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2007年第6期

非开挖技术应用中的几个技巧
李文秀

(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河北廊坊065000)

摘要：概述了非开挖技术在广泛应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对接穿越、灌水法等一些有效的解决问题的

方法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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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非开挖技术在我国能源、通讯及城市市

政工程建设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在天然气、

煤气、成品油、电力、电信、自来水、管棚支护、水平降

水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非开挖技术以其特

有的经济性、环保性以及较短的施工周期而得到了

市场认可。

随着非开挖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实际应用中也

出现了一些问题，笔者结合多年从事非开挖设备和

器具研制过种中积累的经验，对实际施工中遇到的

一些问题的处理方法进行总结。

1 地质情况及地下管线的勘察问题

在非开挖工程施工前，应先根据实地的地形、地

貌及有关特征进行分析、判断，必要情况下须进行详

细的地质勘察，通过打勘察孔取样分析，做出地质报

告。

至于管线，首先要根据提供的管线记录数据，直

观判断与该工程有关的管线的大致情况；其次就是

利用专业管线探测仪器，测量地下管线的分布情况；

再有，对于那些利用非开挖技术铺设的且记录不够

准确详细的无信号非金属管线，可以利用非开挖导

向仪器进行测量，具体方法是：调试好测量的装置，

将信号发射器装好电池，包装后和铅丝连接牢固，顺

着原来管线将探棒送到指定的位置，打开接收仪器，

测出探棒的具体深度就是管线的实际深度值。因为

在打导向孔时仍然要使用同样仪器，且同时都是在

地下测量，所以这样得出的结果与实际穿越时测量

数据误差较小，能够准确的避开原有管线，从而成功

完成工程项目。目前一些大中城市地下管网非常复

杂，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不尽详实，应用此法可以有

效地防止施工中打断其它管线事故的发生，降低了

施工风险。

2 利用现有的管道探井作工作坑

规划设计轨迹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使

轨道的弯曲半径大些，但对于某些特殊情况，要因地

制宜，甚至可以利用现有的管道的探井作为工作坑。

如图1所示，A为人土点，B为探井，c是公路的另

一侧，且C处不能开挖，施工该工程时，直接将B处

作为出土点设计，这样既满足了甲方的要求，又能保

证了现铺没管线与原来探井中的原有管线对接。当

然，这种施工方法仅限于铺设PE管等塑性较强的

管材，不适于铺设钢管。

圈l轨迹设计示意图

3采用分段钻进方法解决探棒电池电量不足问题

打导向孔时，由于探棒耗电量大，电池容量小，

一般无线探棒里的电池大约可维持10 h，对于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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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工程来讲，电池电量显然不足，会造成中途被

