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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申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申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杭州、｜华能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交大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 申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张云、 吴为曼、 黄鑫 、 胡洋 、 詹｛美金 、 姜骏骏 、 王文胜 、 贺如平、 徐子

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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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大坝潜水作业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库大坝的空气潜水及混合气潜水作业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水库大坝潜水深度60 mlV、浅的空气潜水和潜水深度在 120m �:J .、浅的混合

气潜水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号｜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号｜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2521 空气潜水源压技术要求

GB 12552 产业潜水最大安全深度

GB 18435 潜水呼吸气体及检测为法

GB 20827 职业潜水员体格检查要求

GB 26123-2010 空气潜水安全要求

GB 28396-2012 混合气潜水安全要求

GB/T 16560 甲板减压他

3 术语事庄义

GB 26123 和 GB 28396 申确定自拟及下唰嘻事应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挡水建筑物 ，ater retai且吨structure

是指为拦截水流、 抬高水位 、 调蓄水量，或为阻挡河水泛滥 、 ；每水入侵而兴建的备种i明 、

坝、 堤防、 海搪等水工建筑物。

3. 2

j世水建筑物 release structure 

是用以排放多余水量、泥沙和冰凌等的水工建筑物。j世水建筑物具有安全排洪，放空水

库的功能。对于水库 、 江河 、 渠道或前池等的运行起太平门的作用，也可用于施工导流。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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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道 、 ；益流坝 、 j世水孔 、 j世水隧洞等是j世水建筑物的主要形式。 

3. 3

取水建筑物 ，ater intake structure 

是指用以从水库或河流号｜水 、 提水的备种水工建筑物。IIR水建筑物是输水建筑物的首部，

如i盐水 i明、抽水站 、 备类深式取水口。

3.4 

输水建筑物 water convey血ce structure 

是指连接上下游号｜输水设置的水工建筑物的总称。当号｜输水至下游河渠，号｜水建筑物即

输水建筑物。当号｜输水至水电厂发电，则输水建筑物包括号｜水建筑物和�水建筑物。

4水库大坝建筑物潜水作业将点

4.1 挡水建筑物

4.1.1 潜水作业特点

挡水建筑物潜水作业通常潜水深度范围较大，潜水深度在 0飞Om、 60
～

120m 和大于 120m。

挡水建筑物区域水下流速趋近于 Om/s ， 且根据水深由？直到j泵，水；且逐渐下降，水；且范围根据

电站所处的地理位置差异较大，旦与潜水作业的季节关系较大，通常水库大坝潜水作业时段

在 10 月下旬至次年的5月，流域的主汛期除外，其他时段的潜水作业，能见度通常较好。

4.1. 2 主要作业内�

挡水建筑物潜水作业主要是检查上游坝面裂缝分布及缺陷？塞满等情况。

4. 2 i世水建筑物

4. 2.1 潜水作业特点

a) 通常在上游进口段潜水作业深度范围较大，泄洪衰孔的进水口段的水深通常在

Om～60m，泄洪申孔或泄洪深孔最大潜水深度甚至超过 80町

b) 上游进口段潜水作业申可能存在吸附p

c) 淹没的泄洪流通进行潜水作业时，深度在 30m �:J.、浅，无流速，水温相对较高p

d) 流域的主汛期除外，其他时段的潜水作业，能见度通常较好；

e) j世水建筑物在长期运行过程申，结构表面直接接触高速水流，在水压力、流速、

泥沙、冰凌、 漂浮物以及水申侵蚀介质等作用或影响下，建筑物常常会受到来自水流

的破坏作用， 主要破坏形式有；中蚀。中磨 、 气蚀） 、 ；旬刷、 j淤塞 、 环境水侵蚀等。

4. 2. 2 主要作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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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世水建筑物潜水作业主要包括进口结构（工作门槽至上游进水口结构边线〉及淹没在水

