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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烟囱
、

水塔爆破倾倒时后座现象的技术

山 西 大 同市城建爆破拆除公 司 陈连成

提 要 引起烟囱水塔等细高型建筑物爆破倾倒时的后座现象有两大 因素
,

即爆破切 口长度和切 口形状
。

并在

控爆实践中提出了有效 防止后座现象的确定方法和计算公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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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控制爆破技术拆除烟囱
、

水塔等细高型建筑

物时
,

常常在倾倒过程中出现
“

后座
” ,

即整个建筑物向

倾倒相反方向后移一定距离
。

这不 仅影响建筑物的倾

倒方向
,

而且威胁拆除物后方建筑物的安全
,

严重时可

能引起重大事故
。

因此
,

设计中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

根据我们在多次爆破中的探索和对建筑物倾倒过

程中受力变化情况的分析得出
:

切 口长度和形状不合

理是造成后座现象的主要原因
。

所以
,

在爆破设计时要

特别注意切 口长度和形状的合理选择
。

1 切 口长度的确定

下面以烟囱为例来说明切 口长度的确定方法
。

在烟囱爆破切 口形成的瞬间
,

切 口上部囱身的重

力集中在切 口处囱身剩余部分的墙体上
,

如图 1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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囱身出现瞬间下沉 (这一现象

在实际爆破中经常可以看到
,

即囱身一颤 )
。

这说明设

计的切 口长度过大
,

使切 口余下部分的墙体承压能力

远远小于上部囱身传递下来的压力
,

致使墙体被压碎
。

烟囱的倾倒过程如图 2 所示
。

以 A 为转动点
,

切

口余下部分的墙体除了承受上部压 力 N
;

外
,

还承受

囱身的水平推力 T
, 。

随着 T
、

的逐渐增大
,

已 压碎的墙

体抗剪能力很小
,

这样
,

在 T
,

的作用下使囱身向后移

动
,

即出现所谓后座现象
。

从上述分析可知
,

切 口 长度的合理设计是 防止囱

身后座的重要环节
。

根据我们的多次实践
,

现总结出不

同结构烟囱
、

水塔爆破时切 口长度的计算公式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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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砖结构烟囱的切 口长度 l 的确定

l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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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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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
l
。
一 切 口处囱身周长

,

m
。

如果切 口是分次序起爆
,

即两端先起爆
,

中部后起

爆
, ,

l 可取下限
。

若采用一次起爆或爆破时有与烟囱

倾倒方向相反的风 向时
,
l 则取上限为宜

。

1
.

2 钢筋混凝土烟囱的切 口长度 l 的确定

钢筋混凝土烟囱强度大
,

并配有竖向钢筋
,

在烟囱

倾倒时
,

由于竖向筋的拉扯作用
,

一般无后座现象
。

但

为了防止切 口处竖向筋的支撑而影响烟囱的倾倒
,

切

口长度可按下式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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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 )

具体取值方法可参照砖结构烟囱
。

爆破拆除物若是水塔
,

其切 口 长度的确定可参照

烟囱切口长度的计算公式
。

由于水塔头重脚轻
,

塔身墙

体薄
,

倾倒速度快
,

所以
,

取值时宜取下限值
。

实践证明
,

按上述情况确定的切 口长度
,

能有效地

防止后座现象的发生
,

获得良好的爆破效果
,

2 切 口形状的设计

切 口形状也是防止后座的关键
。

烟囱爆破的切 口

形状 一般有四边形
、

梯形和组合形 3 种
,

如图 3 所示
。

从爆破切 口形成后烟囱的受力情况和爆破后的效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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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切口处 囱身断面图

1一切 口处墙体 ;

2一爆破切 口 部分

图 之 烟 囱倾倒过程

受力图

( b )

图
,

弓 切 口 形状示意图

(
a

)四 边形切 口 ; ( b) 梯形切 口 ; c( )组合形切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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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爆破切 口形成后
,