迫撤出重新打导向孔，导致花费较长时间，造成成本

提高。若条件允许，可以在半途将导向钻头钻出地

面，然后换上新的电池，再退回原来改变轨迹的位

置，就可以继续钻进了。如图2所示，A为入孑L点，

计划穿过公路和水塘在D点出土，如果中途发现电

量不足，可以在口点改变钻头的方向，使之从C点

钻出地表，在C点换好电池后再返回到曰点进行钻

进，这样既节省了时间又降低了钻进成本。

B

图2导向孔示意图

4对接穿越技术

在大型河流导向穿越中，钻杆在进行导向施工

过程中受到的阻力及阻力矩增大，因而在穿越民度

方面受到局限，针对这种情况。美国Prime Horizontal

Ltd．公司与Vector Magnetics公司成功开发了对接

穿越技术。德国LMR钻进承包公司引用此法于

2005年8月在易北河完成了一项长2626 m、管径为

350 mm的输油PE管线的穿越工程，该项目由2台

回拖力分别为3440 kN和2550 kN的定向钻机在河

的两岸开始钻进并在河的中间汇合，汇合点距北岸

2100 m，距南岸526 m。汇合点水深40 m，两孔连接

角<1 o，纯钻进时间为6周。该工程足目前世界最

长的水平定向钻穿越工程。

5利用原工作坑解决扩孔时接钻杆问题

扩孔的主要目的是将先导孔孔径扩大至所铺设

管线的管径以上，以减小拉管时的阻力。对于直径

小的管线可以不进行专门的扩孔，而是在扩孔同时

将待铺设管线同时拉入；对于直径较大的管线，必须

进行多次的扩孔。扩孔时，要合理使用泥浆，尤其在

地层复杂的情况下，要充分利用泥浆的基本功能，把

钻头破碎下来的岩土屑从孔中带出来，保持钻孔的

清洁，以减小铺管阻力。一般来讲，扩孔钻头后面要

连接钻杆，卸掉扩孔钻头后钻杆和动力头连接，在孔

的另一侧接上更大一级钻头，或连接待铺设管线准

备拉管。对于某些特殊情况，如图l所示，一般探坑

直径不足2 m，在探坑里面没有足够的空问用来接

钻杆，这种情况下，可以不连接钻杆直接扩孔，等钻

头到达人土点A时，用钻机直接回转给进，将钻头

沿原来孔位退出到B点卸掉，然后再接下一级钻

头，采用同样的方法，直到孔径满足要求为止。我所

用GBs—10型钻机应用此法在天津西青道为小区

铺没4条管径为108 mm的电信套管，长度为65 m。

井中钻头出孔距地面距离1．2 m，扩孔分为2级，第

一次用D219 mm钻头，第二次用D325 mm钻头，整

个工程从施工开始至工程结束仅用10 h，成功利用

了原有管线的工作坑，达到了施工的要求。

6反循环清渣法

对于岩石非开挖而言，岩石屑密度较大，可塑性

极差，泥浆不容易携带，排渣困难，可采用反循环法

将岩石屑清理干净。我所2004年在宜兴进行的燃

气管道岩石非开挖穿越工程施工时就利用了这种方

法。该工程地点位于104国道宜兴收费站东侧50

m，横穿国道，回拖管道长为120 m，管径为273 mm，

钢管，工程历时1个月，是我所首次进行岩石非开挖

工程，设备为GBs一35型导向钻机，第一次没有清

孑L，拉力达到极限值，拉管失败，被迫将管线退出。

经过认真分析，判断造成回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孔

内岩石碎屑堆积造成，针对这一情况，决定先要用反

循环方法清孑L，反循环系统工作了2天，抽出了大量

的岩石碎屑。经过反循环排渣之后，再次拉管回拖，

拉力仅200 kN，顺利地完成了回拖。

7木楔拉管头及顶推装置的使用

拉管是整个施工过程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极其

关键的一步。在小口径塑料管施工中，大部分采用

钢制拉管头，如果没有钢制拉管头，可以用木楔来代

替，木楔参照管材内径做成圆台形，大端直径应大于

管材内径50—80 mm，确保木楔楔入管材长度约为

300 mm，然后在距离管头约100 mm处通过木楔轴

心打一个孑L，孔径以能穿过连接所用的钢丝绳为宜。

回拖钢管时，由于钻机能力所限，在回拖的过程中，

可能出现拉不动的现象，若发生这种情况，可以用顶

推装置在管材的尾部辅助钻机完成铺管，最早生产

的能力较小的钻机一般都配备顶推装置。另外还可

以在后面用夯管锤敲击的方法辅助施工。我所在青

岛穿越河流的施工项目中采用了此法，出色的完成

了一些超出钻机能力的艰险工程。

8采用灌水法

非开挖施工中，回拖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式计算：

F一=尼(丁一G一Ⅳ)+，，好 (1)

式中：卜泥浆对管材的浮力，丁=py；p——泥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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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一般可取1．3 kg／L；卜管材体积；p管
材自重；忙产生相应挠度所需的力，Ⅳ=384E胁／
(5∥)；E——材料的弹性模量；，——一材料的惯性

