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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井壁失稳原因浅析及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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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钻井法施工的一些开采年限较短、井深和井径较小的竖井中，有时采用钢井壁作为永久支护，但是相对于

钢筋混凝土井壁，钢井壁在使用过程中极易发生屈曲变形，甚至导致井筒破坏，使用中应引起高度的重视。结合工

程实例，对钢井壁失稳时的临界应力、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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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e币cal shafts with short production life，small hole depth and diameter，which arcconstructed by drilling meth-

od with permanent steel lining t+ometimes，compared with reinforced concrele shaft lining，steel shaft lining easily∞u瞄

buckling deformation even the shaft damage．With field c髑e8．the paper analyzed the critical huckling slres辩$and infhen·

eing factors under the instability of steel shaft lining，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reventive meas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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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钻井法施工的矿山竖井，永久支护通常采用钢

筋混凝土井壁、钢板一钢筋混凝土复合井壁或钢井

壁。而钢井壁具有加工简单、施工周期短的优点，可

使用在一些开采年限较短、井深和井径较小的竖井

工程中，但是相对于钢筋混凝土井壁，钢井壁在承受

较小的荷载时，也可能发生井壁的失稳变形，甚至导

致井筒破坏，在使用中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1 钢井壁的典型失稳情况

钢井壁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井

壁的失稳变形，钢井壁的失稳大致可分为以下2种

情况。

1．1安放或壁后充填时的失稳

钢井壁在安放过程或安放后至充填结束前，由

于受到较大的外力作用或自身刚度不足，导致钢井

壁在较大高度范围内整体失稳。此种情况，钢井壁

失稳较为突然，且井壁后为流动性的泥浆或水泥浆，

因此钢井壁失稳时变形范围较大，径向在某个方向

内凹的同时，对应的在其他方向产生外凸，外凸的最

大尺寸接近于钻井直径。如在井壁安放过程中发生

失稳，由于钢井壁变形导致承受的浮力突然减小或

井壁内大量进入泥浆而重力突然加大，井壁将快速

下坠至并底，严重危及人员和机械设备安全，可能导

致重大事故的发生。

1．2检查孔压浆时的失稳

竖井交付使用前，需对壁后充填质量进行检查，

如壁后充填质量检查不合格或单孔漏水量超过要求

时，应通过检查孑L进行二次压浆，压浆过程中由于钢

井壁局部受到较大的浆液压力，导致局部失稳。井

壁失稳后，如不采取必要措施，变形范围将迅速扩

大，影响到钢井壁的正常使用及井筒安全。

2钢井壁失稳的工程实例

2．1 钢井壁安放时的失稳实例

某竖井采用钻井法施工，井筒直径为2．6 m，井

筒深度为91．6 m，钢井壁采用6=16 mnl的Q235B

钢板制作，采用漂浮法下沉钢井壁，当钢井壁下沉至

距离井底4．6 m时，钢井壁整体失稳破坏，井壁快速

坠至孔内。将钢井壁强力拔出后发现，井深12．0—

64．0 m范围内钢井壁严重变形，变形后的钢井壁径

向为哑铃状，最大变形处在井深32．5—37．0 m处，

长轴达3．16 m，短轴为1．54 m，如图1所示。

2．2二次压浆过程中的失稳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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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1钢井暨安放过程失稳后示意图

