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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钻井法施工矿山竖井预制井壁漂浮法

安放工艺技术

杨宗仁1，戚树军2，王华明1，胡立宾1

(1．河北大直径工程井建设有限公司，河北石家庄050031；2．河北省地矿局第二地质大队，河北唐山063000)

摘要：结合河北遵化铁矿05．6 m、深286 Ill矿山竖井工程，介绍了钻井法施工矿山竖井采用漂浮法安放预制井壁

的工艺原理，以及相邻两节井壁连接时的测量方法、工艺控制和井壁安放完成后井筒垂直度的测量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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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ating Installation Technology for Prefabricated Shaft Wall in Vertical Shaft of Mille Constructed by Mechanical

Driililw,／ZANa Zong-renl，Q，Shu-jun2，WANG Hua—min91，ttU Li—b／n1(1．Hebei Large Diameter Engineering weu Con-

struction Co．，Ltd．，Shijiazhuang Hebei 050031，China；2．No．2 Geological Party，Hebei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Exploration，Tangshan Hebei 063000，China)

Abstract：Based OH the engineering of vertical shaft of Zunhua iron mine in Hebei，which was 5．6 I'll in diameter and 286

m in depth，the paper introduced technological principles of vertical shaft constructed by商lling method and prefabricated

8haft wall installed by floating installation technology，together衍tll measuring method for the adjacent two shaft walls con—

nection，process control and vertical measuring technology of the shaft after its wall insta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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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井法施工矿山竖井主要工序为：钻井成井一

安放预制井壁一壁后充填及检查等，其中安放预制

井壁工序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决定竖井质量、安

全的重要工序。大、中型矿山竖井的预制井壁单节

质量一般在150—200 t，井壁总质量都在万吨左右，

采用自然安放法起重设备无法满足工艺要求，通常

采用漂浮法安放预制井壁。

1工程基本情况

河北遵化铁矿竖井工程由主井、副井、风井组

成。主井设计井深286 m，井筒净径5．6 m，设计井

壁48节(其中含井壁底1节)，井壁为钢筋混凝土

结构。主井井壁设计具体参数如表l所示。

表1 主井井壁设计具体参数

井壁净井壁厚单节井壁单节井壁混凝土强井壁连井壁底结

径／∞度／mm高度／ram 质量／t 度等级 接型式 构型式

s600 ss。／400 6000 170嚣盎蓑麓嚣
矿井区域的工程地质条件为：覆盖层为各类砂

层及漂卵砾石层，漂石粒径最大1．0 Ill以上，基岩部

分为花岗片麻岩，岩石抗压强度最大101 MPa。

选用AD一60型竖井钻机进行钻井施工，采用

分级扩钻成井工艺，超前钻井彩3．5 nl、第一级扩钻

娜．3 m、第二级扩钻07．6 m。配套blQ220／20型门

式起重机进行漂浮法安放井壁。

2漂浮法安放井壁的工艺原理

漂浮法安放井壁是以钻井施工的护壁泥浆为介

质，在井壁底密封的条件下，借助钻井泥浆对安放进

入钻井井孔中井壁简体产生的浮力，减少起重设备

提吊井壁的重力，满足井壁安放要求的工艺方法。

如图1所示，井壁底3和井壁l部分在井口连接后

相当于一个敞口的容器，此时泥浆对井壁筒体的浮

力等于井壁筒体自身的重力，井壁筒体漂浮在钻井

井孔5的泥浆中，要实现井壁筒体漂浮下沉，需要向

井壁筒体内加入配重水，当配重水的重力和井壁自

身重力之和大于泥浆对井壁筒体产生的浮力时，井

壁筒体在钻井井孔内漂浮下沉。通过调节加入配重

水的速度和数量就可以控制井壁下沉的速度和深

度。井壁安放到预定位置，通过内注浆管2及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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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6进行壁后充填。壁后充填完成后，破除井壁底

