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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井降水在砂性土层地下连续墙施工中的运用 

  

摘要：文章介绍了在砂性土层中施工地下连续墙所采取技术措施的比选和确定，并结合工程实例，阐述了砂性土层中进

行深井降水的基本原理及施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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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苏州地铁十五标华池街站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华池街与翠竹园交叉口处，车站主体结构外包长度 169.5 m，标准段外

包宽度 20.264 m，外扩段外包宽度为 24.264 m。车站设置 4个出入口，3组风亭，拟采用明挖法施工。 

      车站标准段基坑深度在 15.9 m左右，盾构端头井深约 17.4 m，出入口及附属结构最大开挖深度在 12.0 m左右。 

      车站主体围护结构支护参数如下：标准段采用 600 mm厚地下连续墙，盾构井段采用 800 mm厚地下连续墙，标准

段地下连续墙插入深度 28.5 m左右，盾构井段地下连续墙插入深度 31.6 m。标准段竖向 4道支撑：第一道采用 800×800

混凝土支撑，间距 7m左右，二~四道支撑系统均采用 φ609钢支撑，盾构井段竖向四道支撑，第一采用 800×800混凝

土支撑，第三道采用双拼 φ609钢支撑，二、四道采用 φ609（t=16）钢支撑。 

2 地质及水文资料 

      根据苏州市地质工程勘察院提供的《苏州市轨道交通一号线工程华池街站岩土工程概况》，地面标高一般在 2.20 

m~3.40 m之间，平均标高 3.00 m。拟建工程场地勘察深度内的地基土可划分为 7个层次及分属于各层次的亚层，各土

层岩性、深度、厚度等参数见表 1。 

 

      苏州市地质工程勘察院提供的《苏州市轨道交通一号线工程华池街站岩土工程概况》，根据埋藏条件特征，可将地

下水分为孔隙潜水、微承压水、承压水。 

2.1 潜水层 

      潜水含水层主要由填土及③层黏性土层组成，主要接受大气降水的入渗补给，同时接受大气降水补给。勘察期间，

潜水埋深在 1.10 m左右，相应标高 1.60 m。 

      根据区域水文地质资料，潜水位主要受大气降水影响，一般在 4~5月份随着水量的逐渐增加，水位上升，至丰水期

7~8月份出现高值，水位标高 1.33 m~2.63 m，1~3月份枯水期出现低值，水位标高-0.21 m~1.3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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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微承压水 

      微承压水含水层由晚更新世沉积成因的④粉性土层组成，④层粉性土为良好的赋水和透水地层。该含水层的补给来

源主要为潜水和地表水。勘察期间，受场地东北侧及南侧深基坑降水影响，微承压水头埋深在 7.0 m左右，微承压水头

相应标高在-4.0 m~-4.7 m。 

      据区域资料，苏州市历年最高微承压水头标高为 1.40 m~1.74 m。最低承压水头标高 0.62m，年变幅 1m左右。 

2.3 承压水 

      承压水含水层由⑦2层粉土组成，埋深较大（达 34 m以上），厚度 8.0 m左右。勘察时实测承压水头埋深 9.0 m

左右，标高-6.68 m。据区域资料，苏州市 1990年以前，第⑦层承压含水层历年最高承压水头标高在-2.70 m左右，最

低承压水头标高在-3.00 m左右。 

3 基坑开挖过程中地墙出现的问题 

      在基坑开挖的过程中，发现墙体漏筋，部分严重部位混凝土保护层脱落。漏筋部位在开挖面下 8 m～15 m范围内，

所处地质为④1粉土层和④2粉砂层，降低槽壁的稳定性，增加混凝土的充盈系数，给后续施工造成不利影响。 

      问题原因：在施工前期准备的过程中，针对地墙施工泥浆的制备没有全面分析到地质复杂因素，方案编制的过程中

按照整体黏土施工计算，导致槽段失稳。今重新对地下连续墙槽壁进行稳定性分析如下： 

取正常泥浆密度 1.15时，地墙在黏性土层内成槽。当槽内充满泥浆时，槽壁将受到泥浆的支撑护壁作用，此时泥浆使

槽壁保持相对稳定。假定槽壁上部无荷载，且槽壁面垂直，其临界稳定槽深可按下式计算： 

 