某铁矿竖井采用钻井法施工，利用钢井壁作为

永久支护，井筒直径为3．8 m，井简深度为86．0 in，

钢井壁采用t=20 mm的Q235B钢板制作。在对壁

后充填质量进行检查时，发现壁后夹有泥浆且漏水

量较大，在通过检查孑L二次压浆时，发生井壁局部失

稳，钢井壁向内“鼓包”，开始时“鼓包”范围约为
0．04 m2左右，随后不断扩大至轴向14．5 m、径向

1．5 m的巨大变形，如图2所示。

圈2钢井壁二次压浆时的失稳示意固

井壁

的钢井壁

3钢井壁失稳时的临界应力分析

工程中使用钢井壁作为永久支护，主要是利用

钢井壁加工方便、强度高的特点，但钢井壁为什么在

受到较小的荷载作用时，会发生失稳变形，甚至导致

井壁破坏呢?这主要是由钢结构失稳时的临界应力

决定的。

钢井壁安放到井内后，主要承受径向的水土压

力作用，因此可将其视为承受径向压力P的圆柱壳

进行分析，由于钢井壁内每隔1．5 m设置一道双△

支撑(见图3)，因此可取计算长度f=1500 lnln。参

照美国石油学会《岸外固定平台设计与建造规范》

第18版API—RP2A一89中的规定，对于承受径向

压力的圆柱壳，其临界应力与参数8，=∥知有关，

且随A=疋一1．17+1．0618k(A为稳定系数；蠡为荷

载系数，承受径向压力时，k=0)而变化。

图3钢并壁内双△支撑

结合2．2中的实例，对于直径3．8 m，厚度20

mm的Q235钢井壁，当计算长度Z=1500 mm时：

8。=l，0tr=1500／√20x1900=1．69

式中：瓯——圆柱壳的壳长系数；2——圆柱壳的计

算长度，mm；z——钢板厚度，mill；卜圆柱壳的半
径，toni。

A=或一1．17+1．0618k=6．52

因2．5<A<O．208r／t，故临界径向压力为：

Pc，=(0．92E／A)(t／r)2=3．22 N／ram2

式中：P。，——承受径向荷载时的临界压力，N／mmz；

卜弹性模量，N／ram2。
考虑缺陷影响时，相应的临界径向应力为：

盯Ⅲ=O．8P。。(r／t)kf

式中：Or，．。——承受径向荷载时的临界应力，N／

nlnl2；_j}f——系数，瓯≥3．42时，kl=1。

则：

矿⋯=O．8P。，(r／t)kf=244．72 N／ram2

该临界应力超出了弹性范围，需乘以塑性折减

系数叼。

因△=盯⋯／f,=244．72／235=1．04，则塑性折

减系数为：

田=0．45／A+0．18=O．6l

非弹性屈曲时的临界应力：

or9．譬=r／or9．。=149．28 N／ram2

<‘=235 N／ram2

对于井深86．0 m的矿山竖井，最大的水土压力

位于井深86．2 m处，此处的水土压力可按重液计算

公式得出：

t'o=1．2H×10～=1．03 N／ram2

其所对应的应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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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pr／t=97．85 N／mm2<orp．∞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承受径向压力时，钢井壁

