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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基坑降水工程质量措施探讨

李 东 霞
(中航勘察设计研究院 北京 1。。。 8 6 )

【提要】本文结合工程实例
,

分析影响降水工程质量的原因及经验教训
,

提高了基坑降水工程质

量的措施
。

【关健饲】基坑降水方案设计
、

降水工程质量
、

水文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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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
,

高层建筑物日益 层
,

基坑开挖深度为地面下 7
.

5 m
。

地 层 主

增多
,

地下建筑的规模增大
,

要求嵌入地下 要由杂填土
、

第四纪沉积的砂质粉土
、

粘质

的深度也愈来愈大
,

基坑开挖常常遇到地下 粉土
、

粉质粘土
、

粉细砂构成
,

水位埋深为

水的问题
,

随之而来的降水工程问题成为现 1
.

7 ~ 2
.

8m
。

降水方案采用管井抽降的降水

代城市高层建筑主要岩土工程问题之一
。

降 方法
:
井深 15 m

,

井距 s m
,

井 径 6 00 m m
。

结

水工程质量的优劣是影响基坑支护
、

基础工 果开挖至 4
.

5m见水
,

后来虽在原井 位 中 间

程施工等其它后续工程能否顺利进 行 的关 补设一井
,

实际降水效果 也 不 佳
, 5

。

3 m处

键
。

因此
,

认真分析影响降水工程质量的原 仍渗水严重
,

致使土钉墙施工 无 法 正 常进

因
,

总结降水工程中的经验教训
,

探索提高 行
,

工期延长了近一个月
。

分析降水失败的

基坑降水工程质量的措施
,

对城市现代化建 原因主要是方案设计者没有对场地内水文地

设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质条件深入分析
,

降水方案设计不合理
。

该

1 形晌荟坑降水工程质 t 的原因 场地地下水赋存以上层滞水为主
,
含水层以

1
.

1 降水方案的设计是 否合理是影 响 基坑 粘性土层为主
,

渗透系数小
,

地下水在重力

降水工程质量的首要因素 作用下向井点管流动
,

渗流速度慢
、

水力坡

降水方案设计应技术可行
、

经济合理
,

度小
,

难以形成较大范围的降落漏斗
。

事前

这是保障降水工程质量的前提
。

方案设计主 基坑支护方建议的先普遍开挖 1
.

5m
,

再用轻

要存在以下问题
. 型井点围降的方案

,

才是该地层降水方法的

( 1) 设计方案 时对场地的水文地 质 条 正解
。

因为轻型井点主要针对渗透系数较小

件了解不充分
。

降水场地内地下水的埋藏条 的地层
,

其原理是靠真空泵形成负压
,

将周

件
、

各含水层 的水力参数等是设计人员首先 围地层里的水强行吸出
。

轻型井点不能形成

要搞清楚的问题
。

不深入了解
、

分析研究
,

则 大的降落漏斗
,

但因为井点密集
,
能形成截

难以设计出技术可行
、

经济合理的降水方案
。

水帷幕
。

可惜的是降水方未予采纳
。

实例 1 :
某高层住宅楼地上 18 层

,

地下 2 ( 2) 忽视水文地质条件的复杂性 和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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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性
,

仅凭经验是导致降水方案设计有误 的

主观因素
。

实例 2 :

某实验楼降水工程要求 降深 为

地面以下 7
.

5m
,

地层为人工填 土
、

粘质粉

土
、

砂质粉土
、

粉质粘土
,

地下水位 2
。

7m
。

采

用先开挖 2
.

o m
,

再用轻型井点抽降的降水方

案
。

原设计中井点间距取 1
.

5m
,

但在井 点施

工中发现地层渗透条件较好
,

井点间距部分

加大到 1
.

