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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距离顶管工程中注浆减摩作用机理及效果分析
简崇林，马孝春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100083)

摘要：长距离顶管施工中除了克服迎面阻力外，尚需克服巨大的侧面摩擦阻力，故商接顶进非常困难。探讨了利

用膨润土泥浆注浆以减小顶进阻力的技术。对注浆材料的结构、注浆工艺和减摩机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并

结合工程实例对长距离顶管中顶进力的理论值与实际值做r比较。结果表明，注浆减摩效果十分明显。该技术值

得在实际工程巾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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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Mechanism and Effects of Slurry tnjecting in Reducing Friction in Long Distance Pipe Jacking Pro-

ject／JIAN Chong-lin，MA Xiao—chun(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Beijing 100083，China)

Abst瑚ct：Long distance pipe jacking is very difficult，as both the soil or rocks in the front of the cutting head and the great

side frictional resistance need to be overcome．The article discussed the technique of using bentonite slurry to reduce the

jacking resistance；systematically described grouting眦terial structure，grouting technology and the mechanism of friction

reduction and make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oretical and actual values of jacking force in long distance pipe jacking

based on the engineering cas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ffect of friction reduction by slurry injection was very noticea-

ble，which is worth being applied in the simila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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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顶管法是铺设城市地下管道的一种非开挖方

法。在顶管施工中，不仅要克服掘进面处的迎面阻

力，还要克服顶进距离内管道侧面与土体接触面上

的巨大摩擦力。限于顶进设备能力及作业空间的限

制，目前市内常用顶管的顶进距离非常有限，通常在

120 m以内。因此，如何在不更新顶进设备的情况

下进行长距离顶进，便是许多施工企业极为关注的

技术难题。况且在顶进过程中若不采取有效措施降

低顶进力，则对管材的抗压强度、顶管工作井形式及

顶管后座墙承受推力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经

济上是不合算的，也增大了施工风险。本文探讨用

注浆方法减少侧向摩擦力，从而实现长距离顶进的

原理与方法。

1 注浆材料及性能

根据国外的施工经验和钻进工艺理论，可用膨

润土或人工合成的高分子材料作为润滑剂。从成本

与环保角度考虑，应首选膨润土泥浆。它由膨润土、

CMC、纯碱和水按一定比例配方组成。

膨润土是以钾、钙、钠蒙脱石为主要成分(含量

一般大于65％)的粘土矿物，具有膨胀性和触变性。

其微观分子结构如图1所示。主要结构是si一灿一

Si，是由云团状薄层堆叠而成的单体颗粒，颗粒间以

钠离子或钙离子连接而成‘川。由于晶片层的上下

表面均带负电，相互排斥，加之钠离子半径及化学价

较低，造成膨润土单位晶片层间的结合键非常弱，水

分子极易渗入晶层间隙，使得两个叠层之间的间距

扩大到2倍以上，造成晶体内部膨胀。膨润土的膨

胀性能取决于薄片蒙脱石微粒的大小和数量。由于

钠离子提供的结合能力弱于钙离子，钠蒙脱石比钙

蒙脱石易于膨胀，因此，钠膨润土比钙膨润土更适用

于顶管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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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膨润土分子结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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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润土经加水搅拌后成为悬浮液，当悬浮液静

