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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某水厂取水泵房沉井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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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广东省某水厂沉井工程#介绍在软土地基中施工沉井时为防止突沉和超沉而采取的措施#并对沉井制

作$下沉及封底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沉井&软土地基&施工方法&砂垫层&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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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广东省某水厂的取水泵房采用沉井法施工#沉井

外径!!O#壁厚&O#刃脚宽"W)O#沉井高度&#O#
下沉深度&"O%沉井底部设置#根长!"O$梯形截

面!上底边长&W%O#下底边长"W*(O#高%W&O"的井

字形底梁%整个沉井共浇筑H!"混凝土&#"#O%%

"!地层条件

据钻孔揭露分析#地基岩土按成因类型可划分

为人工填土层$坡洪积层$冲积层$残积层%从上到

下各土层特征分述如下%

*人工填土层#为素填土#浅 灰$灰 褐$褐 红 色#
稍湿#松散状为主#局部稍经压实#由砾砂$粉土$粉

质粘土$砂质粘性土等组成#厚度"W""!&W0"O%

%坡洪积层#按状态不同可分为!个亚层%

%$&粉质粘土#大部分钻孔有揭露#顶面相对高

程$"W("!&W0"O#顶面埋深"W""!&W0"O#厚度

&W""!!W&(O#褐红色#湿#可塑状#稍具粘性#含少

量砾砂#局部夹粘土%该层内取得&!个土样试验结

果#&"个为粉质粘土#!个为粘土#平均孔隙比#"Y
"W0#’#平均液性指数5\Y"W%"#查得承载力特征值

?;PY!&&PQ;%标贯试验!0次#$Y%W’!&"W’击#

$OY*W)击#$hY)W0击#查得承载力特征值?;PY
&’(PQ;%建议承载力特征值?;PY&0"PQ;%

%$!粉质粘土#所有钻孔均有揭露#顶面高程$
!W&"!%W((O#顶面埋深%W&(!%W’"O#厚度"W0"
!&W*"O#褐 红$灰 黄 色#湿#可 塑#稍 具 粘 性#含 少

量砾砂#局部夹粘土#取得’个土样试 验 结 果#0个

粉质粘土#&个为粘 土#平 均#"Y"W0*’#平 均5\Y
"W!*#查得?;PY!"#PQ;%标贯试验&(次#$Y’W)

!!"W’击#$OY&#W’击#$hY&%W%击#查 得?;PY
%!’PQ;%建议?;PY!("PQ;%

"冲积层#为淤泥质土#所有钻孔均有揭露#顶

面饱和#流塑!软塑状#粘性好#含有机质$中砂%建

议?;PY0"PQ;%

)残积层#为花岗岩风化残积而成的砂质粘性

土#按状态不同#可分为!个亚层%

)$&砂质粘性土#所有钻孔均有揭露#顶面相对

高程$&%W%"!&#W)"O#顶 面 埋 深&!W*"!&%W#(
O#层厚%W&(!#W!"O#褐 红$褐 黄$灰 褐 色#湿#可

塑状#稍具粘性#遇水易软化%取得0个土样试验结

果均为砂质粘性 土#平 均 含 水 率@"Y!*W!]#平 均

#"Y"W0*"#平 均5\Y"W!0%标 贯 试 验!%次#$Y
%W*!&%W"击#$OY0W*击#$hY*W*击%查 得?;P
Y!&#PQ;%建议?;PY&0"PQ;%

)$!砂质粘性土$砾质粘性土#除个别缺失外大

部分钻孔有揭露%顶面高程$&)W&"!$&*W!(O#
顶面埋深&(W)"!&)W%"O#层厚!W&"!%W#"O#褐

红$褐黄$灰褐色#硬塑状#粘性差#遇水易软化%取

得!&个土样试验结果#!"个为砂质粘性土#&个砾

质粘性土#平均@"Y!#W’]#平均#"Y"W*’!#平均

5\Y"W!!%标贯试验#"次#$Y&!W#!%"W!击#$O

Y&*W(击#$hY&)W’击%查得?;PY#&*PQ;%
根据以上勘测资料’在沉井施工的影响深度范

围内#地基自上而下为可塑与软塑状态的粉质粘土$
淤泥质粉质粘土$砂质粉土以及流塑状态的淤泥质

粘土#属地下水较少$透水性较差的土层%

#!沉井方案及施工技术

考虑到沉井下沉深度及地质条件#采用了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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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下沉和井外深层降水的施工方案!这样既可防

止由于流砂和涌土引发的突沉!又可以实现干封底!
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沉井的工程质量"

#-!!沉井制作

为了避免由于沉井自重及施工荷载引起的不均

匀沉降!沉井 制 作 选 择 在 原 地 基 的 基 础 上 增 加&W%
O厚的砂垫层!刃脚面直接坐在砂垫层表面的混凝

土垫层上!刃脚斜面用与壁厚吻合的砖模#斜面抹白

灰隔离层$!同时提高沉井内部#根井字形底梁下的

砂垫层标高!以减少刃脚踏面对支垫结构产生的单

位附加应力"

