水利工

程等重要概念，熟悉水工建筑物的分类、作用和特点。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水与水工程 

（一）水资源与水环境 

（二）水利工程 

第二节 水利枢纽与水工建筑物 

（一）水工建筑物及水利枢纽 

1．水利枢纽 

2．水工建筑物类别 

（二）水利工程建设现状及发展趋势 

1．水利工程的特点 

2．水利工程建设现状及发展趋势现状及发展趋势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我国水利工程建设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1．识记：水利工程建设的现状。 

（二）水工建筑物及水利枢纽 

1．识记：水工建筑物及水利枢纽。 

2．领会：水工建筑物及水利枢纽的特点。 

（三）水利工程建设现状及发展趋势  

1．识记：水利工程建设现状及发展趋势。 

2．领会：水利工程的特点。  

第二章 水工建筑物设计综述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水利工程设计的任务和特点；熟悉水工建筑物设计的工作步骤和特点：理解水

利工程的分等、水工建筑物的分级及其意义，掌握水工建筑物的主要作用计算方法及其效应组合，了解

水工建筑物的安全性等。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水利工程设计的任务和特点 

（一）水利工程设计的任务和特点 

1．水利工程技术工作 

2．水利工程设计及特点 

第二节 水工建筑物设计步骤  

（一）水工建筑物设计的工作步骤 

1．水工建筑物设计 

2．水工建筑物设计的步骤 

（二）水工建筑物设计的设计的特点 

1．水工建筑物设计的设计的特点 

第三节 水工建筑物的安全性 

（一）水利工程的分等和分级 

1．水利水电工程分等指标 

2．水工建筑物分级  

（二）水工建筑物的安全性 

1．安全储备 

2．极限状态和可靠指标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水利工程设计的任务和特点 

1．识记：（1）水利工程设计的任务。（2）水利工程设计的特点。 

2．领会：水利工程设计的的作用。 

（二）水工建筑物设计的工作步骤 

1．识记：水工建筑物设计的工作步骤。 

（三）水工建筑物设计的设计的特点 

1．识记：水工建筑物设计的设计的特点。 

（四）水利工程的分等和分级 

1．识记：（1）水利工程的分等。（2）水利工程的分级。 

2．领会：水利工程分级的特点。 

3．简单应用：会判断水利工程五个等级。 

第三章 重力坝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重力坝的工作特点，对地形、地质和筑坝材料的要求；掌握重力坝基本荷载的

计算方法和剖面设计方法；能根据地基条件和设计要求选择合适的地基处理方法。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重力坝的工作原理及特点 

1．重力坝工作原理及特点 

2．重力坝设计的基本内容 

第二节 重力坝的荷载  

（一）重力坝的荷载及其计算方法 

1.重力坝的作用与荷载 

2.计算方法 

（二）荷载的组合 

1．重力坝的基本荷载 

2．重力坝的特殊荷载 

第三节 重力坝抗滑稳定分析 

（一）重力坝稳定分析的目的 

1．重力坝的稳定分析的基本原理与目的 

（二）重力坝稳定分析的内容 

1．重力坝的抗滑稳定分析 

2．提高坝体抗滑稳定的工程措施 

第四节 重力坝的剖面设计 

（一）重力坝剖面的基本原理 

1．重力坝的剖面设计原则 

（二）重力坝的基本剖面及实用剖面 

1．重力坝的基本剖面 

2．重力坝的实用剖面 

第五节 重力坝的地基处理 

（一）重力坝的地基处理的主要方式 

1．坝基的开挖与清理 

2．坝基的固结灌浆 

3．帷幕灌浆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重力坝的工作原理及特点 

1．识记：重力坝。 

2．领会：（1）重力坝的工作原理。（2）重力坝的工作特点。 

（二）重力坝的荷载及其计算方法 

1．识记：重力坝的荷载的概念及类型。 



                    