止时，薄片状的蒙脱石微粒会由分散状态经过絮凝，

变成凝胶体。当浆液被搅拌、振动时，大多数微粒结

构将被破坏、分散，转变成为具有粘性和流动性的胶

状液体。当悬浮液再次处于静止状态时，又会形成

凝胶体，这种状态特性称为触变性旧1(如图2所

示)，而且其反复变化是无数次的。膨润土泥浆的

触变性，有助于顶进管道时，以粘性液体减少摩阻

力，静止时，成为凝胶体起支撑作用，平衡地层压力。

嘭润i：薄片

鼹蘧瀚
分散 絮凝 凝胶体

图2膨润土泥浆触变性示意图

2顶管施工的摩擦阻力及注浆减摩机理

2．1 顶管的摩擦阻力

顶管时的顶进阻力主要有2部分：一部分是工

具管的迎面阻力，由工具管外壁阻力和支撑工作面

前壁阻力组成；另一部分是管外壁阻力，即在土压力

和顶进管节自重作用下，顶进管线与周围土层产生

的摩擦阻力。通常前壁阻力很难通过技术手段降

低，甚至对土压或泥水平衡顶管来讲，前壁阻力是必

须的，它能有效地防止塌方和地面沉降。故只有通

过最大限度地减少管外壁摩擦阻力，才能有效地减

少顶进阻力。

2．2注浆减摩机理

在顶管施工中注浆作用机理主要为：一是起润

滑作用，二是起填充和支撑作用。泥浆能将管道与

土体之间的干摩擦变为湿摩擦，从而减小顶进时的

摩擦阻力。浆液在填充于管道与土体之间空隙的同

时，还可在注浆压力下减小土体变形，使土体稳定。

泥浆与土体接触后，在注浆压力的作用下，泥浆

中的自由水向孔壁的裂隙或孔隙中渗透，使泥浆失

水。泥浆在渗透过程中会变成凝胶体而充满土体的

空隙，进而与土体形成混合体。随着浆液渗透越来

越多，会在泥浆与混合土体之间形成致密的渗透层，

泥浆中的固相颗粒便附着在致密的渗透层上形成渗

透性减小的泥皮(图3)，降低泥浆的失水性。泥皮

和致密的渗透层称为泥浆套一1(图4)。

在注浆压力作用下，泥浆套能够把超过地下水

压力的液体压力传递到土体颗粒之间，成为有效应

图3泥皮的形成

图4泥浆与土体形成泥浆套

力压实土体。同时，泥浆的液压能够起到支撑孔壁

的作用，使其保持稳定。

当注入的膨润土泥浆各参数比较理想时，在土

层中围绕管道会形成一个支承环并保持悬浮液压力

等于土压力，顶进管节就会在泥浆中悬浮起来，浮力

可使管外壁摩阻力减小，管底部由于自重产生的法

向力也就减少了。这一效果会对长距离管道的顶进

十分有利。

实际施工中，由于受管道外围环向空腔不连续、

不均匀、泥浆流失、地下水影响以及压力注浆工艺等

因素影响，可能会对减摩效果产生影响。但大幅度

地降低摩擦阻力是勿容置疑的，一般注浆后管道顶

进时产生的摩阻力可以降低到未注浆前的1／3—1／

4【4|．

3注浆工艺及注浆减摩效果分析

3．1注浆工艺流程

在长距离顶管施工中常用的注浆方法是管内注

浆法。即将注浆管引入顶管内部，在管材内壁开注

浆孔注浆的方法。注浆孑L一般沿环向按90。或120。

设计成4个或3个孑L，采取点式注浆。注浆系统见

图5。

3．2泥浆配比

常用的膨润土泥浆配比吲见表l。

在泥浆制作过程中，为了使膨润土充分分散，搅

拌应充分均匀，泥浆拌和后的停滞时间应在12 h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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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注浆系统示意图