成井。采用漂浮法安放井壁工艺，使用配套的

MQ220／20型门式起重机即可安全完成总质量近万

吨的预制混凝土井壁的连接安放工作。

圈1 漂浮法安放井壁工艺原理示意圈

1一井壁；2一内注浆管；3一井壁底；4一注浆环槽；5—钻井

井孔；6一单向阀；7一井壁筒内配重水液面；8～井壁筒外泥

浆液面

3 漂浮法安放井壁前的准备工作

(1)调整护壁洗井泥浆性能指标，使其参数满

足长时间无循环护壁安全、井壁安放、壁后充填等工

序的质量要求。井壁安放泥浆性能参数如表2所

示。

裹2井壁安放泥浆性能参数

密度 含砂率 失水量 稳定性粘度泥皮厚度

／(g·cm一3)／％／EmL·OOmm)‘1]／‰ ／a ／nun

1．18一1．20 ≤1 ≤15 <3 20—22 <1．5

(2)精确测量钻井垂直度，绘制钻井的有效断

面图，满足规范及设计要求时，方可进行井壁安放。

(3)根据井壁结构、规格的设计要求，排列好井

壁的吊运顺序，堵焊好井壁上法兰盘吊装用的螺栓

孔，防止外部水通过此螺栓孔漏入井内。

(4)井壁底吊运前，按设计要求在其内部焊制

好首次壁后充填用的6套逆止阀、管路及井壁底外

部的出浆环槽，并经过压力试验满足安全要求，同时

在井壁底中心位置焊制好井筒中心大线用的支座。

(5)清除龙门吊轨道内高出地面1．5 m以上的

障碍物，龙门吊轨道要找正、填实，各项指标参数应

满足龙门吊起重作业的安全要求。

(6)准备好井壁安放测量及焊接用的上、下吊

盘，加入配重水及排除泥浆用的泵类及管路、焊接设

备、工具、吊具索具等。

(7)准备好节间注浆、法兰盘部位防腐用的设

备及材料，并熟悉配方及做好小样试验准备。

4漂浮法安放井壁垂直度的控制

井壁连接垂直度的控制关系到能否实现井壁顺

利安放到预定位置和成井后的井筒质量，涉及到的

工序多、连续作业时间长、测量精度要求高、环境影

响大的露天作业，是钻井法施工矿山竖井的关键环

节。井壁安放垂直度的质量控制包括：相邻两节井

壁连接垂直度的控制和井壁安放完成后井壁筒体整

体垂直度的测量和控制等重要环节。

4．1 相邻两节井壁连接垂直度的控制

4．1．1 井壁连接垂直度控制测量原理

如图2所示，井壁底中心点9(a点)和最上面

一节井壁3的上法兰盘中心点1(C点)以及与其连

接井壁6的上法兰盘的中心点4(b点)在同一条直

线上，说明井壁连接是直的。井壁连接完成后保证

井筒内所有中心点在同一条直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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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相邻两节并壁连接垂直度测量示意图

l一井壁D上法兰十字中心线(C点)；2一上工作吊盘；3一

井壁D；4一井壁E上法兰十字中心线(b点)；s一下工作吊

／R；6—井壁E；7—井筒中心绳；8—井壁底；9—井筒中心绳

井壁底固定点(8点)

4．1．2井壁连接垂直度控制测量方法

在井壁底中心点设置一个铁环，井壁下沉之前，

向上引一条长度大于井筒总深度的03 mm的塑套

钢丝绳作为井筒对中的中心大线7(同时再备用一

根相同用途的尼龙绳)，测量人员分别站在井壁3

万方数据



2010年第37卷第7期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65

上法兰盘设置的吊盘2上和井壁6上法兰盘设置的

吊盘5上，并用米字线的形式找出2个法兰盘位置

的中心点。站在吊盘2上的测量人员，拉紧中心大

线并使其通过中心点1(C点)，站在吊盘5上的测

量人员，测量出中心大线到中心点4(b点)的距离，

通过两节井壁法兰盘之间的垫铁进行调整，使其符

合设计和规范要求，一般控制在2 mm以内。测量

时要使中心大线处于拉紧状态。

4．1．3井壁安放工艺控制要求

(1)用龙门吊将井壁吊运到钻井井口，对准中

心和方位后缓慢下放使其下法兰盘与漂浮在井孔中

的井壁上法兰盘轻轻接触，连接上定位螺栓，通过调

整2个法兰盘的间隙进行井壁垂直度和同心度的调

整，直到测量对中符合要求(下一节井壁找正时井

筒中心大线应在与其对顶的象限内)，用铁楔把两

个法兰盘间隙垫实，拧紧连接螺栓，将两节井壁法兰

盘的内外缘进行全长度的连续焊接。焊缝不得有夹

渣、裂纹等缺陷，焊缝高度《8 n11TI。

(2)焊接完成后，要进行节间注浆充填。割开4

个节间注浆孔，用节间注浆泵对其中一孔注入水泥

浆(密度≥1．8 g／em3)，观察另外3个孔，发现均有

水泥浆外溢即完成，将注浆孔进行封焊，连同法兰盘

外露部分做防腐处理。

(3)井壁漂浮下沉过程中，外壁会吸收泥浆中

的水分在其混凝土表面形成一层泥皮，影响壁后充

填质量，在井壁下放进入泥浆中以前，应对井壁的外

表面进行充分淋湿。加水下沉后，待焊缝沉入泥浆

面以下1．5 m后检查是否漏水，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每节井壁下放先靠自重下沉，然后加入配