2．领会：重力坝的荷载的计算方法。  

（三）荷载的组合 

1．识记：重力坝的荷载组合类型。 

2. 简单应用：重力坝不同类型荷载的计算。 

（四）重力坝剖面的基本原理 

1．识记：重力坝的典型剖面。 

（五）重力坝的基本剖面及实用剖面 

1．识记：重力坝的基本剖面。 

2．领会：重力坝的实用剖面。 

3．简单应用：重力坝的典型剖面的荷载计算。 

（六）重力坝的地基处理的主要方式 

1．识记：重力坝的地基处理的主要方式。 

2．领会：重力坝的地基处理的作用。  

第四章 拱坝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拱坝的工作特点及结构特点；掌握荷载的计算方法、剖面尺寸拟定的原则、

方法和拱坝剖面设计和平面布置方法，掌握坝肩的稳定分析方法；了解拱坝泄水建筑物的布置特点。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拱坝概念及其特点 

1．拱坝的工作特点 

2．拱坝的地形地址条件 

3．拱坝的类型 

第二节 拱坝的体形和布置  

（一）拱坝的体形和布置的要求 

1．拱圈的型式 

2．拱冠梁的型式与尺寸 

3．拱坝的布置步骤和原则 

第三节 拱坝的荷载及荷载组合 

（一）拱坝的荷载特点 

1.拱坝的作用荷载概念 

2.拱坝的作用荷载的特点 

（二）拱坝的荷载类型 

1.荷载的基本组合 



                    

2.荷载的特殊组合 

第四节 拱坝的稳定分析 

（一）拱坝的稳定分析的内容 

1.拱坝的失稳型式 

2.稳定分析内容 

（二）拱坝稳定分析 

1．稳定分析方法 

2．改善拱坝稳定的措施 

第五节 拱坝的泄洪与地基处理 

（一）拱坝的泄洪布置 

1．拱坝的坝身泄水方式 

2．拱坝的消能与防冲 

（二）拱坝的地基处理 

1．拱坝的建基面 

2．拱坝的地基处理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拱坝概念及其布置要求 

1．识记：拱坝的特点。 

2．领会：拱坝坝址的地形和地质条件。 

（二）拱坝的荷载及荷载组合 

1．识记：拱坝的荷载类型。 

2．领会：不同荷载的特点。 

（三）拱坝的稳定分析 

1．识记：局部稳定分析。 

2．领会：拱坝坝肩稳定分析。 

3．简单应用：改善坝肩稳定性的工程措施。 

（四）拱坝的泄洪与地基处理 

1．识记：拱坝的泄洪方式。 

2．领会：拱坝的地基处理。 

第五章 土石坝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土石坝的类型、特点、适用条件及优缺点，掌握剖面设计方法、渗流计算、稳

定计算、防渗排水构造设计，了解土石坝对地基的要求、裂缝控制的原理和方法。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土石坝的特点 

（二）土石坝设计基本要求 

（三）土石坝的类型 

第二节 土石坝的基本剖面 

（一）土石坝的基本断面 

1．土石坝的坝顶高程 

2.土石坝的坝顶宽度 

3.土石坝的坝坡 

（二）土石坝的构造 

1．土石坝的防渗体 

2．土石坝的坝顶和护坡 

3．土石坝的坝体排水和反滤层 

第三节 土石坝的渗流计算及稳定计算 

（一）土石坝的渗流分析 

1．土石坝渗流特性和方程 

2．土石坝的渗流变形和防护 

（二）土石坝的稳定分析 

1．土石坝稳定计算工况 

2．土石坝的稳定分析方法 

第四节 土石坝的沉降和应力分析 

（一）土石坝的沉降 

1．土石坝的固结 

2.  沉降分析 

（二）土石坝的应力分析 

1．土石坝的本构模型 

2．高坝的应力与变形特性 

第五节 土石坝的地基处理 

（一）土石坝的坝基处理 

1．土石坝的岩基处理 

2．土石坝的砂砾石坝基处理 

3．土石坝的细砂和软黏土坝基处理 

三、考试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土石坝特点和类型 



                    