四边形和梯形切 口的两端压

力突然增大
,

远远超过墙体的抗压强度
,

墙体被压缩破

坏
,

且压缩破坏区迅速向前移动
,

在压力作用下囱身下

沉
,

下沉的高度略大于 h
。 。

同时
,

在水平推力作用下
,

囱身向后移动
。

从爆破现场观测到
,

下沉与后座往往是

相伴产生的
。

显然
,

如果切 口 h
。
一 。时

,

烟囱的下沉量

就会相对减少
,

后座现象也相应得到控制
。

所以
,

为了

防止后座现象的发生
,

一般不采用 四边形和梯形切 口
。

对于组合形切口
,

情况则不同
。

当切 口形成后
,

切

口 处剩余墙体压力突然增大
,

在压力迅速向后传递的

同时
,

由于囱身倾倒
,

切 口逐渐啮合
,

压力也在迅速向

前移动
,

囱身与下部基座接触面不断增大
,

承压区域增

加
,

使基座壁体所受压力与本身的抗压强度相差不大
,

囱身下沉量较小
,

并且由于 h 。 ~ o
,

所 以不会突然下

沉
,

这样便能有效地防止后座现象
。

在实际施工中
,

为了防止囱身在倾倒过程中水平

推力增大
,

使囱身沿基座接触面后移或基 座受剪切破

坏而后座
,

可将组合形切 口的直角三角形改为非直角

三角形
,

如图 4 所示
。

实践证明
,

这样能较好地防止由

于水平推力过大而产生的后座现象
。

综上所述
,

在爆破切 口设计

时
,

应尽量采用组合形切 口
,

它不

但有利于控制倾倒方 向
,

而且 还

可以防止后座现象的发生
。

当采

用组合形切 口时
,

最好分次序起

爆
,

首先起爆对称的三角部分
,

然

后起爆中间的矩形部分
。

如果三

图 4 非直角三 角

形组合切 口

角部分爆破后
,

切 口 内有残留物或没有达 到设计的形

状
、

尺寸
,

可进行适当的清理或补救
,

同时也为后续爆

破的药量设计提供依据
,

以便充分保证爆破效果
。

此外
,

在较高的烟囱定向爆破拆除时
,

最好选在无

风天进行
,

防止倾倒时偏向及后座现象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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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底盘用 30 号槽钢做成一个长约 7m
、

宽 (底盘孔 口 内

部 )2
.

5~ 2
.

Zm 的整体框架结构
。

3 原钻机底盘及回转梁的改动

( l) 为了防止原钻机在新做的底盘上孔 口处悬空
,

在原钻机底盘头部加一个能拆卸的 25 号槽钢
,

其长度

以两端能搭在大底盘的边框为限
。

(2 )电动机底座与原钻机底盘联接成一体
。

( 3) 为减小大底盘长度
,

将新加 20 k N 副卷扬放在

电动机的上方
。

在施工中
,

利用卷扬机通过钢丝绳及大底盘上的

定滑轮可将主机在大底盘上前后移动
,

移动多少根据

需要而定
。

大底盘上有限位挡块
,

所以移回原位后会自

然对正孔位
,

不必再找正
。

( 4) 在直径大于 Zm 的大 口径钻进中
,

一般采用反

循环钻进工艺
,

我们采用曰 1 68 m m x lZ m m 钻杆
,

方钻

杆为 190 m m X 190 m m
,

所以原 回转梁要重新改制
。

( 5) 为了适应改装钻机的需要
,

还对钻具
、

加重块
、

扶正器及钻头进行了改装与选择
。

4 使用效果

6 台改进的钻机用于各处工地施工
,

满足了使用

要求
,

并为单位节省了大量资金
,

而且改装简单
,

使用

方便
,

移位快
,

转盘扭矩大
,

收到了成孔快
、

钻孔质量好

的效果
。

在工地移动 1个桩孔孔位 (自身移位 )一般 1 个多

小时即能完成
。

如 1 9 9 4 年 9 月在山西省阳泉市泉美大

厦工地用改造的钻机钻进
,

桩孔直径 2
.

4 m
,

砂岩地层
,

全断面钻进
,

钻速为 0
.

3m h/
。

9 月 19 日在 24 号孔内

将原来丢失的一个 2
.

7k g 的锤头抽吸到孔外
。

又 如 1 9 9 3 年在广东省虎 门花 园工地施工
,

孔径

1
.

s m
,

深 26 m
。

上部为回填石英片麻岩 (深 1~ Zm )
,

下

部为河相淤泥及砂层
,

最下层为强风化石英片麻岩

(8 m 左右 )
。

利用该钻机
,

从开钻到终孔验收完
,

最快仅

用了 4 8 h (包括各种辅助时间 )
。

不足之处是
:

因为该钻机原设计转盘齿轮为飞溅

润滑
,

速度降低后
,

油飞溅不上去
,

现在需每天将黄油

从加油孔中加到齿轮上
。

采用此法后
,

至今没有发现齿

轮因润滑不当发生胶合现象及严重磨损现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