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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经宁波江北、余姚、上虞、绍兴，至萧山成品油油库。

管道全长158公里，设计管径355.6毫米、壁厚6.4毫米，采用高

频直缝电阻焊钢管，材质为L360，设计工作压力6.4MPa。 ■

工程特点 该条管道地处浙东地区，这里河流密布、沟渠纵横

，公路铁路横贯其中，俗称水网地区。该地区大部分农作物

是水稻，由于气候温和，一年三季稻，产量很高。全年的地

下水位在0.5～1.0米范围内。该段均为淤泥质软土，承载能力

很差。 根据地质分类完全可以将这种地形划为沼泽地带，但

它又与沼泽有一定区别，主要是这里水系发达，田地被分割

成许多小的地块。 该地段对工程的主要影响是：不能进入施

工机具，不能进行机械化施工。 ■施工方法与措施 管道施工

在遇到沼泽地带时，一般采用铺设施工便道、修筑施工作业

带的方法，使施工机具能够进入现场。但在农田地区，这种

方法不太适用，因为这会破坏该地区的地貌和结构，不符合

环保要求。因此，不能采用以往的机械化流水作业，必须因

地制宜，区别对待。 管材运输。充分利用当地发达的公路及

乡间土路将管材尽量运、卸到位，每500米一堆，以便布管。

布管作业采用人工抬管，因为使用机械会陷入稻田地里，也

会破坏地表层，影响下步的焊接作业。卸管时将管子卸到施

工作业带内，使抬管的距离不超过500米，每12人一组，每次

抬一根管，可根据施工的需要配备若干个作业组。 焊接作业

。由于大型设备不能进场因而不能实施机械化作业，就采用



多个小机组分段包干，灵活调配，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这

样，可以集中突击。虽然效率较低，但根据施工计划组织多

个作业机组，完全可以满足施工进度的要求。 挖沟与下沟作

业。因为该段是淤泥质软土，地下水位高，挖出的沟不能成

型，必须采用分段下沟的方法，挖沟作业必须与管道下沟结

合起来同时进行。三台单斗挖沟机为一组联合作业，即一台

挖沟另两台下沟和回填。根据现场施工经验，挖沟与下沟的

间距控制在100～120米内，否则管沟就要塌方。管线下沟与

管沟回填，的间距同样控制在100～150米内，否则堆土引起

下沉使管沟变浅达不到要求。这样边挖沟、边下沟、边回填

，保证了施工质量和进度。 穿越公路。因当地的地下水位高

，地基较软，所以公路路基很深，而且公路的边沟就是水渠

，管道须同时穿越公路与水渠，穿越深度一般在4米以下。管

道穿越采取沉井法进行穿越，这种方法就是先用钢筋混凝土

做一个沉井，用人工将沉井中的土挖出，边挖边使沉井下沉

，使沉井沉至预定的深度，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使沉井保证

平衡。然后浇注混凝土垫层将沉井的底封住。沉井作好后立

即进行穿套管和干线管作业。 穿越河流。该条管道地处浙东

水网地区，大大小小的河流非常多，平均每500米穿越一次。

主要采用三种施工方法：一是定向钻穿越，对于水面宽度大

于20米的河流，采用定向钻穿越；二是顶钢套管，这种方法

与穿越公路相同；三是大开挖穿越，对于小型河流（水面宽

度在20米以下）采用大开挖方式比较好。 该工程施工地区属

淤泥质软土，且地下水位高，施工难度较大，所以施工较以

往有所不同，其主要施工特点： 管沟开挖全部用人工。首先

在穿越点两端筑坝截流，然后抽干其中的水；其次打木桩或



钢板桩并加固，打桩深度为4米以上；然后进行人工开挖，在

开挖过程中和管段就位前进行排水降水。 组织人工抬管就位

。因是软地基，吊装设备用不上，只能组织人工抬管就位，

就位后立即从两端往管段内注水增加管段的重量避免管段上

浮。然后进行压载回填。压载需用压载块，压载工序是至关

重要的，若压载不到位，过一段时间由河底回填土形成的淤

泥所产生的浮力，会使管段上抬，造成埋深达不到设计要求

而重新返工。 ■水稻田地区管道敷设小结 （1）选在冬春季

节地下水位较低的时候进行施工。 （2）该类地区水渠河流

较多，并且地表承载力低，设备行走困难，影响施工，为了

减少设备搬迁次数，不宜使用大型施工机具，必要时可使用

沼泽施工专业设备。 （3）不宜采用机械化流水作业，而应

化整为零，采用小机组、分段包工的施工形式。 （4）挖沟

与下沟必须同步进行。 （5）由于地层含水量处于饱和状态

，大开挖穿越时必须压载，否则会使管段上浮，造成埋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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