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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勘察钻探中
,

为获得有代表性的地质样品
,

对取土管的 结

构尺寸和管靴刃 口形式
、

角度及对各岩层的选择原则进 行 了 初 步 探

讨
,

并提出了解决砂土层施工中的一些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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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

我工程勘察队承担了 某 高

层民用建筑的工程地质勘察任务
。

完工钻孔

个 其中 个为技术控制孔
,

完 成 工作

量
,

质量完全符合设计要求
。

现将

钻探施工经验简述如下
。

技术控制孔的孔内

试验和岩土取样

工程地质钻探施工工艺与岩心钻探有一

些差别
。

工程地质钻探的技术控制孔
,

不仅

要划分层次和采取岩心
,

而且要进行取样和

孔内测试
。

这就给钻探施工带来 一 些 新 问

题
。

因为取样和孔内测试都要求地层是原始

状态的
。

因此
,

在取样和做孔内测试时
,

施工

要认真
,

操作要细心
,

不能 用水冲孔钻进
,

并且要求孔底干净
,

这就势必给钻探施工带

来困难
,

影响生产效率
。

解决这一问题
,

只

能采用干钻
、

少钻
、

多起钻等劳动强度大的

办法
。

如使用螺杆钻
,

不要超螺旋钻进
,

以

尽量减少扰动上 , 使用抽泥钻具时
,

应旋转

几周
,

使它能够从底部切断岩土
,

以减少残

留物 , 做标准贯人试验时
,

应适 当增加预 击

量
,

减少误差 , 取样时
,

取上器的击入量 也

应适当增加
,

以保证样品质量
。

这些都是指

在土层 中施工而言的
。

土质量和效率
。

后根据施工情况
,

对取土器

的取土管和管靴的结构尺寸作了改进 图
、

。

圈 取土 , 与 , 段

一取土管内径 , 一取土管外径 ,

一管讹

内径 一管靴 外 径

闷图困
·

取土器结构的改进

起初
,

我们所使用的取土器结构单一
,

不能适应地层的变 化而加以选择
,

影响 了取

日 , 段刃 口形 式

一单倾斜刃 口 , 勺一双倾 斜 刃 口

如所周知
,

取土管内径 和管 靴 刃

口内径 之差与刃 口内径 之 比
,

称为内



间距比
‘

取土器管靴外径
。 和 取

土管外径 之差与取土管外 径 之比
,

称

外间距比
。 ,

用公式表示为

一
,

一 。

而取土器的取土管和管靴的内
、

外间距

比及管靴形式和角度的选择
,

对取土质量有

一定影响
。

内间距比大
,

难以保证岩样采取

率
,

但可改善取样筒与取土管之间的受力状

况
,

便于下卸 , 外间距比大
,

增加了取土器

的面积比
,

从而增大土样的扰动度
,

但可改

善取土器与孔璧的受力情况
,

便于起拔
。

因

此
,

我们在施工中是根据所取样的土层来选

择内
、

外间距比和刃 口形式及角度的
。

对于

软土层
, ‘

一般取
, 。

取
,

采用单倾斜式刃 口
,

角度为
。

左右的管靴 ,

对于硬粘土
, ,

一般取
, 。

取
,

采用双倾斜式
,

刃 角 为 的 管

靴
。

管靴刃 口一般都要进行热处理
,

洛氏硬

度可达
。

砂层施工

由于施工地区属翰江冲积 平 原
,

其 下

砂层较厚
,

从粉细砂层到圆砾细砂层
,

厚度
,

给钻探施工带来困难
。

首 先
,

我

们选用抽筒式钻具钻进
,

往往只能钻至含砾

中砂层就不再进尺
,

且钻速慢
,

因而不能正

确划分地层界限
。

同时
,

无法在孔 内做标准

贯人和动力触探等原位测试
。

这是因为
,

用

抽筒式钻具钻进时
,

抽吸力较大
,

致使孔内

涌砂严重
。

其次
,

我们又采用了双层套管护

孔
,

虽起到一定的作用
,

但容易出现超样或

采样不足等现象
,

也达不到孔内试验要求的

最低涌砂量
。

其主要原因是 勺破坏 了孔 内

饱和水结构 , ②抽筒式钻具结构 尺 寸 不 合

理 , ③操作不 当
。

针对上述问题
,

在施工 中我们采取 了以

下措施

往孔内回滋水 砂层是含水层
,

而

粘土层是涌水层
,

当钻穿粘土层 进 入 砂 层

时
,

破坏了含水层的 饱 和 结 构
,

水位就上

升
,

砂也随着水的活动而上升
,

涌入孔 内
。

此时
,

立即往孔 内回灌淡水
,

使水位达到孔

口 甚至高出地面
,

产生水头压力
,

平衡

地下水位
。

这就减轻了孔 内涌砂现象
,

基本

达到孔 内测试的最低要求
。

合理地选择抽筒式钻其的结构尺寸

在回灌水的同时
,

对抽筒式钻具与套管之间

的配 合 尺 寸 和 结 构 作 了 选 择
,

如 采 用

功 套管护孔
,

则选用必 抽筒式钻

具
,

增大了抽筒式钻具与套管之间的环状间

隙
,

减少了抽吸负压
。

另外
,

对钻具活阀也

作了改进
。

合理操作 在施工中
,

采用二层套

管护孔 法和跟管钻进法
。

就是将一层套管下

至粘土 层
,

保 护 孔 壁 , 另一层套管随钻跟

进
,

它主要是靠 自重或锤击往下跟进的
。

在

操作上
,

要求做到稳中求快
,

不急不躁
,

特

别是提升钻具时
,

提升速度不要过快过猛
,

避免产生较大的抽吸负压 , 回次进尺不宜过

长
,

保证划分层次的准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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