1．识记：土石坝的特点和类型。 

（二）土石坝的基本断面与构造 

1．识记：土石坝的基本断面与构造。 

2．简单应用：土石坝的不同排水方式。 

（三）土石坝的渗流计算及稳定计算 

1．识记：（1）土石坝的渗流计算。（2）土石坝的稳定计算。 

2．简单应用：土石坝浸润线计算。 

3. 综合应用：土石坝失稳破坏形式。 

（四）土石坝的沉降和应力分析 

1．识记：土石坝的沉降和应力分析。 

2．领会：土石坝变形的条件及原因。 

（五）土石坝的地基处理 

1．识记：土石坝的地基处理方法。 

第六章 水闸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水闸的作用和类型，重点掌握开敞式水闸的组成、布置、设计要点；掌握泄水

孔口尺寸的设计方法，消能防冲设计，闸基防渗排水与渗流计算；掌握闸室稳定计算方法；了解闸室底

板、闸墩等主要结构内力计算的基本原理。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水闸的类型 

1．水闸的功能与分类 

2．水闸的等别划分 

（二）水闸的组成与特点 

1．水闸的组成部分 

2．水闸的工作特点 

第二节 闸址选择和闸孔设计 

（一）闸址选择 

（二）闸孔设计 

第三节 水闸的防渗排水设计 

（一）水闸的防渗长度及地下轮廓的布置 

1．水闸的防渗长度计算 

2．水闸的地下轮廓布置 

（二）渗流计算 



                    

1．渗流计算的基本方程 

2．计算方法 

第四节 闸室布置和构造及地基处理 

（一）闸室布置和构造 

1．底板、闸墩和闸门 

2．胸墙、分缝和止水 
（二）地基处理 

1．地基的预压加固 

2．地基的换土垫层  

三、考试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水闸的特点和类型 

1．识记：水闸的特点和类型。 

（二）闸址选择和闸孔设计 

1．识记：闸址选择。 

2．简单应用：闸孔的设计。 

（三）水闸的防渗排水设计 

1．识记：（1）水闸的防渗长度及地下轮廓的布置。（2）渗流计算。 

2．简单应用：水闸的防渗长度的计算。 

3. 综合应用：水闸的渗流计算。 

（四）闸室布置和构造及地基处理 

1．识记：闸室布置和构造。 

2．领会：闸室地基处理的方法。 

第七章 岸边溢洪道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泄水建筑物的功用、类型和运用条件；正槽溢洪道的组成、优缺点和适用条件

及选线原则；掌握溢洪道的组成、工程布置原则及正槽溢洪道的设计要点。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溢洪道的工作特点及基本设计要求 

（二）溢洪道的类型 

第二节 正槽溢洪道 

（一）组成与布置原则 

1．正槽溢洪道的布置原则 



                    

2. 正槽溢洪道的基本组成 

（二）不同组成部分 

1.引水渠 

2.控制段 

3.泄槽 

4.出口消能段 

第三节 其他形式溢洪道 

（一）侧槽溢洪道 

1．侧槽溢洪道的特点 

2．侧槽溢洪道的设计 

（二）非常泄洪设施 

1．非常溢洪道 

2．破副坝泄洪 

三、考试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岸边溢洪道的设计要求及类型 

1．识记：岸边溢洪道的设计要求及类型。 

（二）正槽溢洪道组成与布置原则 

1．识记：正槽溢洪道组成。 

2．简单应用：正槽溢洪道布置原则。 

（三）其他形式溢洪道 

1．识记：侧槽溢洪道。 

2．领会：非常泄洪设施。 

第八章 水工隧洞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水工隧洞的类型和工作特点，理解水工隧洞的线路选择原则及“一洞多用”的

含义，能正确选择隧洞进口形式，学会隧洞衬砌上的荷载计算方法，理解隧洞衬砌支护的原理和方法。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水工隧洞的作用和类型 