8~ 2
.

o m
。

开挖后
,

东
、

北
、

西侧干

槽
,

而南侧边坡渗水
,

护坡桩无法成孔
,

后

在南侧井点管中间补孔
,

并采取明排措施
,

护坡桩勉强成孔
。

分析原因南侧砂质粉土含

水层相对其它各侧较厚
,

含水量较大
,

井点间

距应加密而不应当放疏
。

因此
,

在一个场地

内要认真分析各不同土层渗透条件和含水量

的差异
,

通过计算预估在不同地段的涌水量

大小来确定不同的井距
,

否则死套某一成功

经验
,

常常造成失败
。

(3 ) 设计方案中施工说明不 明 确
、

不

详细
,

有可能成为降水失败的重 要 原 因之

一
。

例如成孔方法
、

井管材料
、

滤料规格
、

洗井方式等要求不明确
。

1
。

2 施工质量的好 坏是影响基坑 降 水工程

质童 的关健因素
,

许多工程实践证 明施工质量问题是影响

设计方案实施成败的关键
。

设计方案合理
,

但施工时不按设计要求施工
,

随意改变或省

去某些施工工序
,

势必影响基坑降水工程质

量
,

最终导致降水失败
。

下面就主要工序分

别论述
。

( 1 ) 成孔

冲击钻机或回转钻机成孔时
,

终孔之后

井内泥浆稠度的大小是影响成井 质量 的 关

键
。

如果在下管之前不清孔或清孔不干净
,

无法完全破坏井壁上的泥皮
,

地下水向井内

流入就会不通杨
,

影响降水质量
。

螺旋钻机在粘性土层中成孔时易形成泥

浆护壁
,

导致井壁透水性差
,

影 响 降 水 效

果 , 在粘性土和砂互层中成孔时
,

孔壁不稳

定
,

提钻后
,

由于真空抽吸作用
,

地下水位

以下的砂层易产生塌落
,

孔内充填较多泥砂

沉渣 , 而在砂层中
,

当长螺旋钻机钻到预定

深度提钻后
,

砂立即淤塞满钻孔
,

影响了下

道工序的顺利进行
。

( 2 ) 下管

对于塌孔严重的井点
,

一些人为 了图省

事常利用人工或机械将井点管强 行压 入 土

中
,

虽然到达设计深度
,

但滤料却无法到下

底
,

留下质量隐患
。

( 3 ) 填料

井管外填料的大小
、

数量和高度是影响

降水施工质量成败的关键性间题
。

北京的大

部地区
,

在深基坑降水目的层以上的地层以

粘性土为主
,

且是多层或透镜体的地层结构

形式
,

各地层的渗透性差异很大
,

在这种特殊

的地层条件下
,

地下水的排降方式不管是在

管井或轻型井点抽降方式中都是以沿滤料层

垂直渗降为主
,

因而滤料的选择是否合理
,

井

管外填料的数量和高度是符合设计要求等都

是基坑降水工程施工中常见的质量问题
。

实例 3 :

北京市望京开发 区 4 2 4
、

4 2 5
、

42 6住宅楼
,

降深 5
.

5 m
,

原降水方采用轻型井

点抽降
,

井距 1
.

5m
,

井深 10
。

Om
,

抽水十天

后基坑内观测孔水位只有 3
.

00 m左右
,

而井

点管的水位 已达 7
。

00 m左右
,

真空泵已基本

抽不上水
,

据现场施工人员介绍
,

原降水方

每个降水井填料不足二小车 (通过计算滤料

仅包裹滤管部分而滤管以上部分无滤料 )
,

使用的滤料又是岩屑
。

分析降水场地的水文

地质资料并结合原降水方的施工情况认为造

成降水失败的原因是
:
滤料选择不合适

,
为

了抢工期
,

偷工减料
,

不按设计 要 求 的 填

料数量和填料高度进行施工 , 洗井后没有及

时补料
,

致使多数降水孔的滤料距地面 5~ 6

m
,

封井后把上层滞水隔 住
,

地 下 水 无 法

往井内流
,

形成井点管水位深达 7
.

00 m
,

基坑

观测孔水位只有 3
.

00 m
。

后经我方重新打降

水井
,

井距 1
.

