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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F_A3_E5_A4_A7_E6_c63_541540.htm 1 概 况 鄱阳湖口大桥

是江西省交通厅亚行贷款项目九江至景德镇一级汽车专用公

路上的一座特大型桥梁，也是江西省跨越鄱阳湖的第一座桥

梁 。桥址位于鄱阳湖出长江2.5～3 km处。其桥位处工程地质

的主要特点是：覆盖层厚度大，种类多，松散软弱；岩性状

态不均，岩面起伏大，，断裂构造展布多条，裂隙、岩溶异

常发育。大桥全长3 793 m，分为引桥、主桥副孔和主桥主孔

三大部分。主桥副孔(自55号墩～85号墩)为30孔50 m跨径简

支T梁，下部基础采用单排独立的2根φ2.2 m钢筋混凝土钻孔

灌注桩。桩长30～70 m。既有摩擦桩，亦有柱桩。柱桩嵌岩

深度为1～1.5 倍的桩径。采用浅埋护筒、泥浆正循环、冲击

钻成孔的方法施工。施工过程中，遇到了工勘遗留物、溶洞

、裂隙漏浆等一系列技术难题。本文着重介绍处理这些技术

难题的方法。 2 钻机主要参数 钻机主要参数见表1。 表1 钻机

主要参数 钻架类型 卷扬机 钻头 泥浆泵 起重能力/kN 功率/kW

型式 高度/m 直径/m 重量/t 流量/(m3*h-1) 功率/kW 自制扒杆

式 100 75 字形、六爪形 2 2.16～2.2 6.8～7 54～151 22 3 主要技

术难点的处理 3.1 工勘遗留物 勘测单位提供的“工勘遗留物

一览表”显示，副孔有工勘遗留物的孔位达11个，遗留物为

工勘钻孔套管和取芯管。遗留物长短、埋深相差极大。 工勘

遗留物的存在，给钻孔桩施工带来了极大的困难。65号墩左

孔，当时由于勘测单位提供的“工勘遗留物一览表”没有显

示该孔有工勘遗留物，而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结果该 



孔成孔后，进行检孔时，检孔器在离孔口19 m的位置下不去

。经潜水工水下探察，发现1根φ146的工勘套管斜插入孔壁

内，外露长度达3m。孔壁形成“ ”字槽，造成整个孔回填重

砸。在以后的钻孔过程中，我们采用“直接冲砸，环箍检查

”的方法进行施工，未再发生一件由工勘遗留物引起的事故

。具体做法：在钻头离其底部约30cm的位置，周围用φ20的

钢筋焊一个环箍，经常检查环箍，当发现环箍变形大或被损

坏时，即根据进尺情况，回填一定深度的片石重砸，直至环

箍完好无损地穿过该处。用此法处理工勘遗留物十分有效。

3.2 溶洞的处理 湖口大桥副孔下伏基岩为石灰岩，岩溶十分发

育，在揭露基岩的工勘孔中，有16个孔见溶洞。最大溶洞高

度达20.96m。溶洞串最多个数达4个。溶洞中既有充填物的，

也有半充填和无充填物的。除64号墩左桩位由于工勘资料未

揭示其有溶洞，而未引起注意造成塌孔外，其余有溶洞的孔

位均未发生由溶洞引起的施工事故。溶洞处理方法如下。 (1)

技术人员及钻机机组人员充分掌握地质资料情况。每个孔位

的地质柱状图都单独列出，发给有关人员，让他们知道溶洞

的位置、大小、充填情况。 (2)钻至离溶洞顶部1 m左右时，

准备足够的小片石或狗头石(直径10～20 cm)和粘土，粘土要

做成泥球(φ15～20cm)，对于半充填和无充填物的溶洞要组

织足够的水源。 (3) 钻至离溶洞顶部1 m左右时，在1～1.5 m

范围内变换冲程，逐渐将洞顶击穿，防止卡钻。 (4)对于空溶

洞或半充填的溶洞，在击穿洞顶之前，要有专人密切注意护

筒内泥浆面的变化，一旦泥浆面下降，应迅速补水，然后根

据溶洞的大小按1：1的比例回填粘土和片石，进行冲砸堵漏

，只有当泥浆漏失现象全部消失后才转入正常钻进。如此反



复使钻孔顺利穿越溶洞。 (5)对于特大型空溶洞或半充填的溶

洞，为了防止孔壁坍塌，采用套筒隔离上部松软地层的方法

进行处理。例如，71号墩左孔溶洞高度达20.96m，上部有5 m

高的空洞。采取下列措施处理：首先将φ2.16 m的钻头扩大至

φ2.26m，冲砸至圆砾土层后，将钻头提起，下内径为φ2.26

m(壁厚16 mm)的钢套筒至孔底，再将钻头直径改为φ2.16m

继续冲砸，直至击穿溶洞。然后回填粘土片石混合物(比例1

：1)，采用1～1.5 m的冲程将洞内冲砸密实，再转入正常钻进

。. (6) 对于溶洞内充填物为软弱粘性土或淤泥的溶洞，进入

溶洞后也应向孔内投入粘土、片石混合物(比例1：1)，冲砸

固壁。 (7) 钻头穿越溶洞时要密切注意大绳的情况，以便判断

是否歪钻。若歪钻应按1：1的比例回填粘土和片石至弯孔

处0.5 m以上，重砸。 3.3 裂隙漏浆的处理 湖口大桥除位于湖

口复式向斜核部外，还飞跨着名的赣江大断裂北端。所以桥

位基岩内断层、节理裂隙十分发育。裂隙惯通性好，延伸远

，张开宽度达1～5cm，无填充。裂隙对钻孔桩施工造成的主

要困难是漏浆。副孔60根桩中由裂隙引起的漏浆孔位达32个

。由于护筒埋深浅(入土深度3m，处于淤泥层中)，漏浆极易

引起孔壁坍塌。但由于采用的施工方法得当，除少数孔外，

塌孔事故基本上得到了抑制。特别是83号墩，其左桩漏浆达6

次，右桩漏浆达8次，泥浆面下降速度最快的为0.92m/min，

均未造成塌孔。对裂隙漏浆的主要处理措施为： (1) 入岩前，

准备充足的水源和1～2台水泵。 (2) 准备足够的粘土，并将粘

土做成泥球(φ15～φ20cm)。 (3) 准备一定数量的小片石或狗

头石，直径10～20 cm。 (4)密切注意护筒内泥浆面的变化情

况。当泥浆面迅速下降时，证明正在漏浆。首先要赶快补水



，然后将泥球往下投，即可将漏浆堵住。之后，将粘土和片

石按大约1：1的比例往下投约2m，再重新开钻。这样砸碎的

片石和大颗粒土可将裂隙填充一定的距离(随裂隙宽度变化)

，可钻进一定深度而不漏浆。当再次漏浆时，仍按上述方法

处理，即可逐步钻至设计孔底标高。 4 结 语 每项基础工程在

施工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技术难题，要使施工顺利进行，关

键在于找对处理方法。湖口大桥副孔桩基施工中遇到的这些

难题的处理方法，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总结出来的，也是

行之有效的。对同类型技术难道的处理提供了参考。 （百考

试题岩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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