表1 膨润土泥浆常用配比表

上。

3．3注浆主要技术参数及其控制

注浆原则：先压后顶，随顶随压，及时补浆。

3．3．1注浆龟

注浆量是注浆减摩中重要的技术指标，它反映的

是顶管的长度和浆膜厚度的量化关系。顶管过程中

可根据注浆量及顶进长度、浆膜厚度对减摩效果进

行动态分析。

3．3．2注浆压力

注浆压力应平稳均匀，开始注浆时压力不宜过

高，压力过高不仅不易形成泥浆套，还会产生冒浆现

象，影响减摩效果。

3．3．3注浆速度

注浆速度受很多因素影响和制约，如注浆孔的

设置、浆套形成快慢及效果、顶进速度等。可根据实

际工程中减摩效果及注浆压力对注浆速度进行调

节，以适应工程需要。

3．4注浆减摩效果分析

某软土地区一污水处理厂管道工程采用顶管施

工，设计管道为DN2000混凝土管，壁厚22 mm，顶

进长度为1100 m，管道埋深8．0 m，管顶覆土4—5

m。顶进管道所处土层(淤泥质粉砂土)的性质为：

含水率卯=28．7％，密度G。=2．70 g／era3，容重Y=

18．8 kN／m3，孔隙比e=O．81，饱和度S，=O．95，粘聚

力c=3．0 kPa，内摩擦角妒=30．8。。

工程中采用膨润土泥浆作为注浆液，其配比为：

膨润土100 kg，CMC 1．2 kg，纯碱5 kg，水600 kg。

注浆减摩效果的好坏主要是通过实际顶管过程

中顶力的大小来检验。本文将通过理论计算、经验

计算和实测数据的对比来检验注浆在长距离顶管施

工中的注浆减摩效果。

3．4．1 不考虑注浆减摩的顶力计算

根据《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68—97)中推荐公式，顶管阻力可按下式计

算：

P=frol[2H+(2H+DI)tan2(450一9／2)+

∞／(yDl)]￡+P。 (1)

P，=Y(日+D。／2)KowDl 2／4 (2)

式中：P——计算的总顶进力，kN；7——管道所处土

层的容重，kN／m3；D．——管道的外径，m；卜管
道顶部以上覆盖土层的厚度，m；p——管道所处土

层的内摩擦角；∞——管道单位长度的自重，kN／m；

￡一管道的计算顶进长度，m；卜顶进时管道表
面与其周围土层之间的摩擦系数，可按表2选取；

P。——顶进时顶管掘进机的迎面阻力，kN；K——

静止土压力系数，可按公式Ko=l—sine计算。

表2顶进管道与其周围土层的摩擦系数

3．4．2经验计算法

在考虑注浆减摩作用后的经验计算公式为旧1：

F=丌附 (3)

式中：卜顶进管道摩阻力，kN；D——管道外径，
m；卜顶管管道长度，mi卜单位面积管壁与土
的平均摩阻力，kN／m2，对于软土地区当￡≤100 m

时／=50L钏‘5kN／m2；L>100 m时。厂=2—5 kN／m2。

3．4．3计算值与实测值比较分析

根据该工程实测的顶力值和理论经验计算值绘

制了顶力与顶进距离关系图(图6)和注浆后单位面

积平均摩阻力与顶进距离关系图(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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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商胎体金刚石钻头

在山东乳山和招远金矿深孔(孔深1500—2000

m)粗粒花岗岩、片麻岩等地层中钻进，钻头机械钻

速2—3 m／h，钻头平均寿命超过90 m(最高寿命

198 m)，是普通钻头寿命的2—3倍，极大地缩短了

地质工作周期，达到了快速钻探取样的目的，满足了

深孑L、绳索取心钻进的要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图

5)。

4结论

(1)新型长寿命金刚石钻头(金刚石工作层高

14—22 mm)在深孔钻探提高钻探效率、降低钻探成

本中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2)对于坚硬弱研磨性地层，宜选用单水口高

胎体金刚石钻头；对于坚硬强研磨性地层，宜选用双

《上接第67页)

图5双水口高胎体金刚石钻头

水口高胎体金刚石钻头。

(3)未来几年，随着钻孔深度的不断加深，金刚

石钻头使用者将更加注重钻头的使用寿命和钻速，

迫使研究者开发出新的更有效的方法来优化钻头设

计，延长钻头的工作寿命和提高钻速，随着粉末冶金

技术的发展和新材料的应用，金刚石钻头的工作层

高度有望比常规高出1倍甚至数倍，以获得更高的

钻头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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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7注浆后单位面积平均摩阻力与顶进距离关系图

下降，稳定后维持在最初的20％左右，使顶管能顺

利顶进。

4结论

注浆减摩是顶管施工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尤其是在长距离顶管中，注浆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

到顶管施工的成败。

在顶管施工中采用注浆减摩技术，可使顶进力

减少到原来的1／4—1／3，也可在同样顶进设备时，

延长顶进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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