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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森钢板桩在铜陵地区基坑支护中的运用实践

储长付，罗传华，赵安民
(安徽省地矿局321地质队，安徽铜陵244033)

摘要：铜陵长江南岸枵水处理厂厂外管网软土深基坑支护工程采用了拉森钢板桩支护工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根据开挖土层的物理力学性质特征及管道铺没要求，对支撑结构进行了计算。结合工程施工实践，提出r注意要

点，为该工艺在铜陵地区的运用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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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Practice of Foundation Pit Support wi恤Larsen Steel Sheet Pile in Ton啪ng Area／CHU Cha,蜡-fu，LUO

Chuan—hua，ZHAOAn—rain(321 Geological Team，Bureau ofGeology andMineral Exploration ofAnhui Province．Tangling

Anhui 244033，China)

Abstract：L411'en steel sheet pile supporting technology was used for a deep foundation pit support of a pipeline network

construction in soft soil 0f Tongling with good effect．Based Oil the phy8ical—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excavated soil and the

pipeline laying requimment，calculation wa8 made on the supporting structures．According to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at-

tentions in construction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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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概况

铜陵市西湖污水处理厂厂外管网完善工程，西

支污水干管设计为d2200预制钢筋混凝土三级圆

管，混凝土基础，设计抛石垫层厚度0．8一1．2 m，管

内底标高I(5+079处为1．61 m，K7+293．34处为

0．50 m，整体坡度0．05％。拟建管道长2000余米，

最大开挖深度8 m。因开挖土层为淤泥质土，在基

坑开挖时发生涌泥、坑底隆起现象，施工无法进行，

建设单位委托我方对该段进行基坑支护。

2场地工程地质条件

2．1地形、地貌及地下水

拟建场地位于铜陵新城开发区长江南岸，属于

长江1级阶地，地貌类型为沿江冲积平原区，场地地

势较平坦，地面标高在6．0—9．9 m之间，最大相对

高差3．3 m左右。场地分布有沼泽地、水塘及排水

沟渠。

地下水位埋深1．2—3．9 m，标高4．52—6．21

m，为第四系孔隙潜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补给。

2．2场地土层特征

(1)杂填土：成分为粉质粘土混碎石土，层厚

0．70—2．90 m，层底标高6．46—8．95 m，湿一很湿，

属高压缩性土。

(2)可一软塑状粉质粘土：局部分布，层厚0．80

—3．10 m，成灰褐色，很湿，可一软塑状，属中等偏高

压缩性土。

(3)淤泥质粉质粘土：层厚3．50—19．80 m，呈

灰色，饱和，流～软塑状，属高压缩性土。

(4)软一可塑状粉质粘土：层厚0．50—3．90，呈

灰一灰褐色，很湿，软一可塑状，属中等偏高压缩性

土。

3支护方案设计

拉森钢板桩是将钢板加工成特殊形状(u形、z

形、w形)，采用专用的打桩机和振动锤将钢板桩振

压入地下，钢板桩互相咬合构成一道连续的钢板墙，

作为深基坑开挖支护结构。拉森钢板桩具有强度高、

施工速度快、可重复使用、不受天气条件影响等优点，

近年来在我国深基坑支护中得到较广泛的应用。

在软土层中深基坑支护往往费用高、工期长、对

环境影响大。本管道基坑开挖土层为淤泥质土，便于

钢板桩压人。工期紧迫，场地具备桩机作业条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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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对比，采取拉森钢板桩工艺进行基坑支护。

3．1设计边界条件

基坑及板桩参数(参见图1)：基坑侧壁重要性

系数7=o．9，基坑深度Ⅳ=7．5 m，钢板桩嵌固深度

5．5 m，每延米板桩截面面积A=198 cm2，每延米板

桩肇惯性矩，=23200 till4，每延米板桩抗弯模量形
=1600 cm3，支锚刚度729 MN／m，墙顶标高一1 m。

土层参数见表1。

围1支护计算断面圈I单位：mJ

!I

表I基坑土层参数表

土层铺脾／m／(kN雠,m1怎kN靴．m-，)糅／kP力a咳擎
粉质粘土1．50 18．0 8．0 21．00 15．00

淤泥质土20．oo 17．6 7．6 8．70 12．90

3．2计算及结果

内力计算采用增量法，基坑等级为三级。

采用Bishop法计算，整体稳定安全系数K=

1．16，抗倾覆安全系数Ko=1．962>1．200，满足规

范要求。

采用Tevzaghi(太沙基)公式计算，墨=1．575>

1．15，6=63 mm，满足规范要求。

抗管涌稳定安全系数K=2．319>1．5，满足规

范要求。

内力位移及地面沉降计算结果见图2、图3。

3．3钢板桩、围檩、内支撑结构验算

3．3．1拉森钢板桩

盯=彬(0．7w)=173．47／(0．7×1．6)=154．9
N／ram2<200 N／ram2，满足要求。

22．5 0 22．5 45 -320一160 0 160 320 —200一100 0 100 200

支反力／k、 位移／u

(一4I．∞)——(0，00)

