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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井降水设计与施工若干问题探讨
朱明忠，施淑芬，王春雨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矿产勘查开发总院，黑龙江齐齐哈尔161006)

摘要：探讨深井降水布井原则、设计参数的选择与计算等问题；分析深井降水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并提出防范措

施；总结深井降水施工方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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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discussed the principle of well distribution for deep well dewatering，selection and calculation of de-

sign p锄meters；analyzed influence on the environment by deep well dewatering and put forward the preventive measure；

and summed up the experience in construction of deep well dewa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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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城市的开发建设，大城市高层建筑

逐渐增多，建筑基础的开挖深度在加深，因此深井降

水用途越来越广，但有些单位在降水计算过程中采

用的公式不当，或者考虑的因素不周，最终会造成降

水的失败，最后不得不增加降水井的眼数，这样既增

加了施工费用又耽误了工期，笔者以在深井降水方

面的布井原则、参数选择与计算、施工因素等方面的

经验来和大家共同探讨与研究。

1深井降水概念

深井(管井)井点，又称大口径井点，系由滤水

井管、吸水管和抽水设备等组成。具有井距大，易于

布置，排水量大，降水深(>15 m)，降水设备和操作

工艺简单等特点。适用于渗透系数大(20—250 m3／

d)，土质为砂类土，地下水丰富，降水深度大，施工

面积大、时间较长的降水工程应用。

2深井设计

2．1设计计算思路

(1)将基坑进行等效化为一口大井；

(2)确定基坑总的涌水量；

(3)确定单井出水量；

(4)确定井的数量。

2．2设计参数的确定

2．2．1设计水位降深

在满足施工要求的时候，应尽量选择较小的水

位降深，一般降到操作面下0．5 m即可(有特殊要

求的除外)，这样可最大程度上避免降水对地层的

影响，不至于造成地基承载力的下降。

2．2．2井深及井径的选择

要想使水位降低至工作面下，可以有2种途径：

一种是加大井的直径和并的深度，即增大单井的落

差，从而达到使最高水位降至操作面下0．5 m；另一

种通过均匀布井，控制单井的落差，使水位均匀降至

设计要求。前一种布井少，对地层扰动大，如果建筑

物对地基要求高时，此方法不可采用(除非施工后

注浆)，且此方法对原有建筑物也会带来较大的不

利影响；后一种方法可能布井较多，但对地层扰动

小，对原有建筑的危害也较小，因此条件允许时应优

先选用后一种方法。另外井深还要考虑单井的出水

量与施工单位现有的水泵配套。

井深主要是根据水位降深、所需要的单井出水

能力、水泵的进水口的位置、含水层的厚度及泥浆淤

积深度等因素进行选择。

井径的选择要综合考虑以下几种因素：单井要

求的出水量；水泵的直径；当地施工机械及井管的规

格，如选用市场常用的规格，价格可能会便宜，对控

制成本有益。

2．2．3渗透系数的选择

渗透系数是降水计算中重要的参数，此参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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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地质报告中选取，但在大面积布井前，须重新验

证，或者搜集附近的实际数据作为参考。

2．2．4含水层厚度的取值

含水层的厚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但地质报

告中一般不给出，如果没有地区经验，只能通过综合

考虑以往施工经验和降水并的深度及地层的规律来

确定。也可事先假定一个数值，按完整井模型，采用

使含水层厚度按每1 m的间隔递增，计算总的涌水

量，然后按非完整井的模型，以相同的方法计算总涌

水量，最终它们会有一个重合点，这样即可以利用这

一重合点，并结合以往经验综合确定含水层厚度。

2．3深井降水计算

深井单井计算较为简单，计算结果一般与实际

较为吻合。但群井计算结果就会千差万别(群井中

单井的出水量)。由于降水时一般要采用一个以上

的井，降水井同时抽水时，互相形成干扰，无法以单

井的计算来判断水位的降深，得出总涌水量。各个

规范或者计算手册上所列公式的计算结果一般相差

无几，且物理意义明确，很容易理解，具体施工时可

以参看《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99)、

《建筑与市政降水工程技术规范》(JGJ／T 1l 1—98)

或者江正荣的《建筑施工计算手册》。降水施工中

最重要的一环是确定单井的出水量。

2．3．1等效半径计算

(1)矩形基坑

F0=0．25u(口+b)