重水下沉。加水时，注意要保持井壁下沉速度均匀，

要由专人进行检查，防止井壁受阻后仍继续加水引

发事故。在加水管路中安装水表进行计量，与计算

的加水量进行校对。待井壁上法兰盘距工作平台

1．5 m安全高度时，停止加水，进行下一节井壁的对

接。

(5)接长井筒内6套首次注浆管路，并按设计

位置固定在井壁法兰盘上，管路接长要顺直，焊缝饱

满，无砂眼、夹渣、咬边等缺陷，确保无漏水现象。

(6)在井壁接长下沉过程中，始终保持钻井内

泥浆面不低于井口0．5 m，确保井壁安放过程中钻

井井壁的安全。

(7)井筒内中心大线称作井壁安放测量的“生

命线”，要由专人进行保护看管，防止拉断、损伤、缠

绕等，同时井筒内不得有漂浮物，以免影响中心大线

的正常使用。

4．2井壁安放完成后井筒垂直度的测量

由于井壁筒体外径与钻井直径存在900 lain的

径级差，井壁安放完成后，存在井壁简体偏斜的可

能，还需要进行井壁简体垂直度测量。

4．2．1 井壁筒体垂直度测量原理

如图3所示，井壁安放完成后，利用井筒内无

水段的高度进行井筒垂直度测量。井筒上口中心点

l(C点)的铅垂线3在井筒内无水段高度h范围内

与井筒中心大线2重合时，说明井筒体7处于垂直

状态。

圈3井筒垂直度测量示意图

l一井筒上口中心点(c点)；2一井筒中心大线；3一井筒上

口中心点铅垂线；4—铅垂线在测量面上位置点(d点)；5一

井筒内配重水液面；6一井筒中心大线在测量面上位置点

(b点)；7一井筒；8一井壁底中心点(a点)

4．2．2井筒体垂直度的测量方法

(1)井筒内无水段高度的计算：井壁安放完成

后，井筒自身重力与井筒内配重水重力之和等于泥

浆对井筒产生的浮力时，即Q井筒+Q水=F浮时，井筒

处于漂浮状态。经过计算井筒内无水段的高度h=

85 mo

(2)将工作吊盘下人配重水面以上的井壁上法

兰位置处固定，地面操作人员找出井筒上口位置的

中心点1(c点)，拉紧中心大线2使其通过c点，井

筒内操作人员确认中心大线在测量面上的位置点6

(b点)。放松中心大线，在井口中心点l位置下入

～条带锤球的测绳，使锤球部分没入水面以下，保持

测量绳铅直状态，确认铅垂测绳在测量面上的位置

(下转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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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

对于该项目施工阶段的风险评价，本文提出了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的解决方法，本方法给出了一个

基于工程施工项目管理的质量、进度、费用、安全及

环境5个主要管理目标的分析框架，并列出了具体

指标，运用三标度评分法和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指

标的权重。

针对评价指标难以定量化的问题，采用了模糊

数学的方法，使定性目标一定程度的定量化，并将专

家意见具体化和定量化，为实现定量化评价提供了

有效手段。模糊综合评判法有助于排出众多指标的

重要性权重，有利于排除次要因素，提高评价的有效

性。除了对项目风险进行总体评价以外，项目经理

在制定管理措施和资源投人时，亦可侧重于权重较

大的指标。因此使用模糊评价法进行风险评价，帮

助项目管理从“经验主义”走向科学管理，对施工项

目管理有很大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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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4(d点)，测量出点4(d点)到点6(b点)的距离

5，则井筒上口在平面位置上调整的位移￡值为：

L=(彤危)·S

式中：卜井筒深度，m；危——测量面距井口的距
离，m；s_测量面位置处铅垂线与中心大线的距
离，In。

地表操作人员用千斤顶调整井筒上口的位置，

井筒内操作人员观察，使d点和b点重合为最佳状

态。地表调整符合要求后，将井筒上口与钻井锁口

盘固定，以免井筒内加水及壁后充填过程中发生位

移。

主井壁后充填完成，井筒内抽水后，测量结果：

井壁底中心点偏离井口中心点位置50 mill，偏斜率

为0．18％o。

5结语

．主井井壁安放工程从2009年12月28日开始

至2010年1月8日结束，历时12天。井壁总质量

8200 t，井筒排出泥浆体积约10000 m3，井壁总接长

286．5 m。法兰盘连接间隙平均为11 into。井筒找

正偏斜率为0．18％o，满足规范及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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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减摩浆进行填充，施工结束后对减摩浆液进行置

换，控制地面沉降。

通过上述技术措施的保证，箱涵拉顶进施工完

成后，管线最大沉降为5 nlln。

6结语

运用地下暗埋箱涵拉顶式施工技术，有效地解

决了在复杂施工环境下箱涵暗挖施工，对周边施工

环境影响小；采用土压平衡掘进原理，有效地控制了

地表的沉降与变形；钢拉索的直线导向作用下，掘进

机导向精度高。可以相信，随着其工艺细节的不断

改进和完善，以及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推进，其将在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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