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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长江江心洲超大直径盾构接收井明挖段

超深基坑降水技术研究
李洪财

(中铁十四局集团大盾构工程有限公司,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３１)

摘要:南京长江隧道盾构接收井地处江心洲上,开挖地层以粉细砂层和砾砂层为主,降水施工中成功地克服了强透

水地层分布厚、受承压水影响大、基坑开挖深度深、民房离基坑边沿距离近、降水技术复杂、地表沉降控制难等一系

列技术难题.本文对基坑降水方案设计、施工工艺及地表沉降控制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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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lwayBureau１４Group,NanjingJiangsu２１００３１,China)
Abstract:TheshieldreceivingwellinNanjingYangtzetunnelislocatedattheriverisland;theexcavationismainlyinfine
sandlayerandgravelsandlayer．Inthedewateringconstruction,aseriesofdifficultiesaresuccessfullyovercome,suchas
thickstrongpermeabilityformation,greatinfluenceofconfinedwater,deepexcavationdepth,closedistancefrom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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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aremadeonthedesignoffoundationpitdewatering,constructionprocessandgroundsettlement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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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工程概述

南京长江隧道工程是采用盾构工法施工的双向

六车道城市快速通道工程,该隧道开挖直径１４９６
m,管片外直径１４５m,管片内径１３３m.盾构接

收井工程位于南京市江心洲上,江心洲四面环绕江

水,洲上沉积了连续４３m 左右厚的砂层,周围民房

密集,降水工程既要保证降水效果,又要保证周围房

屋的安全,降水难度较大.
接收井开挖深度２６５m,长２６m,宽４９４m;明

挖段长３３０m,宽４５m,开挖深度斜坡状,即０~１８５
m.接收井及明挖段采取连续墙和钻孔灌注桩加旋

喷桩止水帷幕,围护结构的深度接收井最深,达４２５
m,但没有插入含水层底板,因此,围护结构没能把基

坑内外的含水层隔开,基坑内外的含水层是互通的.

２　水文地质条件

该地段地层上部０~４m 为填土和粉质粘土,４

~４７m 为粉细砂,４７~５１m 为砾砂,５１m 以深为

红色砂岩.地下水水位埋深约１２m,据抽水试验

资料显示,含水层渗透系数K 取１８m/d,影响半径

在４５０~５００m,本次取４５０m.

３　工程特点、难点及对策

３．１　工程特点及技术难点

根据工程实际现状调查,本工程具有如下特点

及技术难点.
(１)基坑开挖深度大且呈斜坡状,最深达２６５

m,最浅到０,长度达３３０m.
(２)含水层分布厚,层厚达４７m,含水层颗粒

细,多为粉细砂,在深井抽水时很容易带走地层中的

粉细砂颗粒,将会给周边环境带来危害.
(３)围护结构没有插入到含水层的底板,没有把

围护结构的内外含水层隔开,因此,围护结构的内外

含水层形成互通.



(４)工程的基坑位于江心洲上,四面环水,地下

水直接得到长江水的补给,且洲上沟塘密布,沟塘与

长江水沟通,部分沟塘的深度已切穿到了含水层,故
其可直接补给含水层.

(５)周围的民房众多,民房为２~３层的砖混结

构,房屋基础较差,降水产生的不均匀沉降将会给房

屋带来很大的破坏.
图１为南京长江隧道降水井平面布置示意图.

图１　南京长江隧道降水井平面布置图

３．２　对策

根据上述特点,通过反复分析研究,确定了如下

对策.
(１)根据开挖深度的特性,把降水井主要集中布

置在接收井周边,只要把接收井范围的地下水位降

到位,其它各点的水位也就达到了要求的降深.
(２)根据含水层的颗粒细,施工中采取生活饮用

水的标准进行施工,保证深井抽出的水含砂量＜１/

２０万.
(３)由于围护结构没有隔断围护结构内外的含

水层,为便于施工,把降水井主要布置在基坑外侧.
(４)通过抽水试验,确定综合渗透系数、抽水影

响半径,以及单井抽水量和抽水含砂量.
(５)根据勘察报告的地层资料,计算预测该地层

的不均匀沉降量,确定对周边房屋的保护处理措施.
必须通过抽水试验验证上述对策是否能满足要

求.

４　抽水试验

本次抽水试验布置水井３口,井深为４０m,孔

径８００mm,井管采用外径５００mm、内径４００mm
的无砂混凝土管,滤料为中粗砂,成井结构如图２所

示.观测井距离抽水井 的 距 离 分 别 为 ４９０９ 和

１３２４２m.抽水试验确定了水文地质参数,获得了

单井抽水能力和检验了抽水含砂量,这些数据为后

面的布井设计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图２　成井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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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试验共进行了３个落程,３个落程的抽水

量分别为１３０２４８、２５８０９６、３７１７８４m３/d.对应

主井水位降深分别为３１９、７０６、１０６m.参见图

３、图４.

