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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某尾矿坝的实际情况，建立尾矿坝三维有限元计算模型，计算并分析其渗流场，对尾矿

坝进行渗流安全评价，将评价结果与工程地质勘测所得的资料进行对比分析，以验证尾矿坝渗流场

数值模拟方法和计算模型的合理性 #计算结果显示，数值模拟所得渗流场与工程地质勘测实测值吻

合，计算方法和计算模型合理，可以为尾矿坝的加高工程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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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矿坝是矿山生产中的重要设施，其运行状况的好坏不仅仅涉及矿山生产的经营管理和效益，更重要的

是直接影响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近年来，我国尾矿坝溃坝事故屡有发生，如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

陶寺乡的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塔山铁矿尾矿库，总库容约 $" 万 2$，坝高约 /"2#.""% 年，该尾矿库突然发生溃

坝，尾砂流失量约 ." 万 2$，沿途带出大量泥沙，流经长度达 . N2，最大扇面宽度约 $""2，过泥面积 $"C. 52.，

遇难或失踪共 .&’ 人［.］#
渗流控制是影响尾矿坝安全运行的重要因素，浸润面位置过高，会使坝面或下游发生沼泽化，导致坝体、

坝肩和不同材料结合部位有渗流水流出，渗流量增大，引起管涌，最终导致溃坝［$!&］#因此对尾矿坝渗流场进

行有限元分析和渗流安全评价，对于尾矿坝安全运行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根据某尾矿坝的实际情况，采用

三维渗流有限元法［%!!"］，建立三维有限元计算模型，计算并分析渗流场特性，将结果与实际渗流场进行对比，

以验证尾矿坝三维有限元计算模型的合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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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渗流基本原理

!"! 饱和渗流基本理论

饱和渗流计算是依据达西定律：

! " #$
式中：!———渗流流速；#———渗透系数；$———水力坡降 %

饱和渗流基本微分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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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总水头；#&，#)，#*———不同方向下的渗透系数，当材料为各向同性时 #& " #) " #*，各向异性时 #&
"#)"#* %
!"# 定解条件

对于饱和渗流场［#!］，整个渗流区域定解条件包括已知水头边界、不透水边界和出渗边界 %
已知水头边界：

’ "#’
不透水边界：

#!’
!+ " !

出渗边界：

’ " * !’
!+ " !

式中#’ 为已知水头值 %

# 工 程 概 况

某尾矿库场地地形处于东、南、北三面低山剥蚀及丘陵区环绕地区，地形标高 #$% & ’%! (，形成里大口小

的似葫芦状谷地，谷底东高西低，地面标高为 #$) & ##! (，谷底坡度约为 )* +尾矿库由主坝和 ) 座副坝以及

尾矿堆积坝组成 +主坝坝顶标高 #%!,!(，为透水堆石坝，坝高 $#,%(；其中 # 座副坝坝顶标高 #%!,!(，为透水

堆石坝，坝高 #-,-(；另一座副坝坝顶标高 #-!,!(，为均质土坝，坝高 .(（由于渗透系数较小，对尾矿库的渗

流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计算中不考虑该副坝）+整个库区沉积滩内水体的补给来源主要为经常性排放的尾矿

水和季节性大气降水 +尾矿库区设置了溢洪道，可以比较稳定地控制库内水位 +在地质勘测期间，尾矿沉积滩

内水位标高为 #/),$$(+该尾矿坝平面布置如图 # 所示 +根据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资料，尾矿砂按粗细程度

和密实程度分为若干个地层，包括尾中砂（松散状态）、尾中砂（稍密状态）、尾中砂（中密状态）、尾粉细砂（松

散状态）、尾粉细砂（稍密状态）、尾粉细砂（中密状态）、尾粉细砂（密实状态）、尾粉质黏土等 +
#"! 三维有限元计算模型

三维有限元计算模型主要考虑实际工程地形、地质和结构状况 %根据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资料，以大地

坐标为基准建立如下坐标系：以大地坐标（%!!!!!，$ $$! !!!）为有限元计算模型坐标原点（!，!）；, 方向为垂

直主坝初期坝坝轴线方向，指向库内为正；- 方向为平行主坝初期坝坝轴线方向，指向正北为正；. 方向为垂

直方向，向上为正，以高程为坐标 %
计算模型边界类型主要有［##!#)］：（0）已知水头边界，包括库区上游水位淹没线以下的尾矿坝面、山体和

河道等；（1）出渗边界，为尾矿坝下游坡面、初期坝下游坡面等；（2）不透水边界，包括坝体与山体交界面，以及

模型截取边界面 %计算模型边界条件如图 ) 所示 %
计算区域包括尾矿坝的初期坝、堆积坝以及坝基相对透水地层，即坝基截至相对不透水层顶部，四周截

至山体（视为不透水体）和初期坝，顶部到尾矿坝堆积坝坝顶 %由于库区内设有排洪设施，水位长期处于稳定

状态，可认为尾矿坝渗流场处于稳定状态 %尾矿坝渗流场有限元分析取工程地质勘测时尾矿库正常运用水

位，即库内水位标高 #/),$$(，主坝初期坝和副坝初期坝下游均无水 %
在综合分析计算区域地形和地质条件的基础上［#’］，根据建筑物布置、尾矿堆积坝和坝基岩体分层、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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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尾矿坝平面布置