下长期运行泄洪流通的混凝土破坏性的；中刷和磨损情况的检查和处理，钢衬、 门槽及底炊完

好情况的检查和处理，门槽杂物水下清理等。

4.3取水建筑物

4. 3. 2IIR水建筑潜水作业特点

a）通常在进口段潜水作业深度通常在 80m �:J .、浅；

bl 11R水建筑物潜水作业时可能受机组发电及供水无法申断的影响，水下作业时存在水

流，通常需要与水库大坝管理为进行协调潜水作业区域，避开水流影响区域；

c）流域的主汛期除外， 其他时 段的潜水作业，能见度通常较好。

d）水深？直到j泵，水；且逐渐下降， 水；且范围根据电站所处的地理位置差异较大，旦与潜

水作业的季节关系较大。

4. 3. 3 11R水建筑物潜水作业内窑

主要是进水口拦污栅及栅槽内杂物进行清理，倒栅时底饮的清理及拦污栅触底后状态、

拦污栅及闸门结构的检查和处理等。

4.4 输水建筑物

4.4.U命水建筑潜水作业特点：

a) 通常潜水作业深度范围大；

b) 输水建筑物潜水作业时可能存在水流， 通常需要协调潜水作业区域上游闸门的关

闭，避开水流影响区域p

c) 能见度通常较差。

d) 水温范围根据所处的地理位置差异较大，旦与潜水作业的季节关系较大。

4. 4. 2 输水建筑物潜水作业内窑

主要是针对以下三种缺陷情况进行的检查和处理：

a） 水流作用引起的破坏。输水建筑物在长期运行过程申，结构表面直接接触水流，在

水压力、 流速 、 泥沙、 冰凌 、 漂浮物以及水申侵蚀介质等作用或影响下，建筑物常常

会受到来自水流的破坏作用，主要破坏形式有；中蚀。中磨、气蚀）、 j旬刷、j淤奎 、 环境

水侵蚀等。

b）基础的变形或约束引起的破坏。输水建筑物多以地墨 、 围岩 、 敏柱排架以及其他建

筑物为基础，由于揄水建筑物沿线布置往往较长，基础对建筑物的作用荷载 、基础的

非均匀沉陷或变形引起的内力，温度荷载作用下地墨的约束力等均会造成输水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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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坏，主要破坏形式是建筑物失稳 、 裂缝 、 ？塞满等。

c）进口、出口闸门埋件锈蚀破坏。

5. 人员要求

潜水作业人员包括：潜水项目管理人员 、 潜水照料员 、 潜水员 、 潜水监督 、 潜水机电

员、潜水机电监督和潜水医师等。其培训｜｜要求、资格认证和管理应符合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从事水下作业或进入高气压环境人员 的体格条件应符合GB 20827的要求。

潜水项目管理人员包括项目经理或技术负责人，当项目规模较大或涉及水工建筑物较

复杂时应同时配备。项目管理人员应熟悉水工建筑物的特点，具备水工建筑物图纸的识图能

力，潜水作业人员应熟悉水库大坝建筑物的特点并经相应培训｜｜。

6. 设备和系统要求

6. 1.设备和系统的运输要求

以下所有设备和系统均应满足公路运输要求，且应考虑崎岖山路运输申的颠簸防震要

求。

6. 2.个人装真

6. 2.1. 水库大坝潜水作业 一般采用水面供气式潜水装具。

6. 2. 2. 装真应符合GB 26123-2010申5.1.1-5.1.11的相关要求。

6. 2. 3. 混合气潜水应急气瓶应灌装氮氧混合气。

6. 3. 软爸和脐带

6. 3.1. 应符合GB 26123-2010申5.2的相关要求。

6. 3. 2. 混合气潜水应符合GB 28396-2012申5.2的相关要求。

6. 4. 供气系统

6. 4.1. 应符合GB 26123-2010申5.3的相关要求。

6. 4. 2. 混合气潜水应符合GB 28396-2012申5.3的相关要求。

6. 5. 甲板减压舱

6. 5.1. 应符合GB/T 16560要求。

6. 5. 2. 空气潜水应符合 GB 26123-2010申5.4的相关要求。

6. 5. 3. 混合气潜水应符合GB 28396-2012申5.4的相关要求。

ιι潜水经和l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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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应符合GB 26123-2010申5. 5的相关要求。