矩，，=O．0982(∥一扩)；D、d——分别为管材的外

径和内径；矗——管材在孔道内的挠度，即孔道底与

人土点、出土点高差的均值，^=(矗。+^：一2b)／2；

矗。、^：、矗，——分别为人土点、出土点及孔道底的标

高；S——管材表面积；后——管材与孑L道的摩擦系

数，取O，2～0。4；观——与泥浆粘阻系数及其它因素

有关的系数，取0．01～0．03。

在(1)式中，减小I|}、m是减小F⋯的有效手段。

5足个常量，Ⅳ受条件限制，可变范围不大，在(r—G

一Ⅳ)中，一般都有r>(G+Ⅳ)，所以若能增加G也

孑L内的挠度^为500 mm，钻机回拖能力为350 kN，

取泥浆的密度p=1-3×103 k∥m3，管材密度p=7．8

×103 kg／m3，管材弹性模量E=200 GPa，J|}=0．3，m

=0．03，计算得泥浆对管材的浮力丁=991．9 kN，管

材自重G=26．16 t，产生相应挠度所需的力Ⅳ=

44．4 kN，管材的表面积5=339．12 m2，那么回拖力

，一=376．1 kN，钻机回拖能力350 kN，小于回拖管

材所需要的力F一，如果不采取措施，该设备无法完
成该工程。在回拖的过程中，施工人员向管材里面

加入了30 m3水(根据汁算结果，加水量可以在60

m3内，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加水量定为30 m3)，

因此所需回拉力变为256．1 kN，顺利同拖成功。

能减小F。。，增大G的办法一般可以考虑在管材内 9结语

注水，使(G+Ⅳ)接近于r。在汁算注水量时可以考 非开挖技术在我国的发展历史虽然不长，但在

虑整段管材，一次性把水注足，也可以随着管材同拖 我国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使它在我国

而逐步加水，因为在孔外面的管材只有摩擦力，增加 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我们需要继续进

自重，就会增大摩擦力，导致初始拉力加大，所以，建 行研发，一方面，研制出技术更先进、性能更可靠、自

议分步加水，这样效果最佳。 动化更高的施工设备和器具；另一方面，要善于总结

2006年底我所在河北廊坊施工时，回拖的钢管 施工中的经验教训，提高应用技术水平，才能使非开

直径为900 mm，壁厚10 mm，长度为120 m，管道在 挖事业更加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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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其目的是将松动的衷层土夯实。

(5)间歇时间：所谓间歇时间，是指相邻夯击两

遍之间的时问间隔。Menard指出，一旦孔隙水压力

消散，即可进行新的夯击作业。

(6)夯点布置和夯点间距：为了使夯后地基比

较均匀，对于较大面积的强夯处理，夯击点一般可按

等边三角形或正方形布置，这样布置比较规整，也便

于强夯施工。由于基础的应力扩散作用，强夯处理

范围应大于基础范围，其具体放大范l习，可根据构筑

物类型和重要性等囚素考虑确定。夯点间距可根据

所要求加固的地基土性质和要求处理深度而定。当

土质差、软土层厚时应适当增大夯点间距，当软土层

较薄而又有砂类土夹层或土夹石填土等时，可适当

减小夯距。夯距太小，相邻夯点的加固效应将在浅

处叠加而形成硬层，影响夯击能向深部传递。

本工程施工设备主要采用20 t电动履带起重

机，并配有卷扬和龙门支架，夯锤为15 t重的铸铁

锤，锤底直径2．5 m，脱锤器为拉索牵引脱锤式。设

计要求强夯处理深度6—9 m，处理后的液化指数≯

2．0。铺设0．8 m厚的碎石垫层。夯点布置采用正

三角形形式，夯点间距4．2 m，夯区外侧边缘以夯锤

外缘和夯区外缘平齐为准，夯区外侧夯点间距可作

小范嗣调整。满夯时相邻夯点彼此搭接l／4。单点

夯能根据梅那强夯公式并结合设计处理深度、施工

机械等因素确定，采用1850 kN·m，满夯采用1050

kN·m。单点夯击数8击。夯击遍数选择2遍主

夯，最后一遍满夯。

4施工效果

本工程共完成强夯面积3560 m2，回填土夯实

面积1440 m2，总工期39天。

施工完成15天后，采用动力触探及标贯试验进

行检测。其中，共做12个标贯孔，实验锤击数一般

为9—23，各点的锤击数均大于按地震烈度为Ⅷ度

时计算的临界击数，液化指数为0，说明地基土基本

消除了液化。经验算地基土承载力标准值由原来的

120 kPa提高至195 kPa。

5结语

强夯法具有设备简单，施工便捷，适应范围广，

节省材料，降低投资，工期短等优点。本工程实例证

明，强夯法用于处理砂土液化地基可以取得良好的

处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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