"#$% ! &’() ’(*+,- +. -(#’#)$/ 0(1

图 2 计算模型边界条件示意图

"#$% 2 34561(-#4 0#($7(1 +. 8+,)0(7* 4+)0#-#+)/ +. 1+06’

图 9 尾矿坝三维有限元网格

"#$% 9 :5766;0#16)/#+)(’ .#)#-6 6’616)- 16/56/
+. -(#’#)$/ 0(1

以及计算要求等信息，取控制断面 !" 个，采用控制断

面超单元法自动生成有限元网格 !（#）根据控制断面将

计算 区 域 离 散 成 超 单 元 网 格，超 单 元 结 点 总 数 为

!$%& 个，超单元数为 ! &’% 个；（(）进一步离散形成有

限元网格 ! 最终三维有限元计算模型有限元网格结点

总数为 )%$’* 个，单元总数为 )$+’) 个 ! 尾矿坝三维有限元网格如图 $ 所示 !
2<2 尾矿坝体各部位渗透系数及典型剖面

根据工程地质勘测报告提供的资料，尾矿坝主坝典型地质剖面如图 % 所示，初期坝和尾矿堆积坝各分区

以及坝基岩体的渗透系数如表 ! 所示 !

图 = 主坝最大剖面地质状况

"#$% = >6+’+$#4(’ 4+)0#-#+)/ +. 1(?#1,1 @7+.#’6 +.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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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渗流计算参数

"#$%& ! ’&&(#)& *+&,,-*-&./0

岩土层

编号
岩土层名称 分布部位

渗透系数 !（!"·#$ %）

水平向 "& 竖向 "’
综合渗透系数 "

!（!"·#$ %）

!% 尾中砂（松散状态） 沉积滩、堆积坝 ()* + %* $ ( %), + %* $ ( (), + %* $ (

!( 尾中砂（稍密状态） 沉积滩、堆积坝 %*)* + %* $ - .), + %* $ - %)(, + %* $ (

!- 尾中砂（中密状态） 沉积滩、堆积坝 .), + %* $ - ,), + %* $ - /), + %* $ -

!0 尾中砂（密实状态） 堆积坝 ,)* + %* $ - 0), + %* $ - 1), + %* $ -

"% 尾粉细砂（松散状态） 沉积滩、堆积坝 -)* + %* $ - ()* + %* $ - -), + %* $ -

"( 尾粉细砂（稍密状态） 沉积滩、堆积坝 ()* + %* $ - %)2 + %* $ - (), + %* $ -

"- 尾粉细砂（中密状态） 沉积滩、堆积坝 %)2 + %* $ - %), + %* $ - ()- + %* $ -

"0 尾粉细砂（密实状态） 沉积滩、堆积坝 %), + %* $ - %)( + %* $ - ()* + %* $ -

# 尾粉质黏土 沉积滩深部 %), + %* $ 1 %)* + %* $ 1 %)2 + %* $ 1

$% 风化料 初期坝 *)% *)% *)%,
$( 块石 初期坝 *)- *)- *)0*
% 碎石混粘性土 库基天然土层 ()* + %* $ , ()* + %* $ , (), + %* $ ,

& 中风化基岩 库基基岩 %)* + %* $ 2 %)* + %* $ 2 %)* + %* $ 2

图 1 现状尾矿坝地下水位等值线（单位：2）

3-)4 1 5+./+67 +, )7+6.89#/&7 %&:&% +, /#-%-.)0 8#2（;.-/：2）

< 渗流场有限元计算结果分析

#4 图 , 为现状尾矿坝地下水位等值线图 3 图

中 # 为垂直主坝轴线方向，$ 为平行主坝轴线方

向 3通过分析比较可得：尾矿坝沉积滩后集水池中

的水通过尾矿堆积坝由库内向库外下游排泄，在接

近主坝初期坝和副坝初期坝附近位势迅速下降 3这
是因为初期坝由风化石和块石堆积建成，坝体材料

的渗透系数远大于尾矿堆积坝坝体的渗透系数，具

有良好的排渗性能，可以较好地控制浸润面 3
在主坝和副坝之间的部分堆积坝段，地下水位

势较高，浸润面从堆积坝坝坡出逸 3 在此正常运用

情况下，该部位浸润面出逸范围为高程 %1,)- 4
%1*)0 "3根据现场勘测资料，该部位曾发生过渗透

破坏，形成了冲沟，因而，计算成果与实际情况是吻合的 3可以推测，在更高的水位情况下，该部位浸润面出逸

程度更高，范围更大，威胁尾矿坝的安全，应采取必要的加固处理工程措施 3
主坝区和副坝区沉积滩内浸润面的坡度在集水池地段比较平缓，约为 *)*(,，往下游初期坝方向，坡度