6.6. 2. 混合气潜水应符合GB 28396-2012申5.5的相关要求。

ι7.入�水系统

6. 7.1. 本标准所指的入出水系统应包括潜水梯 、 潜水吊笼 、 开式潜水钟和闭式潜水钟。

6. 7. 2. 潜水梯应符合GB 26123-2010申5.6.3的相关要求。

6. 7. 3. 潜水吊笼应符合GB 26123-2010申5.6.4的相关要求。

6. 7. 4. 开式潜水钟应符合GB 26123-2010申5.6.5的相关要求。

6. 7. 5. 混合气潜水的潜水吊笼和开式潜水钟应符合GB 28396-2012申5.6.2-5.6.3的相

关要求。

6. 7.6. 闭式潜水钟应符合GB 28396-2012申5.6.4的相关要求。

6.8.思放系统

6.8.1. 应符合GB 26123-2010申5.7的相关要求。

6.8. 2. 闭式潜水钟的吊放系统应符合GB 28396-2012申5.7. 2的相关要求。

ι ？通讯系统

6. 9.1. 应符合GB 26123-2010申5.8的相关要求。

6.9. 2. 混合气潜水的通信应符合氨语言矫正要求。

ι10. 电气系统

应符合GB 26123-2010申5.9的相关要求。

ι11. 仪器和仪表

应符合GB 26123-2010申5.10的相关要求。

7.作业程序要求

7. 1.现场文件的配备

应符合GB 26123-2010申6.1的相关要求。

7. 2.紧急救助与急救

应符合GB 26123-2010申6.2的相关要求。

7. 3.计划和应急计划的制定

7. 3.1. 应符合GB 26123-2010申6.3的相关要求。

7. 3. 2. 在水电大坝备类特定建筑物（诸如挡水建筑物 、 j世水建筑物 、 IIR水建筑物以及输水

建筑物等〉潜水时，应根据相应建筑物潜水特点，制定潜水作业专项计划和应急计划。

7. 4.风险评估和工作安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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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1. 应符合 GB 26123-2010 申 6.4 的相关要求。

7. 4. 2. 应充分考虑水库大坝建筑物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安全措施。

7.5. 人员的配备

7. 5.1. 应配备熟悉水库大坝建筑物特点的专业管理及技术人员。

7. 5. 2. 水面供气式空气潜水作业人员最低配备为 5 人（其申 3 人必须为潜水员〉。潜水深

度大于 24m 时，潜水人员配置不小于 6 人，其申潜水监督 1 名，潜水员不小于 4 名。

7. 5. 3. 混合气潜水作业人员最低配置B人，包括 1 名潜水监督、 1 名潜水员、 1 名水下照

料员厅页备潜水员， 1 名水面预备潜水员， 2 名照料员 、 1 名潜水医师和 1 名潜水机电员。当

每夫潜水次数超过1次时，应相应增加人员配备。

7.ι个人防护用品的配备

应符合 GB 26123-2010 申 6.6 的相关要求。

7. 7. 装具 、 设备和系统的配备

7. 7.1. 空气潜水应符合 GB 26123-2010 申 6.7. 3 空气潜水最低设备要求。

7. 7. 2. 混合气潜水的潜水ff臣应为干式服或热水服，设备配置应符合 GB 28396-2012 申

6. 7. 2～6. 7. 5 的相关要求。

7.8. 呼吸气体

7. 8.1.呼吸气体应符合 GB 18435 的要求。

7.8. 2.混合气的配制和配备应符合 GB 28396-2012 申 6.8 和 6.9 的要求。

7. 9. 装具 、 设备和系统的现场检查和测试

7. 9.1.应遵照 GB 26123-2010 申的附录 A的相关要求执行。

7. 9. 2.混合气潜水装备应满足 GB 28396-2012 申 6.10.2 的要求。

7. 10. 现场通讯的建立

应符合 GB 26123-2010 申 6.10 的相关要求。

7. 11. 入水和出水方式

7.11.1. 空气潜水可选择潜水梯 、 吊笼 、 开式潜水钟作为入出水为式。

7.11. 2. 混合气潜水应选择潜水吊笼、开式潜水钟或闭式潜水钟作为入出水为式。

7.11. 3. 潜水深度超过60 m 时，一般使用开式潜水钟或闭式潜水钟。

7. 12. 潜水报告的记泵要求

应参照 GB 26123-2010 申附录 B 的要求记录。

7. 13. 作业审核与作业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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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 GB 26123-2010 申 6.13 的相关要求。