1．水工隧洞的类型 

2．水工隧洞的作用 

（二）水工隧道特点 

第二节 水工隧洞的布置 



                    

（一）总体布置 

（二）线路选择 

1．水工隧洞的路线选择 

2．闸门在隧洞中的位置 

第三节 隧洞进口段设计 

（一）进口型式及计算要点 

1．竖井式 

2．塔式 

3．岸塔式 

4．斜坡式 

（二）进口段的组成 

1．进水喇叭口 

2．闸门室 

3．拦污栅 

4．渐变段 

第四节 隧洞洞身段设计 

（一）洞身段、出口段及消能设施 

1．断面型式和尺寸 

2．洞身衬砌 

3．出口段 

4．消能设施 

三、考试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水工隧洞的作用和类型 

1．识记：水工隧洞的作用和类型。 

（二）水工隧洞的布置 

1．识记：水工隧洞的总体布置。 

2．简单应用：水工隧洞的线路选择。 

（三）隧洞进口段、洞身段设计 

1．识记：进水口型式及计算要点。 

2．领会：水工隧洞的洞身段、出口段及消能设施。 

第九章 过坝建筑物及渠系建筑物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过坝建筑物的功用和分类；以船闸为主掌握过坝建筑物的工作原理和主要尺寸

确定方法；了解鱼道建筑物的特点，基本掌握取水枢纽的布置原则及其主要建筑物的布置方法。了解渡



                    

槽、倒虹吸等交叉建筑物的设计要点。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通航建筑物 

（一）通航建筑物特点及类型 

1．船闸 

2．升船机 

第二节 渠首建筑物 

（一）渠首建筑物特点及类型 

1．无坝取水枢纽 

2．有坝取水枢纽 

第三节 渠系建筑物 

（一）渠系建筑物特点及类型 

1．渠道 

2．渡槽 

3．倒虹吸管 

第四节 整治建筑物 

（一）整治建筑物特点及类型 

1．丁坝 

2．顺坝 

3．护岸工程 

三、考试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通航建筑物特点及类型 

1．识记：过坝建筑物的功用和分类。 

2．领会：通航建筑物的类型和适用条件，船闸过船原理、闸室主要尺寸的确定。  

（二）渠首建筑物特点及类型 

1．识记：渠道建筑物的功用和类型。 

2．简单应用：渠道建筑物的线路选择。 

（三）渠系建筑物特点及类型 

1．识记：渠系建筑物特点及类型。 

2．简单应用：渡槽及倒虹吸的设计要点综述。  

（四）整治建筑物特点及类型 

1．识记：整治建筑物特点及类型。 

2．简单应用：防洪、航运、引水等要求所采取的工程措施。  

第十章 实践内容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实践课程的学习，让学生理解主要挡水建筑物重力坝和土石坝的防渗、坝体稳定性和变形分析

计算等内容，掌握土石坝渗流分析和重力坝的稳定计算方法，具备对实际工程原型的观测分析能力及管

理的能力。 

二、实验内容 

实验一  重力坝坝体应力场模拟实验 

（一）施加竖向荷载 

（二）应力应变仪观测测点变形 

实验二 闸坝地基渗流场模拟实验 

（一）电模拟法绘制渗流场 

（二）自重和水压力作用下坝基面分布 

三、考试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利用应力应变仪观测测点变形 

1．识记：重力坝的施加竖向荷载。 

2．领会：应力应变仪观测测点变形的方法及操作要点。  

（二）描绘闸坝地基的渗流场轮廓 

1．识记：电模拟法绘制渗流场等水头线的方法。 

2．领会：自重和水压力作用下坝基面分布特征。  

 

  



                    

Ⅲ 有关说明和考核实施要求 

一、本大纲的作用 

本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自学考试计划的有关规定而编写的，其为个人自学、社会

助学、考试命题、编写教材和自学辅导材料的重要依据。个人自学、社会助学、考试命题、编写教材和

自学辅导材料，必须与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知识点基本一致。大纲各章所规定的基本要求、知识