式中：rn——基坑的等效半径；口、6——分别为基坑

的长、短边边长；“——概化系数。

(2)不规则块状基坑等效半径

r0=0．564F1尼

式中：r0——基坑的等效半径；卜基坑的面积。
2．3．2降水影响半径

(1)潜水含水层

R=2S孤万 (1)

式中：尺——降水影响半径，m；s——基坑水位降深，

m；．|}——渗透系数，m／d；H-含水层厚度，m。
(2)承压含水层

R=10S,／Z (2)

2．3．3群井总涌水量

2．3．3．1 均质含水层潜水完整井

(1)基坑远离边界时

Q=1．366kS(2H一5)S／lg(1+肜ro) (3)

式中：Q——基坑涌水量；忌——渗透系数；¨潜
水含水层厚度；Js——基坑水位降深；R——降水影

响半径；r0——基坑等效半径。

(2)岸边降水时

Q=1．366kS(2H—S)S／lg(2R／ro)b<0．5R (4)

(3)基坑位于两地表水体之间或位于补给区与

排泄区之间时

Q=1．366kS j丽1(万2H—-S而)S面‘5)19t—i-∞8瓦丽o
(4)基坑靠近隔水边界时

Q=1．366kS

b’<0．5R (6)

2．3．3．2非均质含水层潜水非完整井

(1)基坑远离边界时

㈣·366后面焉蠹巧㈩舻L366后五可罕高∽’
(2)近河基坑降水，含水层厚度不大时

Q_1确格‘瑶l+S+砰甄焉1 )

b>M／2 (8)

式中：肘——由含水层底板到过滤器有效工作部分

中点的长度。

(3)近河基坑降水，含水层厚度很大时

Q_1·366坝瑶I+S+
b>Z (9)

Q-l·3删(箍+忑琢llg lg 0

)6<㈨。)
■■_一·¨i

式中：Q——基坑涌水量；后——渗透系数；^——潜

水含水层厚度；S——基坑水位降深；R——降水影

响半径；Z——过滤器有效工作部分长度；ro——基坑

的等效半径。

2．3．4单井出水量

前面已经说明，总涌量各个公式计算结果基本

相同，且在实际施工中吻合较好，但单井出水量就难

以确定。下面以一个实例来看一下单井出水量的确

定。

某一工程地下水位20 m，需降深5 m，井深35

m(有效深度)，渗透系数70 m／d，含水层厚度为15

m，管井直径400 mm。

(1)按《建筑与市政降水工程技术规范》(JGJ／T

1ll一98)公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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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4l’d)／a 7=24×10×400／50=1920 m3／d

式中：q——单井出水量，m3／d；d——降水井管径，

mm；ii——淹没部分的过滤器长度，m；口7——与渗

透系数有关的经验系数。

(2)按《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

99)中给出公式进行计算

q=1201rr。z3瓶 (11)

=120×3．14 X0．2×10

：3105 m3／d

式中：r。——过滤器半径，m；Z——过滤器进水部分

长度，m；卜含水层渗透系数，m／d。
(3)按完整井单井出水量计算(无干扰)

q=1．366k’(2H—S)S／[1非一lg(r1 r2 r3⋯⋯k)]