7. 14. 任务的布置与沟通

应符合 GB 26123-2010 申 6.14 的相关要求。

7. 15. 预备潜水员

7.15.1. 应符合 GB 26123-2010 申 6.15 的相关要求。

7.15. 2. 预备潜水员在潜水吊笼或潜水钟内待命时，水面也应配备一名预备潜水员。

7. 16. 现场警未标志

应符合 GB 26123-2010 申 6.16 的相关要求。

7.17. 不宣潜水和终止潜水的条件

应符合 GB 26123-2010 申 6.17 的相关要求。

7. 18. 最大潜水深度

应符合 GB 12552 申的相关要求。

7. 19. 潜水员脐带长度

7.19.1. 不采用潜水钟潜水的潜水员脐带长度，应满足潜水深度的需要。

7.19. 2. 从潜水钟出潜潜水员脐带长度应不超过 30m。

7.19. 3. 潜水钟内照料员脐带长度应比潜水员脐带长 2m·～3m

7. 20. 反复活水

7. 20.1. 空气潜水可根据实际情况由潜水医生决定是否可以进行反复潜水。

7. 20. 2. 混合气潜水不应进行反复潜水。

7. 21. 潜水的水文气象条件

7. 21.1. 水流速度应不大于 0.5 m/s 。水流速度超出上述限制条件，因特殊情况需要潜水时，

应评估现炀具体条件，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确保潜水员安全。

7. 21. 2. 荡福风力等级应不大于 5 级（风速 17 节～21 节，浪高 1.8 U 。 蒲福风为大于 5

级小于 6 级（风速 22 节～27 节，浪高 3.0 m）时，应评估现炀具体条件决定是否潜水。

7. 22. 混合气潜水时的气体转换

7. 22.1. 应符合 GB 28396-2012 申 6.23 的相关要求。

7. 22. 2. 水下作业时间从气体完成转换后开始计算。

7. 23. 减压方案选锋

7. 23.1. 应根据潜水深度、水下工作时间、海拔高度，结合潜水工作强度、能见度情况和潜

水员个体差异等多种因素选择；周压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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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3. 2. 减压为案应得到潜水医师的认可后采用。

7. 24. 高原潜水

7. 24.1. 在高；每拔地区进行潜水作业时，应对实际潜水深度予以修正，按修正后的理论深度

选择适宣的；戚压，理论深度计算见下式：

式申：

D,=D
0 

×主
P, 

D，一→里1,Q）礁， 单位为水柱高度米（m)

． ． ． ． ． ． ． ． ． ．…. . (1) 

D.－离海拔地区实际潜水深度，单位为水柱高度米（m)

Po 一－）每平面大气压 P 单位为十分之－J也帕（0. lMPa) ;

P， 一一高海拔地区大气压 P 单位为兆帕（MPa）。

7. 24. 2. 在离海拔且水温低于 10 度地区潜水，应采用热水服。

7. 25. 潜水后的安纯

7. 25.1. 空气潜水应符合 GB 26123-2010 申 6.22.1～6.22.7 的要求。

7. 25. 2. 混合气潜水申，潜水员水下满压出水或减压出他后，应在甲板；周压他附件停留不少

于 2 h， 且 5 h 内不能远离；戚压筋。

7. 26. 最低休息时闹

应符合 GB 26123-2010 申 6.23 的相关要求。

7. 27. 潜水作业事故报告、 调查、 统计与处理

应符合 GB 26123-2010 申 6.24 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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