      槽壁土层黏土容重 γ＝19.0 kN/m3，泥浆比重取中间值 1.15，黏土固结不排水抗剪强度 Su=100 kPa，安全系数取

1.5。 

 

4 解决方案 

      根据研讨会上提出井点降水方案并结合相关方法及经验得出以下结论。传统的在砂性土层中地墙施工所用措施一般

为使用三轴搅拌桩加固,即对围护边线两侧进行单排三轴搅拌桩预加固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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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三轴搅拌桩进行加固，其本身的施工对于保护建筑也将产生影响，且其施工时间长，完成后还需进行养护，对

整个工程的工期产生影响；由于加固范围离槽壁距离比较近,容易造成混凝土浇筑时的超量及绕流等现象，对于后续工艺

造成不利影响。其费用较高，增加了施工成本。 

      针对上述验算，在无地下水位的情况下地墙施工能满足槽壁稳定性要求，参考上海轨道交通 10号线 5标四川北路

站的施工经验，在地墙施工时对地墙周边打设深井进行降水，以降低水压力。该方法实施方便，成本低廉，设备要求简

单，且施工不占用工期，可与槽段施工同时进行，降水井区域槽段施工全部完成后，深井即可废弃回填，对于其他工艺

的施工不产生影响，减小了地下水对于槽壁的水头压力，减少了成槽过程中产生塌方的可能。 

4.1 深井降水技术要求 

4.1.1 井点布设 

      根据场地内地质条件及地墙深度，确定井点布置的间距、深度及降低地下水位的预期值，达到三者之间的最佳平衡。

经分析，拟每隔 12 m布设一口降水井，其深度为 12 m，预期降水深度为 5m~7m。 

4.1.2 施工顺序 

      凿除硬地坪→埋设护口管→安装旋喷桩机→钻进成孔→清孔换浆→下井管→填砾料→井口封闭→洗井→安泵试抽

→排水 

4.1.3 降水井结构 

      降水井机构见图 3，降水采用 1寸泥浆泵进行抽水。 

4.1.4 降水运行注意事项 

      （1）降水的设备在施工前及时做好调试工作，确保降水设备在降水运行阶段运转正常。 

      （2）工地现场要备足抽水泵，使用的潜水泵要做好日常保养工作，应该经常检查泵的工作状态。 

      （3）降水工作应与成槽施工密切配合。 

      （4）降水运行期间，现场实行 24 h值班制，值班人员应认真做好各项质量记录，做到准确齐全。 

      （5）做好井口的保护工作，严禁将井管碰坏以及杂物掉进井内。经常检查排水管、沟是否畅通。 

      （6）降水施工可能会对周边市级保护建筑产生不良影响。故在降水前应对周边建筑设置沉降观测点，并测定初始

稳定高程。在抽水过程中，要不间断的对建筑物沉降进行观测，一旦发现建筑物沉降超过报警值，即应立即停止坑内抽

水，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以防止建筑物的继续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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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结果分析 

      选地墙充盈系数平均为 1.05（图 4），垂直度平均为 1/800，满足相关规范及技术要求的规定。周围同类地质条件

下建筑的地墙施工，其充盈系数一般为 1.25左右，工程采用深井降水措施后极大地降低了充盈系数的值，也提升了地

墙施工的质量。根据实际摸索的经验，总结出降水井措施成败的关键在于降水频率的控制，见表 2。降水井的打设在该

区域地墙施工前 2 d~3 d进行，期间进行降水，直至索口管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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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从开挖施工的情况来看，地下连续墙的质量相当的好，地墙的充盈系数符合标准，且未产生任何大面积的渗漏现象。

这给我们针对砂性土层施工地墙提供了实践经验，打设降水井保证成墙质量的思路是成功的。通过这个成功的案例，以

后可以在相类似的土层条件下采取深井降水的施工措施，以达到增强质量、减少费用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