图３　涌水量和时间关系曲线

图４　涌水量和降深关系曲线

利用下式计算渗透系数,结果见表１.

K＝
０３２Q〔ln(r２/r１)＋０５(ξ１－ξ２)〕

(S１－S２)(２H－S１－S２)
式中:K———渗透系数,m/d;Q———抽水量,m３/d;

r１、r２———观 测 井 １、２ 到 抽 水 井 的 距 离,m;ξ１、

ξ２———修正参数;S１、S２———观测井１、２的水位降

深,m;H———含水层厚度,m.

表１　渗透系数计算结果(用２个观测井求参数K)

落 程 Q r１ r２ H S１ S２ ξ１ ξ２ K
第一落程 １３０２４８４９０９１３２４２ ４７０６４０４４０００９１ ０２２３５７４
第二落程 ２５８０９６４９０９１３２４２ ４７１３４０８５０００８９ ０１８２９９６
第三落程 ３７１７８４４９０９１３２４２ ４７２０２１２３０ ０１６４６７２

以上计算表明,渗透系数K 在１６~２３m/d时,
选取１８m/d.

根据２个观测井求影响半径R.

lgR＝
Sw(２H－Sw)lgr１－S１(２H－S１)lgγw

(Sw－S１)(２H－Sw－S１)
式中:Sw———去掉水跃值后的水位降深;γw———水

的重度.
计算结果见表２,表３.

表２　观１井影响半径计算结果

落 程 H Sw γw S１ r１ lgR R
第一落程 ４７ ２４５６ ０２ ０６４ ４９０９ ２５５６０３ ３５９７７２
第二落程 ４７ ５４９８ ０２ １３４ ４９０９ ２５０９７９ ３２３４３８
第三落程 ４７ ８１９０ ０２ ２０２ ４９０９ ２５４９９２ ３５４７５２

表３　观２井影响半径计算结果

落 程 H Sw γw S２ r２ lgR R
第一落程 ４７ ２４５６ ０２ ０４４ １３２４２ ２７５４２３ ５６７８４４
第二落程 ４７ ５４９８ ０２ ０８５ １３２４２ ２６７０１９ ４６７９３６
第三落程 ４７ ８１９０ ０２ １２３ １３２４２ ２６６８７５ ４６６３９３

故影响半径为３５０~５７０m,应在２００m 以上,
但作为参数参与计算的影响半径,其对降水影响比

较大的只有几百米,选取４５０或５００m.

５　降水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降水会引起周围的地面沉降,地面沉降分破坏性

的和非破坏性的,为防止降水对周围环境产生破坏性

的影响,首先要对因降水引起的地面沉降量进行预

测,其次再对沉降量进行分析,研究是否产生破坏性.

５．１　模型建立

本次采用数值法对降水方案进行设计.数值法

通过程序化运算可模拟不同复杂条件下的地下水流

状况,能有效解决止水帷幕、各类边界等对地下水流

动造成的影响.进行地下水数值模拟时,一般包括

建立研究区域的水文地质概念模型和相应的数学模

型、模型预测等几个步骤.其中水文地质概念模型

的建立是确定模拟模型(二维模型、准三维模型或三

维模型,参见图５)和数学模型的前提.本次在分析

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及围护结构设计等相关资

料基础上,拟借助 VisualModFlow软件进行计算.

图５　三维模型含、隔水层概化图

因模拟范围较小,场地离水文地质自然边界较

远,为了克服边界的不确定性对计算结果造成的影

响,根据相关资料,本次以场地各方向向外扩展５００
m,人为设定为定水头补给边界,即模拟区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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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０m×１０５０m.根据勘察资料,潜水含水层初始

水位标高取值５５m,承压含水层定水头边界值标

高取值０１m.
按隔水边界处理,考虑深部地墙施工质量难以

控制,适当考虑接缝渗漏,４５ m 以下深度地墙按

００２m/d的透水性考虑.

５．２　地下水流模型

根据以上建立的概念模型,在不考虑水的密度

变化的前提下,可以给出相应的地下水流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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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xx、Kyy、Kzz———平行于主轴x、y 和z 方向

的渗透系数,m/d;W———单位体积流量,用以代表

流进或流出的源汇项,m３/d;h———点(x,y,z)在t
时刻的水位,m;Ss———储水率,L/m;S———贮水系

数;Sy———给 水 度;M———承 压 含 水 层 厚 度,m;

B———潜水含水层厚度,m.
初始条件:

H(x,y,z,t)＝H０(x,y,z,０)　(x,y,z)∈Ω
边界条件:
(１)第一类边界条件:

H(x,y,z,t)Γ１
＝H１(x,y,z,t)　(x,y,z)∈Γ１

(２)第二类边界条件:

K
∂H(x,y,z,t)

∂n Γ２

＝q(x,y,z,t)

式中:Ω———立体时间域;H０(x,y,z,０)———研究

区各层初始水头值;H１(x,y,z,t)———研究区各层

第一类边界Γ１ 上的已知水头函数(Γ１);q(x,y,z,
t)———第二 类 边 界 Γ２ 上 的 单 位 面 积 法 向 流 量

(Γ２),对于隔水边界,q＝０.