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考核内容。大纲中未列出的知识点则不属于必须掌握的内容，也不属

于考核内容。 

二、学习要求与考核要求的说明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其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

应掌握的程度，大纲中课程考核知识点是考试考核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目的与要求中，对自学教材各章、

节内容掌握的程度要求由低到高分为四个层次，依次为了解、理解、掌握、熟练掌握。 

本课程考试内容基本体现在各章节的考核知识点中。由于各知识点在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知识

自身特点不同，故在“考核要求”中分别按四个认知层次确定考核要求，从低到高依次是： 

识记：要求应考者能够对知识点，如名词、定义、概念、性质等有清晰的认识，并能做出正确的判

断和选择。 

领会：要求应考者能够对知识点，在识记的基础上有一定的理解，清楚地知道与有关知识点的联系

与区别，并能做出正确的表述和解释。 

简单应用：要求应考者能够运用各章节少数几个知识点，分析解决一些简单问题。 

综合应用：要求应考者能够运用各章节多个知识点，分析解决较为复杂的问题。 

三、自学教材与参考教材 

（一）自学教材： 

林继镛、张社荣主编，水工建筑物（第六版），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9 年 8 月。（二）参考教

材： 

① 闫滨，颜宏亮主编，水工建筑物，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8 年。 

② 周建芳，陈沉主编，水工建筑物，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22 年。 

四、自学方法的指导 

水工建筑物学课程知识性、实践性较广，内容丰富，因此，自学者应根据自己具体情况，参考自学

考试大纲，制定自学计划，认真阅读规定的教材，坚持按计划进行自学。自学的内容和掌握的程度应参

照本大纲规定的要求，深入理解各章的知识点。此外，自学者可在对自学内容识记的基础上，主动去水

利工程现场进行见习，以加深理解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的特点，学习和扩展水工建筑物及其管理方面的

理论知识。 

五、社会助学 

（一）社会助学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基本内容与考核内容认真钻研指定教材，明确具体要求，妥善

安排教学辅导环节。 

（二）针对自学者的情况，教师有计划地进行讲解辅导，对考生布置一定的作业以帮助自学者加深



                    

对主要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三）自学者应按照本大纲的要求，认真学习规定教材，全面而系统，并循序渐进地学习教材中规

定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完成学习任务。 

六、考试命题 

1．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考核要求中各知识点均为考试的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加

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密度。 

2．命题不应有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的试题，考核目标不得高于大纲中所规定的相应最高能

力层次要求。 

3．“识记”、“领会”、“简单应用”、“综合应用”四个认知层次的试题在试卷中所占的分数

比例依次约为：20%、30%、30%、20%。 

4．试题的难度可分为：容易，中等偏易，中等偏难，难；它们在试卷中所占分数比例依次大致为：

20%、30%、30%、20%。 

5．试题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应用题。 

6．考试方式为笔试、闭卷；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60 分为及格线。 

  



                    

Ⅳ 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 

1.按照建筑物的作用，水工渡槽是     （    ） 

A. 专门建筑物   B.泄水建筑物   C.取水建筑物   D.输水建筑物 

二、多项选择题 

1.属于泄水建筑物的是     （     ） 

A．水工隧洞    B.坝下涵管    C.水闸    D.溢洪道    E 船闸 

三、判断题： 

1.深孔闸门一般都是弧形闸门。         （   ） 

四、名词解释： 

1.双曲拱坝―― 

五、简答题： 

1.开敞式正槽溢洪道由哪几部分组成？ 

六、论述题： 

1.在蓄水枢纽布置中，如何考虑坝址地形条件对工程的影响？ 

七、应用题： 

1.在重力坝沿坝基面抗滑稳定分析方法中，写出我国常用的单一安全系数法的计算公式，并说明适

用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