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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井降水结合回灌措施在开挖施工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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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福建省三明市文化娱乐中心桩基与基坑开挖中#采用深井降水结合回灌措施#保证了周边临近建筑物的

稳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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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含地下水的地层中进行人工挖孔桩和基坑

开挖施工前都必须先降低地下水位#才能进行正常

施工$深 井 降 水 以 其 降 水 可 靠#排 水 量 大#降 水 深

!)%*4"#井 距 大 对 平 面 布 置 干 扰 小#施 工 简 便 且

造价低廉等特点#得以大量应用$笔者在三明市文

化娱乐中心桩基工程与基坑开挖施工中#采用深井

降水方法#解决在地下水丰富地层中人工挖孔桩及

基坑开挖施工的难题#同时通过合理回灌措施达到

稳定基坑周边已建浅基建筑物$

"!工程概况

该文化娱 乐 中 心 拟 建 主 楼 高%’层#地 下 室!
层#框剪结构%裙楼*层#地下室%层$桩基础采用

人 工 挖 孔 桩$主 楼 工 程 桩 设 计 桩 径’""#%’""
44#共*#根#设 计 桩 长&%"4$持 力 层 为 强 风 化

泥质粉砂岩#桩 端 进 入 持 力 层)!4$设 计 地 下 室

基坑开挖深约’4#施工中要确保 距 基 坑 西 侧 及 北

侧+4已建的)幢(层 浅 基 住 宅 楼 的 稳 定 与 安 全

!已竣工!"年"$

#!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情况

#2"!工程地质情况

场地地层自上而下依次为&.杂填土#厚%V"#
#V*4%/粉质粘土#平均厚度)V%4%0含泥砂砾卵

石#厚%V(#%%V*4#平 均 厚 度(V"4%1残 积 粉 质

粘土#厚"#!V&4%2强风化泥质粉砂岩#厚%V+#
%!V"4%3中风化泥质粉砂岩#厚度未揭穿$

#2#!水文地质情况

场地内地下水主要赋存于上部填土层中的上层

滞水和含 泥 砂 砾 卵 石 层 中 的 潜 水!东 侧"’承 压 水

!西侧"$含泥砂砾卵石层中承压水水位*V!#*V&*
4#渗透 系 数N5%!V!)4(天#影 响 半 径D5)(4#
平均厚度达(V"4#最 大 厚 度 达%%V*4#水 流 方 向

为东 西方向$该含水层对施工有较大影响$

$!降水施工方案

为了确保桩基及基坑开挖施工能正常进行#根

据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开挖施工时#地下水位最低应

降至强风化泥质粉砂岩层位#即水位应降到离地表

!"4以深$同时要防止因 降 水 可 能 造 成 对 基 坑 周

边已建)幢(层住宅楼产生沉降和位移$
在实施降水施工方案时首先要规划设置好场地

排水系统%然后布设降水井和回灌井%在工程桩全面

开挖及降水施工中#应密切做好周边构筑物的沉降

观测#并采用回灌措施保护浅基建筑物的安全稳定$
场地降水施工方案见图%$

图%!场地降水与回灌实施布置图

$2"!排水系统的设置

全场设)个 集 水 坑#!个 沉 淀 池 及 若 干 条 排 水

沟#排水沟截面)""44W)""44#水泥砂浆抹面#
沟底坡度)\#便 于 场 地 积 水 和 桩 孔 内 抽 排 水 导 入

集水坑#经二级沉淀后#用潜水泵将水抽排至场外下

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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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降水井的布置

根据场地涌水量计算!结合当地施工经验!布设

%!口降水井!井距%"4左右"为便于工程桩开挖!
降水井的施工应超前工程桩%#!4!最终深度应达

强风化层!并将井点布设在工程桩外!以免影响工程

桩的施工质量"

$2$!降水井的施工

降水井采用 人 工 挖 孔!开 孔 井 径%%""44!这

样在开挖过程中!若遇流泥#流砂层时!便于缩小井

径!穿越复杂地层!确保降水井开挖成井"降水井护

壁厚!""44!用f(!%*"钢筋双向配置!护壁砼强

度?!*"在流泥#流砂层施工时!采用#"#*"14短

模!并在浇好的砼护壁内打入f%(!%*"W!V"4钢

筋!砼施工掺入早强剂!!)B即可拆模"如遇水量#
水压较大时!可在护壁上设置引流软管!减小护壁的

水压!保证护壁稳定"当降水井挖至进入强风化层

"V*4以深!将 模 板 支 撑 固 定 好!模 板 上 钻 若 干 洞

眼!便于渗水!模外用干净卵石充填成井"然后即可

下入l]$!*型潜水泵进行抽水!以降低施工场地

水位"

%!回灌措施的应用

在深井降水的同时!通过回灌井点向含泥砂砾

卵石层中灌入足够的水量!使降水井点的影响半径

不超过回灌井点的范围!阻止回灌井点外侧建筑物

下的地下水流失!使地下水位保持相对稳定!有效地

防止降水对周边建筑物的影响"

%2"!回灌井点布置

回灌井与降水井间距离根据降水#回灌水位曲

线和场地条件而定!一般 不 小 于*4"根 据 场 地 已

建建筑物及降水井的布设情况!场地回灌井布设(
口$见图%%"回灌井实施的地下水位如图!所示"

图!!实施后的地下水位

%&原有建筑物’!&开挖 基 坑’#&降 水 井’)&回 灌 井’*&
原地下水位线’(&降灌井点间水位线’&&降低后地下水位

线’+&仅降水时水位线’’&基坑底’%"&潜水 泵’%%&f*"
44出水软管’%!&电缆线

%2#!回灌井的施工

回灌井采用人工挖孔成井!井径+""44!井深

应进入含泥砂砾卵石层!4左右!并在护壁上设水

位标高标志!以便直接观察"回灌水量根据地下水

位的变化及时调节!保持抽灌相对平衡"回灌水采

用从降水井中抽出经沉淀后的清水!回灌水压力&
"V*ED.!可设 置 高 位 水 箱 提 高 回 灌 水 压 力"施 工

中回灌水与降水应同时进行"

%2$!沉降观测

施工前!在临近建筑物上设置沉降观测点$如图

%所示%!进 行 沉 降 测 量"每 天 派 专 人 定 时 观 测!
次!做好记录和统计工作!分析降水对建筑物基础的

动态影响!发现沉降现象及时采取防治措施"

&!施工效果

$%%由于降水井布置合理!排水系统通畅!人工

挖孔桩全面 开 挖 施 工 时!单 孔 的 水 量#水 压 明 显 较

小!场地降水效果明显"
$!%部分桩孔进入中风化岩层!在无水条件下顺

利进行爆破施工"
$#%桩心砼浇捣时!孔底积水易于排干!保证了

桩心砼浇捣质量"
$)%基坑开挖未见地下水!为深基坑机械化挖土

创造良好作业条件"
$*%由于回灌措施使用得当!施工至地下室深基

坑开挖完毕!临近基坑的)幢浅基住宅楼未发现明

显沉降"各观测点最大沉降量(#V"44!保证建筑

物的稳定安全"

’!结语

在开挖施工中!降水是施工成败的关 键"本 工

程施工中采用深井降水!保证了工程桩的开挖成桩!
并为深基坑的机械化施工创造了条件"回灌措施保

证基坑周边的建筑物的安全稳定"回灌水采用从降

水井中抽出经沉淀后的清水进行!部分解决了地下

水抽出后的排放问题"采用人工挖降水井#回灌井!
操作简单!费用低廉!施工方法易为开发商采纳"深

井降水结合回灌措施在类似的工程开挖施工中具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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