５．３　降水引起的地面沉降计算

在降水期间,降水面以下的土层通常不产生明

显的固结沉降,而降水面至原始地面的土层因排水

条件好,会在所增加的自重应力下产生快速沉降.
因此,可以用公式进行估算降水引起的沉降值.

对于粘性土类:

S＝
αΔPΔH
１＋e０

＝
αΔH２γw

１＋e０

对于砂土类:

S＝
ΔPΔH

E ＝
ΔH２γw

E

式中:S———降水所引起的沉降值;α———计算土层

的压缩系数;e０———计算土层的孔隙比;ΔP———降

水产生的自重附加应力;ΔH———降水深度;γw———
水的重度;E———降水深度范围内土层的压缩模量.

以接收井附近的J２ Ⅲ０５ １９孔资料为依据,
计算结果见表４(表中孔隙比等数据取中间值).

表４　地层最大沉降量

层序 层厚/m 孔隙比 压缩系数 压缩模量/MPa 最大沉降量/mm

②３ ０２ １１３３ ０５８ ００５３
④ ２５ １１４０ ０７２ １０３０４
④２ ３８ ０９０３ ０３３ ７２９ ９７０６
⑦１ １０１ ０７４２ ０１５ １２６３ ３９５７６
⑧ ９４ ０６８６ ０１４ １３１４ ３２９５０
合计 ２６０ ９２５８９

由表４可以看出,当地下水降深达２６m 时,其
地面的最大沉降量为９２６mm,根据表４及把⑦１

层和⑧层再化分分层计算其沉降量,得到地面沉降

与地下水降深之间的关系曲线如图６所示.从图６
可以看出,地面沉降量与地下水水位降深之间的趋

势线呈直线关系,平均每米地下水水位降深引起的

地面沉降量为３５４７mm.
计算本工程降水最大深度在工作井,民房离开

工作井的距离在５０m 以上,根据计算分析,５０m 以

外的水位降深＜２０m,从图６看其对应的地面沉降

量在６０mm 左右.

图６　地面沉降量与地下水降深关系曲线

５．４　降水对周边环境不良影响的防范措施

为把降水引起的地面沉降量控制在周围环境可

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１)防范抽水带走地层中的细颗粒.在成井时

滤料选用中粗砂,不宜选择“绿豆”砂;在降水抽水时

要随时注意抽出的地下水含砂量是否达到标准,若
达不到标准应采取措施.特别是发现抽水变混浊,
应立即停泵,报废该降水井.

(２)在５０m 范围内特别是３５m 范围内的建筑

民房,是重点监测对象,必要时对这些建筑采取浅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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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灌防范措施.５０m 以外的建筑特别是１００m 以

外的建筑民房注意监测即可,一般不会引起不良问

题,不需要采取处理措施.

６　降水设计

根据上述工程的特点、抽水试验获得的参数以

及降水将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的分析,设计了降水方

案:降水将围绕工作竖井进行,只要把竖井的地下水

水位降到设计高程,其他各点地下水水位均能降到

设计高程.为方便施工,保证施工安全,降水井主要

布置在基坑外侧,基坑内部少量布置,在降水初期协

助降水、疏干地层中的地下水,适当时候停水观测地

下水水位,降水后期当作水位观测井.

６．１　基坑涌水量

因工作井与后续段之间无止水帷幕,整体水位

降深需满足工作井降水.
经过模型运行分析,水位降至设计要求时,本段

总涌水量约６４８０m３/d,共布置６口降压井(含１口

观测兼备用井),坑外水位下降约０６m(参见图７).
本段模型计算基于止水帷幕隔水性能良好的

图７　水位下降示意图

假设前提,考虑到卵石层含水层透水性好、工作井水

位降深大,为防止围护结构缺陷造成坑内水位无法

降至设计要求,本次安全系数按５０％考虑,坑内布

置８口降压井(３口观测兼备用井),采用直径３２５
mm的钢管,根据原望江路试验段降压井抽水资料,
单井出水量能达到４８００m３/d,本段降水井最大可

满足约４万 m３/d的总涌水量需求.
地下水流数学模型涉及的模型参数主要为渗透

系数(Kxx、Kyy、Kzz),其值的大小直接决定概念模

型与实际水文地质模型的拟合程度以及基坑涌水量

预测的大小.根据地勘资料及附近工程基坑降水资

料,模型地层参数取值见表５.