非弹性屈曲时的临界应力or。，。远远小于其屈服强

度工。在正常情况下，水土压力对钢井壁产生的应

力小于非弹性屈曲时的临界应力，钢井壁能够满足

使用要求，不会失稳。但当钢井壁所受的荷载大于

矿，．。或钢井壁存在着较大的缺陷时，钢井壁将可能

产生失稳变形。

4导致钢井壁失稳的主要因素

从上面计算可以看出，圆柱壳失稳时的临界应

力随着钢材的屈服强度和壳体厚度的增加而增大，

因此在采用钢井壁支护时，应选用较厚和具有较高

屈服强度的钢板，但一味追求井壁的厚度和较高的

屈服强度，将不可避免的造成材料的浪费和成本的

提高。本文主要分析在材料厚度和强度确定的情况

下，影响钢井壁失稳的一些因素。

4．1制作初始缺陷

钢井壁制作是将钢板卷曲成为一个圆柱壳，然

后通过焊接连接而成。在制作过程中，钢井壁存在

着尺寸偏差，并不能保证形成完全对称的圆柱壳，尤

其是在板头(焊缝)位置钢井擘的弧度偏小，且存在

着焊接残余应力。钢井壁的屈曲强度对缺陷较为敏

感，缺陷的存在将大大降低井壁失稳时的l临界应力。

4．2钻井偏斜

钻井发生较大偏斜，将导致钻井的有效断面减

小，当有效断面直径接近于或小于钢井壁外径时，钢

井壁在安放过程中孔壁将对其产生径向分力，钻井

偏斜越严重，孔壁对其产生的径向分力也越大。钢

井壁受NZfL壁对其产生的径向力后，轻者将导致井

壁的局部变形，重者将导致井壁整体失稳。

4．3钻井局部坍塌

井壁安放过程中由于井壁碰刮钻井孔壁、或因

泥浆质量原因引起孑L壁的局部坍塌，使钢井壁局部

受到较大的土压力作用，当其超过失稳时的临界应

力时，将可能导致钢井壁失稳变形。

钻井局部坍塌导致井壁的失稳主要发生在井壁

安放后、壁后充填结束前。

4．4夹层水压力

．壁后充填质量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到止水的

效果，而且对井壁的变形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壁

后充填质量较差，地下水就会渗透至井壁外侧，形成

夹层水。随着时间的推移，夹层水压力逐渐增加，能

给井壁造成极大的破坏力。

4．5检查孑L压浆时产生的异常水压力

检查壁后充填质量时。如发现充填质量较差或

漏水量较大，需通过检查孔压浆进行处理。由于难

于准确控制单位时问内的压浆量，当压浆速度大于

地下水从孑L隙中的排走速度时，将导致水压力的快

速升高和钢井壁负荷的快速增加，最终使钢井壁失

稳变形。

5钢井壁失稳的预防措施

为防止钢井壁在使用过程中的失稳变形，针对

导致钢井壁失稳的主要因素，应采用以下预防措施。

5．1确保钻井质量

钻井偏斜和钻井的局部坍塌是导致钢井壁安放

和壁后充填前失稳的主要因素，因此钻井过程应确

保钻井偏斜率和有效断面满足要求，并随时检查泥

浆的性能参数。安放井壁时保持井壁垂直，防止井

壁碰刮孔壁，造成孔壁的局部坍塌。

5．2提高井壁加工质量，减少制作缺陷

加工钢井壁时，应按照设计图纸要求严格控制

尺寸和形位制造误差。同时消除焊接应力。在吊运

及存放钢井壁时，应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防止变形。

5．3钢井壁外设置加强肋、井壁内设置支撑

对于钢井壁而言，其厚径比均较大，通过在井壁

外设置纵向和环向加强肋，在井壁内设置支撑，可有

效地提高失稳时的临界应力，加强肋和支撑可通过

计算确定。图4为钢井壁设置加强肋的情况。

图4钢井壁外的加强肋

5．4预留泄压孔

利用钢井壁作为永久支护时，在壁后充填质量

合格且漏水量满足要求后，应在钢井壁上每隔一定

间隙预留泄压孔，使渗入井壁后的地下水能够通过

泄压孑L排出，避免钢井壁在永久使用过程中夹层水

压力的产生。

5．5 完善二次压浆工艺，避免二次压浆时异常水压

力的产生

通过检查孔二次压浆时，应先测量检查孑L的漏

水量，控制浆液的压入速度不大于水流的速度。压

(下转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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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4个。它的孔深不仅可以满足设计要求，而且

深度随时间变化的幅度明显小于其他4个孔。

分析认为，采用水泥浆护壁，桩的端部为水泥浆

或水泥与砂的混合物，它们凝固后的强度远高于土

的强度，从而可以保证桩端质量，并且灌注过程中也

容易保证桩身质量，不会发生混浆等事故。此外，孔

深变化在满足设计要求的情况下，给从下人钢筋笼、

导管到开始灌注混凝土，留有一定的准备时间。通

过比较，最后决定采用水泥浆护壁，水灰比按1：

0．8配制。

4．3．2试验桩施工

按照上述成孔工艺进行了3根试验桩施工。灌

注时为了防止混凝土离析和刮擦孔壁，以及混凝土

直接落人孔底引起浆液液面剧烈波动而导致的孔壁

坍塌，因此灌注混凝土时下入导管。导管底端距孔

底的距离控制在0．5 m左右。开始灌注时，严格控

制混凝土灌入量和速度，并保证灌注连续均匀，减小

浆液液面波动。当导管外的混凝土面超过静水位面

后，才可以加快灌注速度。通过这些严格的技术措

施，试验桩施工取得成功。试验桩测试采用高应变

和低应变检测法，验证桩的极限承载力以及桩身的

完整性。试桩结果见表2。

衰2试验桩检测结果表

桩孔深地面标桩顶标砼强度测试计算单桩极限桩身结构

号／m 高／m 高／m 等级 桩长／m承载力／kN完整性

试l 18．0—1．653-4．10 C20 15，5 2410 完整

试2 18．0—1．666—4．10 C20 15．4 2340 完整

试3 18．0—1．646-4．10 C20 15．5 2360 完整

制作高度0．8 11'1，桩的长度与检测计算出的结果基

本吻合，完全满足设计要求，同时也证明了孔底注浆

护壁工艺的可行性。

从试验桩检测结果看出，孔底注浆护壁工艺在

这种含水地层中可以满足长螺旋钻机成桩所要求的

桩孔深度，并且在一定时间内能保持孑L壁的稳定性。

混凝土在灌注过程中的施工质量风险也较全孔其他

泥浆护壁要低，因此能够保证桩的施工质量。此外，

由于孔底注入水泥浆，水泥凝固后的强度高于土的

强度，改善了桩端质量，减小因桩底存在沉渣而降低

单桩承载力的因素，因而可以提高单桩承载力。

4．3．3工程桩施工

根据试验桩施工所取得的经验，制定了一系列

有针对性的操作规程。在所有进场人员中进行学习

和贯彻落实，明确岗位职责，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奖惩

制度。通过严格的管理措施，工程施工质量得以保

证，新工艺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应用顺利，充分发挥了

长螺旋钻机施工效率高的特点。整个施工过程中，

只使用了一台长螺旋钻机，26天便完成了508根桩

的施工。经检测全部合格，满足设计要求。

5结语

孔底注浆护壁施工工艺解决了长螺旋钻机在含

水砂层中的成孔问题，拓展了长螺旋钻机的使用范

围，充分发挥长螺旋钻机施工效率高的特点。通过

几年来在几个地层相似工程中的实践运用也证明了

该工艺的可行性，并且均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

试验桩经检测后，又对3号试验桩进行了取心 参考文献：
验证。取心钻机为xY一2型岩心钻机，泥浆泵为 [1]JGJ 94—94，建筑桩基技术规范[s]．

BWl50型。从取出的岩心观察，混凝土结构完整，

全部岩心长度为16．27 m，扣除大应变检测时桩顶

(上接第60页) 地下水、二次压浆时的压力等。

浆时在距离压浆孔2．0—3．0 111的范围内布置泄压

孔，并严格控制注浆压力，注浆压力不得大于钢井壁

失稳时的临界压力，也不得超过该处静水压力0．5

MPa。

6结语

(1)钢井壁的失稳主要由其临界应力控制，失

稳时的临界应力远小于其屈服强度。

(2)导致钢井壁失稳的因素不仅包括钢井壁的

厚度、屈服强度和加工质量，而且还包括钻井质量、

(3)可采用综合预防措施，通过提高钢井壁加

工质量、设置加强肋和支撑．保证钻井质量，预留泄

压孔和改善二次压浆工艺等方法防止钢井壁的失稳

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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