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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辐射井作为城市地下水供水构筑物和盐碱地改良的集水设施，凭借单井出水量大、水质稳定及控制面积大等特

点被广泛应用。本文对传统辐射井施工方案进行了调研，并分析总结出传统集水井和辐射孔施工过程中存在施工安

全性低、钻进效率慢且钻孔质量差等问题，提出了以旋挖钻进的方式施工辐射井中的集水井，以水平定向钻进的方式

施工辐射孑L的方案。通过现场实验，发现此方案能有效解决传统方案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研究之后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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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adial collector wells are widely used as the municipal ground water production structure，as well 3S water

intake facilities to improve saline-alkali land due to their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water yield per single well，stable

water quality and large control area．Investig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methods of traditional radial collector wells has

found some problem，such as low construction safety，low drilling efficiency and poor drilling quality in the con—

struction process of traditional collection shafts and radial lateral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solution for drilling of

the radial collector well：sinking the collection shaft by auger drilling，and constructing the radial laterals by hori—

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Through field trials，it is found that this solution can effectively tackle the problems exist—

ing in the traditional method，and it will find wider use with further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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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水资

源短缺和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问题日益严峻。

我国淡水资源的31％为地下水，由于地表水污染越

来越严重，到20世纪80年代末，全国71％的城市

将地下水作为城市供水水源[13；我国盐碱化土地面

积占我国可利用土地的13．4％，盐碱化使部分地区

寸草不生心_3]，每年需投人大量精力改良盐碱地。

辐射井在地下集水过程中具有单井出水量大、水质

稳定、寿命长、运营成本低等特点E4--7]，在盐碱地改

良中根据其拥有的排水速度快且单井即可控制较大

土地面积的特点而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本文调研了传统的辐射井施工方法，分析出这

些方法中存在施工安全性低、钻进效率慢且钻孔质

量差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辐射井的集水井

施工可采用旋挖钻进而辐射孔的施工可采用水平定

向钻进技术来完成，通过在山东省东营市孤岛镇进

行现场实验，验证了该方法具有施工速度快、成井质

量高等特点，进一步研究后可推广应用。

1 辐射井技术现状

1．1辐射井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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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井是一种高效取水构筑物，包含大直径竖

向集水井和小直径水平辐射孔两部分，因其水平辐

射孑L以竖向集水井为中心向周围地层辐射而得

名‘8|，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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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辐射井示意图

一般竖向集水井只起集水的作用，根据地层情

况，可选用钢筋混凝土或砖块儿等不透水材料来修

筑竖向集水井，而水平辐射孔中则需要铺设具有过

滤功能的钢管或PE管，为达到辐射井所要求的出

水量，可根据地层的含水情况来铺设多层或多根水

平辐射孔[9]。

1．2辐射井的施工

由于辐射井主要由集水井和辐射孑L两部分组

成，因此需要对二者分别进行施工，传统施工方案及

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下。

1．2．1传统集水井的施工

传统集水井施工方式主要包含沉井法、人工挖

孔一逆作法和反循环成孑L一漂浮沉管法[1”11。：(1)

沉井法是指预制混凝土井管仅依靠重力沉入土体，

在井管下沉的同时需不断将井内土体挖出的一种集

水井施工方法，鉴于此，沉井法通常在松软地层应用

较多，但所形成的竖井深度和直径均有限，通常深度

<20 m，直径为4～8 m，该方法具有施工简单、安全

性高的优点，遇较硬地层或直径较大的集水井则不

宜采用该方法；(2)人工挖孑L一逆作法是指先通过人

工开挖裸孔，再浇筑混凝土或其他材料的施工方法，

该方法可用在较硬地层中，虽然可以开挖各种直径

的集水井，但是由于人力有限，单次开挖的深度通常

不超过1．5 m，且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长期待

在环境恶劣的井下，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3)反循

环成孔一漂浮沉管法是指通过反循环钻机钻成裸

孑L，再采用漂浮沉管法下人大直径井管的方法，漂浮

沉管法是指先将第一节井管封底，再将第二节对接

到前一节上，并将接头处密封，最后通过调节重力和

浮力下入各井管的施工方法，该方法适用于各种地

层、不同管径的集水井，虽然安全性和成井质量高于

前两种方法，但成孔速度却低于前两种。

1．2．2传统辐射孑L的施工

相较于竖向集水井，水平辐射孑L具有更大的施

工难度，传统水平辐射孑L的施工通常是在竖向集水

井施工完成后，携带水平钻机的施工人员到达竖向

集水井中指定深度，再将钢质滤水管通过竖向集水

井上预留的孔洞铺设到地层中¨2。，如图2所示。

图!传统辐射孔施工图

按照动力分类可将滤水管的铺设方法分为3

种：人力锤击、顶入和跟管钻进。(1)人力锤击法是

指通过人力将钢质滤水管锤入地层中，该方法不但

劳动强度大，施工安全性差，还由于此种方法的能量

有限，导致只能铺设有限长度的滤水管；(2)顶人法

是指通过专用设备，包括水平钻机或千斤顶等将滤

水管顶入地层中，此方法只适用于刚性滤水管，且由

于井内空间有限，导致每次只能顶入有限长度的滤

水管；(3)跟管钻进法是指采用潜孑L锤跟管钻进技

术，先钻进到预定深度，然后抽出钻杆，再用顶杆将

软式材料的滤水管顶入套管内，最后拔出套管的方

法：1∽。

因此，传统集水井施工方法具有局限性或者施

工效率低等问题，而传统辐射孑L施工时，大量地下水

易从已施工完的辐射孔中涌入集水井中，且操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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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需长期在集水井中工作，在这种狭小空间中操纵