逐渐变大为 *)*,* 4 *)*., 3在尾矿堆积坝坝体下游坡附近浸润面坡度变化不大，为 *)%(, 4 *)%,* 3在初期坝

附近渗透坡降最大，为 *)(* 4 *)(,，表明主坝初期坝的透水排渗性能良好 3渗流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尾矿坝体

最大渗透坡降均未超过尾矿砂的临界水力坡降 *)(/，满足安全要求 3
$4 图 1（5）为主坝初期坝及主坝堆积体最大剖面地下水位势分布 3由图 1（5）可见：尾矿堆积坝内的浸润

线自库内水位 %/()00" 向下游逐渐降低，在初期坝附近迅速降至最低 %*2), " 左右，其变化速率由慢变快；

等势线由疏变密，渗透坡降逐渐增大，在初期坝与堆积坝相连接处最大，约为 *)%. 3这是由于初期坝坝体材

料的渗透系数远大于尾矿堆积坝坝体的渗透系数，排渗效果良好，数值模拟结果与实测结果的趋势相同 3
图 1（6）为副坝最大剖面，其浸润线及渗透坡降分布和变化规律与主坝相同 3副坝尾矿堆积坝内的浸润

面自库水位 %/()00" 向下游逐渐降低至 %-%)(" 左右，且先缓后陡，下降速率逐渐加快；等势线由疏变密，渗

透坡降逐渐增大，最大渗透坡降发生在初期坝与堆积坝连接处附近，其中，最大渗透坡降约为 *)%/ 3在副坝

范围内，堆积坝坝坡比较缓，浸润面埋深浅，为小于 1 4 2 " 的安全埋深，因此该区域需要采取必要的工程措

施，以增大浸润面埋深，使其满足规范要求 3
*4 钻孔水位实测值与计算值比较 3尾矿坝主坝最大剖面地下水钻孔水位实测值与有限元计算值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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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最大剖面地下水位势分布（单位："）

#$%& ! ’()*)+(,+$-. /$0+1$23+$), )4 %1)3,/5-+(1 -+ "-6$"3" *1)4$.(（7,$+："）

如表!所示 "相对误差是指地下水位实测值与计算值的差与最大水头的比值，即

相对误差 !（实测值 " 反演计算值）#（尾矿库水位 " 下游水位）$ #$$%
尾矿坝在 #%!&’’( 水位运行下的渗流场数值模拟结果与实测资料基本吻合，各钻孔水位计算误差均不

超过 )* "因此，通过有限元法计算得到的地下水浸润面较好地拟合了尾矿坝渗流场，基本反映了尾矿坝的

实际情况，同时也表明本文的计算方法和计算模型是合理的 "
表 8 主坝最大剖面地下水位实测值与计算值的比较

9-2.( 8 :)"*-1$0), )4 "(-031(/ -,/ ;-.;3.-+(/ %1)3,/5-+(1 .(<(. -+ "-6$"3" *1)4$.( )4 "-$, /-"

钻孔编号 地下水位勘察值 + ( 地下水位计算值 + ( 绝对误差 + ( 相对误差 + *

,-#) #%!&$. #%#&/) $&0# $&1)
,-#. #%#&0/ #1%&.) !&$1 !&’1
,-#0 #%$&0% #10&1. !&%/ /&’%
,-#1 #1%&’. #1)&)1 /&$’ /&.!
,-#% #10&10 #1’&1! /&$) /&./
,-!$ #1.&$% #1!&%! /&#0 /&01
,-!# #1’&/! #1#&’) !&10 /&’!
,-!! #1#&10 #0%&!1 !&)% /&$%
,-!/ #0.&#! #0!&01 /&/’ /&%1
,-!’ #.’&’! #.0&#. 2 !&0’ 2 /&!.
,-!) #.$&%1 #.’&!$ 2 /&!! 2 /&1’
,-!. #).&#1 #.%&!! 2 /&$’ 2 /&.!
,-!0 #)$&10 #)!&’. 2 #&)% 2 #&1%
,-!1 #’)&’! #’’&10 $&)) $&..
,-!% #/1&1# #/0&)) #&!. #&)$

= 结 论

-& 由于主坝设置了透水的初期坝，其尾矿堆积坝坝体内的浸润面埋深均较大，因此，该区域渗透水不会

从堆积坝坡出逸，浸润面满足安全埋深要求 "副坝附近堆积坝坝坡比较缓，浸润面埋深小于安全埋深，在后续

加高工程中，也应采取工程措施进行加固处理，并提高其排渗能力 "
2& 勘测资料的实测水位资料与库内现状水位工况下的渗流数值模拟结果基本吻合，因此渗流数值模拟

结果是可信的，可以为以后尾矿坝的加高工程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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