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５　夯前夯后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对比表

层号 土层性质
夯前承载力特征值

／ｋＰａ
夯后承载力特征值

／ｋＰａ
① 回填土 ８０ 0２００ w
② 淤泥质土 ３０ 0１２０ w
④ 细砂 １６０ 0２００ w

（２）对地震液化效应影响。 ２ 个试验区均存在
轻微～中等液化的④层细砂，经强夯后④层细砂标
准贯入击数 N明显提高，大于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
击数临界值，根据枟建筑抗震设计规范枠（ＧＢ ５００１１
－２０１０）中的有关液化判别方法确定，均能消除场
地饱和细砂的地震液化。

（３）地层土性的变化。 第一试验区在标准贯入
试验和现场取样时，均能发现在回填的山皮土与淤
泥质土结合处部位土质含水量高且软的现象，此部
位的土层标贯击数为 ３ ～５击。 经现场研究发现，由
于山皮土中含有粘性土，在强夯过程中致使淤泥质
土在上部排水不畅，直接在淤泥质土上部造成新的
软弱层；而在第二试验区，回填细砂与淤泥质土结合
处未出现上述现象。
通过钻探取样发现夹有细砂薄层的②层淤泥质

土，夯后的含水量较夯前有所减少，部分已经从淤泥
质粉土转变为普通粉土。

（４）强夯工艺对本区域软土和下部细砂层的加
固机理。 本区域淤泥质土由淤泥质粉质粘土、淤泥
质粉土、松散粉细砂层交互沉积，较之纯粹的淤泥，
因其夹有粉细砂薄层，渗透系数要大很多。 另外，强
夯时，瞬间的冲击能量能够使土层中的孔隙水压力
迅速升高，在土层中形成裂隙，使渗透系数比之通常
状态时有很大的提高。 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使
得本区域淤泥质土的排水固结作用得以较快的进

行，在强夯作用下得以加固。 同时，因本区域上部软

土有较好的渗透性，使得在强夯作用下，下部④层细
砂也能够排水，从而达到密实的效果。

（５）从标准贯入试验结果可看出，回填土为山
皮土对提高软土及下部细砂的强度较回填土为细砂

的效果显著。 从浅层平板载荷试验结果可看出，回
填土为细砂对地基变形控制比回填土为山皮土的效

果明显。
4．2　建议

综上所述，建议在此区域采用强夯地基处理方
案时，为提高强夯处理的效果，应在淤泥质土表层铺
设 １畅２ ～１畅５ ｍ厚的细砂或砂卵石，使淤泥质土得以
两面排水，加速其排水固结，并尽可能在回填过程中
进行辗压，然后在上层再回填山皮土，填土到场地标
高后再强夯处理。 根据试验区现场施工情况，由于
淤泥质土含水率高，强夯后大量出水，建议施工单位
采取积极的排水措施降低水位，可以通过挖沟挖坑
排水或打井排水。
总之，通过对 ２ 种不同性质回填土的现场试验

结果分析，可为该区域内乃至类似工程场地的强夯
地基处理工程设计、施工提供宝贵的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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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天池火山科学研究“第一钻”顺利竣工
　　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消息（２０１３ －０９ －
０９）　沈阳中心承担的国土资源部公益行业基金“长白山火
山监测与现今活动性研究”项目的“长白山火山基础地质研
究”课题成功完成了长白山天池火山晚新生代火山地层层序
科研钻探工程，该钻是长白山天池火山研究的科研第一钻。

长白山天池火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活火山之一，至今
国内外对长白山火山层序、喷发旋回及形成过程的认识均基
于地表地质考察，深部认识也只局限于物探资料。 沈阳中心
在通过专家论证的基础上，多次与长白山管理委员会和长白
山林业局等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最终决定在天池北坡进行
４个科研钻孔施工。 通过该科研钻探，取得宝贵的“第一手”

实物资料及测温信息，为天池火山的形成过程及危险性评估
提供基础资料，为长白山地区地热资源开发和利用提供新方
向。

四个钻孔全面竣工，总计完成了 １２９５畅７ ｍ 的全心钻井
工作，各钻孔的取心率均超过 ９０％。 ＣＺＫ０７ 钻孔进尺
６４４畅８０ ｍ； ＣＺＫ０６ 钻孔进尺 ４０３畅００ ｍ； ＣＺＫ０５ 钻孔进尺
２２０畅２０ ｍ；ＣＺＫ０４钻孔进尺 ２７畅７０ ｍ。 其中，ＣＺＫ０７和 ＣＺＫ０５
均贯穿天池火山晚新生代火山地层，并在 ＣＺＫ０７ 钻孔 ６４４ ｍ
处得到测温结果为 １０２ ℃，在 ＣＺＫ６ 钻孔 １２０ ｍ处发现熔岩
隧洞。 本次科研钻的顺利竣工，将成为天池火山基础地质、
现代火山及火山灾害预警研究进程中跨时代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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