(0．00)——(0，00’

0 00

3．00

《
>

弯矩／Ik、·-)

(一l 73 47)——007．38)

(一293．34)——(271．32)

圈2内力位移包络圈

3．3．2围檩

(1)计算参数(桩用H型钢HP400×400(5)，

Q235)

毛截面面积^=296．20 cm2：截面惯性矩‘=

93000．00 cm4；回转半径i。=17．70 CIIII，i，=10．20

cm；截面模量E=4491)．011 cm3，E=1530．00 cm3；

截面模量折减系数0．95；净截面模量w0=4265．50

clrl3，n=1453．50 cm’；截面塑性发展系数y，=

1．05，7．=1．20；计算长度k=5．∞m；抗震调整系

数7Ⅱ=l。

(2)强度及稳定性计算

I，00

10．∞

13．00

7 _；}

≤
．∥。

}
翦力／k、

(一91．94)——(18．1．02)

(130 50)——(157．I I)

计算截而处的内力设计值：幔=575．00 kN·

砸，帆=o．00 kN-m，Ⅳ=1380．00 kN。

构件截面的最大厚度为28．00 mm，，=205．01)

N／ram2。

根据公式：N／A。+|iIf。／(y。睨)+M／(y，n)
=i77．43 N／ram2<1．OOf／yRE=(1．00 x205．00)／1．01)

=205．00 N／ram2，强度满足。

根据公式：稳定应力M(毂A) +

跏，M．／[y，睨(I一0．8N／N．)]+嘏，ll,I,／(96，E)
=173．30 N／ram2<1．00f／．),RE=(1．oo x 205．110)／1．0(1

=205．01)N／ram2，整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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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5．—一开挖(7．5钿)

圈3地表沉降曲线圈

稳定应力Ⅳ／(妒，A)+耶f：M,／(96，睨)+

胁，Mr[儿畎(1—0．8N／N。)]=174．70 N／mm2<

1．OOf／y肛=f1．00×205．00)／1．00=205．00

N／mm2，整体稳定。

3．3．3内支撑

(1)计算参数

热轧无缝钢管1a1402×9；钢材牌号Q235；抗震

调整系数’，RE=1；

毛截面面积A=111．06 cm2；净截面系数0．90；

净截面面积A。=99．95 em2；钢材强度折减系数

1．00；容许长细比[7]=150．00。两主轴平面内约

束状态及参数见表2。

衰2两主轴平面内约束信息衰

计算长度系数 ‰=1．00 gy=1．00

计算长度／m k=8．00 k=8，00

旦壁兰丝：竺! !：：!!：竺 生：!!：竺

(2)计算结果

受力状态：轴心受压；荷载参数N=1500×1．2
=1800．00 kN；构件截面的最大厚度为9．00 mm，f
=215．00 N／ram2；盯=N／A。=180．08 N／ram2<，，强