5m
,

井深 l o
.

o m
,

井内填入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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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 7m m混合料
,

填料至距地面 1
。

s m左右
,

抽水三天后开挖无渗水
,

深得甲方好评
。

( 4 ) 洗井

洗井不彻底或不洗井是影响降水质量的

关键因素
。

有些施工单位为了抢工期
,

洗井

凑合或干脆不洗井就开始抽水
,

泥浆皮没彻

底破坏
,

沉渣未掏至设计要求
,

结果不但损

坏了抽水设备
,

而且有可能抽不上水
,

欲速

则不达
,

最终导致降水失败
。

2 建议措施

( O 在进行降水方案设计时
,

必 须 全

面详细了解工程情况
,

包括水文地质条件
、

施工条件
、

工期要求
、

经济造价等
,

要有二

个以上的方案进行比较
。

有的方 案 施 工方

便
,

造价低
,

后期管理简单
,

但 降 水 周 期

长
,

如管井自降 , 有的方案需要甲方的配合

才能完成
,

如先开挖后打井抽降 , 有的方案

受场地条件限制
,

施工困难 , 有的方案虽降

水效果好
,

但造价高等等
,

必须综合考虑各

种因素
,

权衡利弊
,

从中选择一种最适合于

该工程的降水方案
。

( 2) 各种类型的井点降水方法只 适 应

于一定的范围
,

因此在具体的工程实际中不

能生搬硬套
,

应根据场地的水文地质条件
,

可灵活选择一种或多种联合方式进行抽降
。

如北京地区的很多地方在 20 m 深度内存在着

两层以上的地下水
,

且下层的水位低于上部

滞水层底板
。

在这种情况下
,

如果降水目的

层位于滞水层之上且水量又不大时就可直接

利用下部含水层作为自然排泄层
,

将降水井

钻至下部含水层
,

即所谓的自然降方法
。

如

果上部含水层的水量较大
,

下部地层的渗透

性较小而在甲方要求的降水期内排不走上部

含水层的水量时
,

可用轻型自渗井点自渗与

管井抽降相结合的降水方案
,

即在上述自然

降前提下
,

在第二含水层内打少量管井进行

集中抽降
,

采用上述方法既经济又能达到文

明施工的目的
,

在有条件的地方应首先采用
。

(3 ) 有的地区有较成熟的经 验
,

降水

设计 (井位
、

井径
、

井深
、

井距等 )
,

基本

定型化
,

但要考虑场地的特殊情况
,

对于重

点工程或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降水场地需对

各土层的渗透系数及地下水位进行测量
,

以

获得可靠的计算参数
,

通过基坑涌水量计算

来确定降水方案
,

使设计方案更加周全可靠
。

公式的选用也应密切结合应用条件
,

最好采

用几种公式计算进行综合考虑选用
。

(4 ) 冲击钻机或回转钻机成 孔 时
,

在

钻至设计井深后一定要坚持注清水稀释孔内

泥浆直至变为清水泥浆方可进行下道工序
。

下管填料后还应用空压机洗井
,

必要时还应

进行活塞洗井至基本达到水清砂净为止
。

(5 ) 长螺旋钻机成孔时
,

对 于粘性 土

层及粘性土和砂互层中要一钻到底
,

尽量避

免在孔内来回提拉
,

达到预定深度 (钻孔要

比井点管深 0
.

5 m作为沉渣的沉 淀 槽 ) 后 可

空转几圈
,

将粘土送出地面
,

保证孔深 , 对

于砂层可将长螺旋钻机的钻杆头部改为活门

式钻头
,

钻孔对位后将钻头活门关闭
,

避免

砂进入空心钻杆中
,

钻至预定深度后
,

将钻

杆和 电动机连接插梢拔开
,

将钻杆和 电动机

分开
,

用钻机上的副卷扬 将 接 好的 中 66
.

6

m m镀锌井点管吊起放入内直径为 10 o m m 的

空心钻杆中
,

将电动机下移对好钻杆后插上

插梢
,

边提起钻杆
,

井点管靠 自身重量将钻

头活门冲开
,

进入钻孔中
,

砂层中的砂立即

回淤将井点管埋住
,

在井点管周围形成滤水

层
,

不用填料
,

可直接洗井
。

(6 ) 对于塌孔严重的井点
,

要严 禁 将

井点管强行插入土中
,

可用胶皮管和高压泵

联接进行洗井
,

边注水冲洗
,

边下沉井点管

到预定深度
,

直到填料量与设计值相近
,

滤

料不再下沉时为止
。

(7 ) 严保施工质量
。

对于成孔
、

下管
、

填料
、

洗井等工序施工单位要岗位到人
,

责

任到人
。

设计人员要做好施工的监督和检查

工作
,

力求设计方案的成功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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