表５　各模型概化层渗透系数取值

概化层 主要地层 Kxx Kyy Kzz 备 注

第１层 ⑥层上部的填土及
粉、砂性土地层

８ ８ ３ 潜水含水层

第２层 ⑥层、⑨层粉质粘土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相对隔水层

第３层 ４ 圆砾、１ 卵石 ５４ ５４ ５４ 承压含水层

第４层 基岩风化层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基岩裂隙水

在 VisualModflow中,降水井可以设置过滤器

长度、出水量等参数,与实际工程有较好的对比性.
根据原试验段降压井降水资料,单井最大出水能力

可达４８００m３/d,本次考虑围护结构封闭止水影响,

封闭段取单井水量约９６０~２４００m３/d;敞开段单井

水量约２０００~３６００m３/d.

６．２　水位降深预测

用潜水含水层完整井稳定流公式检验最终水位

降深,公式为:

S＝H０－ H２
０－

Q
１３６６K

〔lgR０－
１
nlg(r１r２r３rn)〕

式中:S———水位降深;Q———基坑涌水量;K———渗

透系数;H０———自然水位;r１r２r３rn———各井距

基坑中心或各井中心处的距离;n———降水井数量.
计算结果见表６.
当涌水量达５００００m３/d时,除泵房外,基坑开

挖范围内地下水水位都能降到设计高程,对于泵房,
另外再布置２口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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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特征点水位降深预测

基坑涌水量/
(m３d－１)

特征点
预测水位
降深/m

设计水位
降深/m

降水效
果评价

４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AA１
２１８６９
２６１５９
３１５９９

２７５

不满足

不满足

满足

４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AA２
２２６７９
２７２６９
３３３２１

１７１

满足

满足

满足

４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AA３
１６８０１
１９６１６
２２７５７

１３５

满足

满足

满足

４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AA４
１２３０１
１４５５３
１６５９７

１０５

满足

满足

满足

４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AA５
８３２４
９４９５

１０７０３

１２０(水 泵
房),其它点

６０

泵房处不能满
足,在旁边加２
口井

４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AA６
５３３１
６０４６
６７７４

３８

满足

满足

满足

６．３　降水管井深度

设计井深由下式确定:

Hω＝Hω１＋Hω２＋Hω３＋Hω４＋Hω５＋Hω６

式中:Hω———降水井深度;Hω１———基坑深度,本基

坑深度２６５m;Hω２———降水后要求水位距离基坑

底的距离,本次降水要求２m;Hω３———Hω３＝ir０,i
为水力坡度,在降水井分布范围内为１/１０~１/１５,

r０为降水井排间距的１/２m,井间距为２m,Hω３取１
m;Hω４———降水期间地下水位的变化幅度,取０m;

Hω５———过滤器工作部分长度,取１０m;Hω６———沉

淀管长度,设计０５m.
故:Hω＝２６５＋２＋１＋０＋１０＋０５＝４０m.

７　降水施工

(１)成井质量是降水设计方案成败的关键.
本次施工选用８QZJ １６０型正循环回转钻机

进行钻进成孔,成孔孔径８００mm.
(２)采用泥浆护壁,严格控制泥浆密度和粘度,

密度１２~１６g/cm３,粘度控制在１７~１８s.
成孔后,一定要认真换浆.换浆后泥浆密度＜

１１０g/cm３.防止泥浆过浓影响出水,泥浆过稀则

易造成塌孔事故.
(３)本次降水,从上到下全部采用无砂混凝土管

作为井管,井管质量从严把关,确保成井的正常使

用.

(４)严格按照含水层颗粒分析资料选择滤料,并
满足填砾石数量要求,保证充盈系数≥１２.

(５)采用水泵洗井,反复进行,直到满足洗井前

后两次涌水量差值＜１０％,水中含砂量＜１/２０万.
出现井内涌砂现象时,应立即报废.

(６)严格按照降水设计方案施工,生产过程中发

现抽水效果良好,各项指标均达到规范要求.

８　结论

(１)施工过程通过观测井测量记录,验证抽水试

验的参数选取比较符合实际,可以满足施工,为降水

设计奠定了基础.
(２)基坑抽水量的预测合理,即预测基坑侧向补

给涌水量在４１３１６m３/d,基坑静储量按３０日抽水

计算每天３５９７９m３,合计７７２９５m３/d,即初期基坑

涌水量８万 m３/d,后期在５m３/d,与实际抽水量

(７５m３/d)比较接近,少走了弯路.
(３)成井工艺是关键,成井工艺保证了单井出水

量大,保证了抽水含砂量小,保证了地层中砂不被带

走,保证了周边的环境安全.
(４)沉降预测比较接近实际,避免了为保护环境

问题而花费不必要的费用,节省了工程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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