度满足；Ⅳ／(叫)=181．77 N／ram2<，'整体稳定满

足o

3．3．4设计方案

地面已挖去1 ITI左右，未来基坑开挖深度为

6．5—7．0 m，拉森Ⅲ新型钢板桩400 mm x 12 m，围

檩400×400H(5)型钢，∞02 X9钢管内支撑2道，

水平间距5 m，竖向间距2．5—3．0 m。共3个工况：

开挖l m，第一道内支撑；开挖2．9—3．5 m，第二道

内支撑，支撑施工前超挖深度≯0．5 m；开挖至污水

管基底标高，余下采用人工开挖。采取分段支护方

式，分段长度100 m左右。污水管敷设好分层回填、

拆除内支撑完毕后，拔出钢板桩进行循环支护，坑内

回填坡度1：3，作为施工人员作业和应急逃生通

道。开挖机械宜采用长臂挖土机。

4施工工艺流程及施工技术措施

4．1施工工艺流程

开沟槽一钢板桩矫正一打拉森桩一开挖1 m一

第一道围檩一第一道支撑一二次挖土3．5 m一第二

道围檩一第二道支撑一挖土至管底设计标高一安装

排污管一填土—拆除第二道围檩支撑一二次填土一

拆除第一道围檩支撑一填土至顶部设计标高一拔钢

板桩。

4．2施工技术措施

4．2．1钢板桩施工

(1)钢板桩进入现场时，对所有的板桩均要检

查整理，确保板桩完整平直。具体方法是用一小平

车，在车上放置一块长1．5—2．0 m的标准板桩或者

其它平整的钢板，从头至尾检查一遍，有缺陷的板桩

要更换或修整。

(2)打桩之前放出基坑外墙准确的灰线，作为

打拉森桩的方向线。在方向线以外挖一大小合适的

沟槽，作为打钢板桩的导向。拉森桩的桩顶标高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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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施工便道顶部标高。

(3)拉森钢板桩施工分段进行，采用“屏风式”

打人法。就是将10～20根板桩插入土中一定深度，

并使两端1～2根桩先打到要求深度再将中间部分

的板桩顺次打人。

(4)打钢板桩时，选用吊车将钢板桩吊至插桩

点处进行插桩，插桩时锁口要对准，每插一块即套上

桩帽，并轻轻地加以锤击。在打桩过程中，要随时监

测钢板垂直度。在锤击板桩时，对准桩帽锤击，防止

偏心锤击导致板桩偏出以至于向行进方向倾斜。纠

斜用钢丝绳拉住桩身，边拉边打，逐步纠正；对先打

的板桩适度预留偏差。

(5)每根钢板桩分2次打入，第一次由12 m高

打至6 m，第二次打至设计标高。第一、第二块钢板

桩的打入位置和方向务必要确保精度，它可以起样

板导向的作用，为两头样板中间的钢板打人做铺垫，

每打入2 m测量一次。

(6)拔桩时，先用振动锤将板桩锁口振活以减

少土的阻力，然后边振边拔。对较难拔出的板桩先

用柴油锤将桩振打下100—300 mm，再与振动锤交

替振打、振拔；与板桩打设顺序相反的次序拔桩；当

板桩受压一侧的土较密实，在其附近并列打入另一

根板桩，可使原来的板桩顺利拔出。

4．2．2钢支撑施工

(1)施工顺序：测量放线一标出支撑水平标高

一安装围檩一按实际尺寸拼装钢支撑和型钢角撑一

焊接钢支撑结点。

(2)基坑内支撑的施工按“由上而下，先撑后

挖”的原则进行。根据设计要求及现场实际状况放

支撑布置的轴线，并打入红色样桩标识。

(3)按标识挖支撑槽沟，第一次挖1．0 m深，安

装第一道支撑(H型钢双拼围檩、内支撑型钢及角

钢)，第二次再挖2．9—3．5 m深(随基坑深度调

整)，安装第二道支撑，两道内支撑的安装要按照

“围檩一钢支撑一型钢角撑一焊接钢支撑”的顺序

进行。

(4)根据每道内支撑的标高进行作业，内支撑

形成后方可进行下部土方开挖，严格控制每次的开

挖深度。

(5)安装焊接H型钢双拼围檩、内支撑型钢及

角钢之后，要检查钢管轴线位置的水平标高，两端的

水平标高要保持一致。若发现钢管的轴线不在设计

标高处或者其轴线不在水平面上，应及时调整。

5实施效果及体会

5．1 支护效果

经过近3个月的紧张施工，完成了该段管道铺

设工程。但在开挖基坑及铺管过程中局部发生涌

泥、涌沙、渗水现象，因施工超挖及挖机碰撞损坏内

支撑原因，导致部分地段钢板及围檩变形过大(图

4)，造成支护返工或补强。实践证明，本支护方案

设计合理，达到预期目的，支护工程取得圆满成功

(基坑铺管情况及支撑结构见图5、图6)。

图4钢板桩变形

图5铺管基坑实景

酚}7 1—舅———爹，～-一
‘；i．，白—‘

、■■■嘲———-’i’
F ～～《一、
■豳■■■■趁!二j

圈6支撑内部结构

5．2几点体会

(1)支护实施前，可先将施工地段挖去部分土

层，降低地面标高，减小基坑支护深度。在基坑开挖

支护过程中严格控制序次开挖深度，严禁超挖。超

挖易导致钢板变形过大，内支撑无法安装。

(2)基坑开挖及铺管过程中，注意避免碰撞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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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结构。在本工程施工过程中，挖机损坏内支撑导