#-!-!!垫层及素混凝土垫层制作

砂垫层制作时应分层洒水夯实!每层厚度以!0
!#(KO为宜!以保证砂垫层的密实度"

素混凝土垫层制作过程中!应严格控制其平整

度!以免在沉井开始制作前就出现倾斜"为此!在素

混凝土浇筑过程中!素混凝土垫层正负高差应控制

在&KO内"

#-!-"!沉井制作

该沉井在素混凝土垫层上制作"
首先制 作#根 长!"O%梯 形 截 面 的 井 字 形 底

梁!然后分*层自下向上制作沉井!每层高!O"在

沉井内外周边搭设脚手架!按设计图纸制作钢筋骨

架!内外各保留&"KO保护层后制作砖模!采用H!"
商品砼浇筑"边浇筑边振捣!砼浇筑后每天浇水数

次养护"
在沉井壁的浇筑过程中!加强对所浇筑沉井的

倾斜程度观察!并及时提供测量数据和调整施工方

案!以避免发生较大的倾斜"沉井的井壁接缝!采用

了钢板止水片!实践证明这一处理方案无任何浸水

或其它不良迹象发生"

#-"!沉井下沉

本工程砖垫拆除按先隔墙%后井壁!先 短 边%最

后拆除支承区的顺序分区进行"砖垫拆除后!在自

重作用下沉井刃脚及隔墙平稳地刺入砂垫层!受砂

垫层极限承载力限制!沉井处于静止状态!拆除后即

可除土下沉"
本工程采用干沉法!即采用人工挖土%扒杆或滑

车吊土%翻斗车运土的施工方法"井内井外侧土体

约束作用小!井体稳定性欠佳!在终沉期放慢下沉速

度!采用偏除土或局部促沉的方法纠正偏斜!并根据

上部结构重力与土质情况!让沉井自行缓慢下沉"
沉井下沉需根据地质条件!考虑井壁摩阻力加

踏面反力!下沉系数采用;"Y&W&(#沉井下沉过程

中!必须克服井壁摩阻力和地层对刃脚的反力!沉井

自身重力与井壁摩阻力和刃脚反力之和的比值称为

下沉系数$"为此!在实际施工过程中!采取了在井

壁与土体之间的空隙中注入泥浆的方法以减小摩阻

力!并在下沉过程中密切注意沉井的下沉均匀性问

题!做到&勤测勤纠’"实际施工过程表明!在软土地

基中沉井下沉较为顺利!效果很理想"这是因为除

了这层土的力学特性较好外!还采用了沉井周围回

填土夯实的措施"沉井下沉初期!井外侧土体约束

作用小!井体 稳 定 性 差!每 天 下 沉 以%"!("KO为

宜"终沉期#即下沉至设计标高剩%O左右$!应放

慢速度!沉井到位后!底面高差%KO!小于规定允许

值"

#-#!沉井封底

根据多年来的沉井施工经验!沉井下沉至设计

标高后!需连续进行沉降观测’F!只有在累计下沉

量不超过’OO时方可进行封底"该沉井下沉到设

计标高后!及时回填了塌陷场!并连续进行’F沉降

观测!观测结果表明沉井累计下沉0OO%达到封底

要求"沉井终沉完成并稳定后!即准备封底!其工作

包括(#&$对沉井标高%倾斜%扭转等质量进行检验)
#!$清除井底浮泥和多余土方)#%$新老混凝土接触

面凿毛%洗刷)##$在井底低洼处设置集水井!以排除

井内地面积水!并以此释放承压水头!减小封底混凝

土底部水压力)#($搭设浇筑脚手架"
沉井采用干封底!采用漏斗管伸入井底分层浇

筑!主要控制手段是(浇筑应对称均匀地进行!先四

角%后中间!分批浇筑!一次完成"浇筑时!集水坑应

不间断抽水!待 封 底 混 凝 土 达 到*"]设 计 强 度 后!
集中封固集水坑"在实施封底的同时!在井底设置

集水坑)个!及时排除井内积水!效果良好"
封底后的沉降观察资料表明(沉井无任何下沉

趋势"

$!结语

利用砂垫层提高软土地区沉井刃脚底部土层的

承载能力!砂垫层结合素混凝土代替沉井制作过程

中的刃脚承垫木用做刃脚支架!是可行的!但砂垫层

的厚度选取必须经过必要的计算"
砖胎模的设置对于增加刃脚的接触支架面积%

减小沉井支架上所承受的单位面积荷载!以及提高

沉井制作过程中的稳定性都是非常有益的"
本文所介绍的沉井施工方法适合于软弱土层较

深厚的地基并能节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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