计算求得：q=3735 m3／d

式中：g——单井出水量，m3／d；I|}’——含水层渗透系数，m／d；卜含水层的原始厚度；S——基坑设计
水位降深值，m；1"n——基坑范围的引用半径，m；

尺——降水影响半径。

从以上3项计算结果可看出，最小的为第一项

(与实际最接近)，第二、第三项结果相差不多。此

工程基坑面积为3000 m2，按第一、二项计算结果综

合的单井出水量最后布井8口，抽水1周，水位只降

了不到2 m。最后布置26口井将水位降到操作面

以下。这是什么原因呢?根据几个工程的分析，主

要是单井出水量计算误差太大。实际测得平均单井

出水量约为800 m3。第二项对干扰井的概念理解

不清，当为群井时每个井的出水量就会大为减少，也

许在施工时可能个别井出水量很大，但这只能代表

一点，不能以此作为计算井数的单井出水量。实际

的单井出水量只能用所有井的平均值来代表。但在

施工前无法知道平均值的情况怎么计算，方法有2

个：第一是在计算的基础上乘以一个小于1的系数；

第二是统计以往工程的数值对计算结果进行修正。

2．3．5管井数量确定

用总的涌水量除以单井出水量，再乘以一定的

富余系数即可确定，且此富余系数《1．1。

2．3．6布井原则

深井一般沿基坑周围离边坡上缘2 m左右环形

布置，施工允许的情况也可在基坑中布置一部分井

(这样降水效果更好)，井点应深入透水层6～9 m，

通常应比所需降水的深度深6～8 m，井距一般为8

．15 m，井距太大时降水效果不好，如果计算出的数

据使井间距>15 m，一般要进行修正。其中要考虑

到有些水泵坏时，维修的间隔不能给附近水位造成

过大的提升，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富余度。

3 降水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及其防范措施

在降水过程中，由于会随水流带出部分细微土

粒，再加上降水后土体的含水量降低，使土壤产生固

结，因而会引起周围地面的沉降，在建筑物密集地区

进行降水施工，如因长时间降水引起过大的地面沉

降，会带来较严重的后果。

为防止或减少降水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避免产

生过大的地面沉降，可采取下列一些技术措施。

(1)采用回灌技术。降水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是由于土壤内地下水流失造成的。回灌技术即在降

水井点和要保护的建(构)筑物之间打设一排井点，

在降水井点抽水的同时，通过回灌井点向土层内灌

入一定数量的水(即降水井点抽出的水)，形成一道

隔水帷幕，从而阻止或减少回灌井点外侧被保护的

建(构)筑物地下的地下水流失，使地下水位基本保

持不变，这样就不会因降水使地基自重应力增加而

引起地面沉降。

(2)采用砂沟、砂井回灌。在降水井点与被保

护建(构)筑物之间设置砂井作为回灌井，沿砂井布

置一道砂沟，将降水井点抽出的水，适时、适量排入

砂沟，再经砂井回灌到地下，实践证明亦能收到良好

效果。

(3)使降水速度减缓。在砂质粉土中降水影响

范围可达80 m以上，降水曲线较平缓，为此可将井

点管加长，减缓降水速度，防止产生过大的沉降。亦

可在井点系统降水过程中，调小离心泵阀，减缓抽水

速度。还可在邻近被保护建(构)筑物一侧，将井点

管间距加大，需要时甚至暂停抽水。

为防止抽水过程中将细微土粒带出，可根据土

的粒径选择滤网。另外确保井点管周围砂滤层的厚

度和施工质量，亦能有效防止降水引起的地面沉降。

4降水施工时应考虑的因素

(1)布井时，周边多布，中间少布；在地下补给

的方向多布，另一方向少布。

(2)布井时应根据地质报告把滤水器部分处在

较厚的砂卵层中，避免使之处于泥砂的透镜体中，而

影响井的出水能力。

(3)钻探施工达到设计深度后，根据洗井搁置

时间的长短，宜多钻进2—3 m，避免因洗井不及时

泥浆沉淀过厚，增加洗井的难度。洗井不应搁置时

间过长或完成钻探后集中洗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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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泵选择时应与井的出水能力相匹配，水

泵小时达不到降深要求；水泵大时，抽水不能连续，

一方面增加维护难度，另一方面对地层影响较大。

一般可以准备大中小几种水泵，在现场实际调配。

(5)降水期间应对抽水设备和运行状况进行维

护检查，每天检查不应少于3次，并应观测记录水泵

出水等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使抽水设备始终处

在正常运行状态。同时应有一定量的备用设备，对

出问题的设备能及时更换。

(6)抽水设备应进行定期保养，降水期间不得

随意停抽。当发生停电时应及时更新电源保持正常

降水。

(7)降水施工前，应对因降水造成的地面沉降

进行估算分析，如分析出沉降过大时，应采取必要措

施。

(8)降水时应对周围建筑物进行观测。首先在

降水影响范围外建立水准点，降水前对建筑物进行

观测，并进行记录。降水开始阶段每天观测2次，进

入稳定期后，每天可以只观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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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民副部长到本刊编辑部慰问
本刊讯2009年1月23日下午，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汪民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

技术研究所慰问期间，专程到探矿工程编辑部进行慰问。

汪部长首先向编辑部全体人员致以新春的问候，祝大家节日快乐!

汪部长拿起一本刚刚出版的2009年第一期杂志翻阅，对勘探所领导、编辑部人员说，这本杂志办得很

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品牌杂志。这么多的广告，充分说明杂志的影响力大，得到

了行业的广泛认可。

最后，汪部长勉励大家继续办好杂志。 摄影：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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