致钢板严重变形，造成支护返工。

(3)加强监测与预警工作，信息化施工，当超过

预警值时须对支护加设内支撑，必要时须立即进行

回填，重新打入钢板桩。

(4)在冒水、涌泥沙部位可采取注浆处理，在变

形过大的部位采取双排钢板桩、增加内支撑。

(5)为保证钢板桩的垂直度，用两台经纬仪在

两个方向加以控制。打桩前、后要观察板桩的整体

垂直度，倾斜严重的板桩要及时调整。

(6)使用完整平直的钢板，在运输、卸桩和堆放

的过程中要尽量不使其弯曲变形，否则导致钢板咬

合不严，易发生渗水、涌泥涌沙。

(7)打桩过程中，当遇到了不明障碍物、孤石或

者板桩倾斜严重时，板桩阻力增加，会把相邻板桩带

入，根据具体情况按下列措施处理：①把相邻板桩焊

牢在围檩上；②增多型钢连在一起的板桩数；③在连

接琐口上涂以黄油等油脂，减少阻力；④防止土沙进

入连锁接口。

(8)围檩及内支撑的设计强度应适度加大，尤

其是在在水中临时回填、围堰地段。

(9)回填基坑周边附加荷载严禁超过设计值。

(10)填土密实度不满足设计要求和未填至设

计标高时，不得拆除内支撑。

6结语

拉森钢板桩可多次重复使用，能够降低对空间

要求，有效地保护了土地资源，施工简单，不仅绿色

环保，而且施工速度快，工期缩短，施工费用低。随

着运用经验的积累和工艺的不断完善，该工艺在码

头、堤防护岸、挡土墙、防波堤、临时扩岸、建桥围堰、

建筑及大型管道铺设临时基坑支护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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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部探测专项中第一个超过2000 m深的钻探工程完成终孔验收及质量检查

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网站消息(2012—04一

lO)2012年4月5—6日，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办

公室组织专家在安徽省庐江县对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

研究所承担的“重要异常的钻探验证及金属垂向分布规律研

究”项目进行了野外工作质量检查，并对庐枞矿集区刘墩矿

区ZK—Ol钻孔进行了终孔验收。验收会由中国地质科学院

矿产资源研究所科技处处长吕庆田主持，两院院士常印佛到

会并听取汇报，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深部探测专项首席

科学家董树文致辞．国土资源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副处长赵

财胜到会并讲话。

董树文副院长首先介绍了深部探测专项管理办法及验

收要求细则，要求专家组认真对照项目任务书客观准确地评

估项目取得的成果，按照项目管理办法对野外工作完成情况

和原始资料的质量进行检查。找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

议。重要异常的钻探验证及金属垂向分布规律研究项目负

责人、勘探所地调科研处副处长谢文卫教授级高工对该项目

的进展及成果进行

了综合汇报，重点

介绍了庐枞矿集区

重要异常钻探验证

孔的选址、钻探工

程组织实施、测井

工程实施及地质编

录和测试工作等方

面的工作，专家组在认真听取了项目组的汇报，并审阅了项

目组提交的原始资料、技术报告及相关报表后，又进一步了

解各项技术方法和组织实施情况。随后．专家组赴庐枞矿集

区刘屯矿区的zK一0l钻孔进行现场检查和验收，对现场的

原始记录、岩心进行了抽查，并对岩心编录与实物进行对照

检查。

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组提交的验收材料及技术资料

齐全，内容完整，符合验收要求，项目按照设计方案完成了合

同规定的进度任务。对项目组的目前工作进展和质量表示

满意，高度评价了取得的工程技术及研究成果。

董树文副院长在验收检查活动总结时指出，庐枞矿集区

的zK一0l重要异常验证孔终iL深度达到2012．35 m，成为目

前深部探测技术与试验研究专项中第一个完成的钻探深度

超过2000 m深的钻探iL，现场原始记录规范．取得的技术资

料完整可靠．该钻孔最大顶角<7。，全孔取心率达到了

98．3％。出色地完成了深部矿产资源探测的地质研究要求。

各项钻探工程技术指标优秀。最后，董树文副院长要求项目

组要对完成的钻孔情况进行全面总结，深入开展对已经获取

的岩心实物资料和测井数据的研究．继续对深孔岩心钻探装

备、钻探工艺方法和测井技术进行完善，增强钻探和测井技

术对地学研究的支撑能力，推进深部矿产资源探测技术体系

的建立．为今后深部探测工程的实施奠定坚实的装备及技术

基础。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