钻机，具有施工安全性低、钻进效率慢、成孔质量差

等问题，而采用旋挖和水平定向钻进技术的辐射井

成井方案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2新辐射井成并方案

鉴于传统辐射井成井方案中存在诸多问题，这里

提出一种新的成井方案，即以旋挖的方式完成集水井

施工，以水平定向钻进的方式完成辐射孑L的施工。

2．1 旋挖和水平定向钻进介绍

旋挖成孔的原理是钻机带动钻杆旋转，钻杆和

底部镶有钻头的桶式钻斗相连，旋转切削的岩土可

进入钻斗内，当钻斗内部装满土体之后可将其提出

并卸土。旋挖钻机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之

后，凭借成孑L效率高、孔径偏差小和施工安全性高等

特点而在成孔施工中广受欢迎[1 4。。

水平定向钻技术是由20世纪60年代的一种非

开挖铺设管道的方法发展而来[1引，施工过程主要包

括3步。(1)定向孔钻进：在动力驱动下，钻头钻具同

水平面呈一定角度进入地层中，通过控制钻头钻具的

运行轨迹先进行小直径孑L的钻进；(2)扩孔：利用扩孑L

器将第一步钻成的小直径钻孔扩充到所需直径，若所

需直径较大通常会进行多次扩孑L，逐步达到要求；(3)

回拖：定向钻进所用的钻杆上面通常安装有单动器可

用来连接管道和钻杆，回拖钻杆从而带动管道铺设到

第二步所形成的钻孑L中，完成管道的铺设[】6I。

2．2现场实验

2．2．1场地介绍及目的

本实验场地位于山东省东营市孤岛镇的一片农

田，该场地属黄河三角洲地区，海拔不到2 m，地下

水埋深在1 lTl左右，土地盐碱化严重，不利于农作

物生长，且场地中有一条沟渠，两边为堤坝。该实验

是为验证采用旋挖和水平定向钻进结合的方式在辐

射井成井过程中的可行性并在以后将其用于盐碱地

改造。

2．2．2 实验过程

2．2．2．1集水井的施工

集水井施工过程可分为集水井钻进和下水泥护

筒两部分，根据规范，为保证集水井在钻进过程中不

会坍塌，必须满足在钻进时井内水位高于地下水位

1．5倍管井以上，因此，集水井位置选择在堤坝的中

部。

为方便大型旋挖钻机施工，本次实验在钻进集

水井前搭建了一个高度约2．5 ITl的施工平台，旋挖

钻机的成孑L直径为2．2 m，为防止塌孑L，钻进深度达

到2 m之后下入外径为2．2 ITI高度为2 1Tl的钢护

筒作为支撑体，如图3所示，在钻进过程中需始终保

持井内泥浆充足以平衡地层压力，集水井完井深度

为17 1Tl_。

圈， 集水井施工图

集水井钻进过程结束之后，为采用漂浮法下入

水泥护筒需平整井口并垫放枕木，在枕木上放入事

先由光滑的钢桶焊接而成的四边形支架，漂浮法下

入水泥护筒即是将做好封底的且底部焊接有4个吊

耳的水泥护筒吊到井口，然后将钢丝绳锁死在吊耳

上，另一端缠绕到四边形支架上，此工程考虑到水泥

护筒重量巨大，为保证安全而在完成上述步骤之后

将4根钢丝绳又分别缠绕到了已经楔入到地下的桩

上，4根钢丝绳同步下放即可使水泥护筒下入竖井

中，等到第一节水泥护筒即将完全下入到竖井中时

再吊装第二节护筒到前一节上，并将接头处密封，如

图4所示，重复下沉水泥护筒的动作直到水泥护筒

的长度和集水井高度相差无几，期间若因浮力导致

水泥护筒无法下沉可向其中注入清水等来平衡浮

力。最后，为防止水泥护筒倾斜，可在水泥护筒下人

完成后在其外壁与孔壁之间的间隙中投入砂石，并

图l 下放水泥护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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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克服地层坍塌导致的无法铺设滤水管现象。

(3)新辐射井施工方案在滨海盐化潮土地层中

得到了良好验证，而在其他地层复杂地区能否取得

良好效果以及对盐碱地土壤的改良效果还需要进一

步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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