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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饮用水取水成孔广泛采用两种方法
:

一种为

压水井施工法
;
另一种为冲击施工法

。

我们将其两者结

合 (以下简称联合施工法 )运用到 2 个水源地的水文地

质观测孔施工中
,

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

本次施工的地层主要为砂和可塑的粘性土
。

局部

夹薄层含砾砂 (砾石主要成分为钙质结核
,

极少为石英

质的砾石
,

直径大多小于 cZ m )
。

设备包括 压水系统 (质量 2 5 k g 以下 )
、

钻进系统
,

其中压水系统包括
:

活塞缸
、

拉杆
、

单向活塞
;

钻进系统

包括
:

转盘 (质量 1 0k g 以下 )
、

钻杆 (单根长 1
.

s m
,

质量

1
.

sk g 左右 )
。

钻头分两种
:

一种为锯齿形 (或刮刀 )钻

头
;
一种为实心锥形钻头

,

钻头直径 4一 1 0c m 不等
,

长

I O e m
。

施工时需 2一 3 人
。

量越小
,

说明钻头 处的地层含 (透 )水性越差
,

据此可建

立起含水性不同的地层的层序
,

并可准确定出不同含

水层的分界位置
,

尤其是粘性土与砂性土的位置
。

上述两者结合可准确判定含水层的岩性与分界位

置
。

3 施工时间

以 3 o m 深的孔为例 (最大深度可达 60 m )
,

若用直

径 60 m m 的钻头成孔
,

一般钻进需 h2
,

再用直径为

10 o m m 的钻头扩孔
,

也需 h2
,

下直径 3 om m 的井管
,

包括洗井 (达水清砂净 )不超过 h2
。

总之
,

一次成井 h4
,

两级扩孔成井需 h6
。

1 钻进方法

( l) 压水井法清水钻进
。

在设计孔位处挖 一小坑
,

在其近旁再挖 一个沉淀池
,

将两者连通
,

并灌满清水
。

用带锥形钻头的钻杆在小坑内冲捣一个 1
.

5一 .2 o m

4 不同井管直径对水位反应灵敏度影响的研究

为研究不同井管直径对水位反应灵敏度的影响
,

我们在主含水层 内施工了 2 个紧挨着的基本同深同结

构而管径不 同的观测孔 (一 个直径 89 m m
,

一 个直径

30 m m )
,

抽水试验表明
,

2 个孔静水位一致
,

水位下降

深 的孔
,

提

出钻具
,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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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盘
,

另一人反复压
、

抬压杆
,

钻头处的水
、

砂
、

混合物

上移
,

进入活塞缸
,

并从出水 口排出
,

流入沉淀池
。

沉淀

后
,

水重新流入孔内
。

同时
,

孔壁与钻杆壁之间的水下

移
,

钻具下沉
,

孔深增 加 (注意不断向小坑内补充水
,

并

使其水面与地面平
,

以防孔壁坍塌 )
,

当转盘贴近地 面

时
,

加钻杆
,

重复上述操作直到 达到设计孔深为止
。

( 2) 冲击钻进
。

压水井法钻进钻到含砾砂层 时
,

钻

头常常被堵塞
。

当堵塞较轻时
,

可将活塞反装
,

猛抬压

杆
,

使钻杆内形成高速流动的正循环流将堵塞物排出
;

当堵塞较严重时
,

往往无法处理
,

致使压水井法钻进无

法进行
。

这时
,

可将锯齿形钻头改为锥形钻头进行旋转

冲击钻进
,

以利于破碎砾 石
,

提高钻进效率
,

钻穿含砾

砂层后
,

再改用压水井法钻进
。

影响因素相同的情况下
,

对水位反应的灵敏度是一样

的
。

5 经济效益评价

联合施工法施工钻孔 93 个
,

总进尺 2 6 2 9 m
,

与用

泥浆钻进下直径 89 m m 的井管相比
,

仅管材费就节约

资金 17
.

75 万元
,

再 加上节约的占地费
、

赔青费
、

砾料

费
、

洗井费
,

总计节约资金 20 多万元 (提前工期而避开

水库蓄水
,

河水位上涨淹没抽水试验区而迫使抽水试

验中断的无形费用未计 )
。

2 对地层的判断

根据从出水 口 (或活塞皮上 )捞得的砂样可看出砂

粒的大小
、

形状
、

是否含砾
、

颜色等
,

从活塞缸内捞得的

粘性土样 (呈块状
、

条带状 )可看出粘性土的颜色
、

状

态
、

包含物等
。

并可根据岩性变化时钻头的位置较准确

地判断地层的分界位置
。

现场观察与理论分析表明
,

压水者用力越大
,

出水

6 结论

综上所述
,

联合施工法有以下优点
:

( l) 设备简单
,

造价低
,

操作简单
,

施工
、

移动时间

短
,

费用低
;

( 2) 设备质量轻
,

体积小
,

移动方便
,

对场地条件适

应性强
,

不仅可在干地上施工
,

而且可在水不太深的河

床上施工
;

( 3) 施工时不用泥浆
,

洗井时间短
,

水位反应灵敏
。

适宜在细粒相松散地层中施工水文地质观测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