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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给水排水工程顶管技术规程》(CECS246：2008)已经出版，为了与该规程配套，特组织规程的主
要编制人员编写这本《顶管工程设计与施工》，以满足广大顶管工程设计与施工的技术人员需要。

　　《顶管工程设计与施工》由葛春辉主编，主要内容涉及设计、施工及顶管设备等方面，代表了当
前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内容丰富，图文并茂。
本书可供从事顶管工程的设计、施工、科研人员及高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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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加泥过程中应做到： （1）对于不同的土质应选用不同的泥浆配比； （2）对于
不同的土质应注入不同的泥浆量； （3）对于注入泥浆的管理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4）对于注入泥
浆的管理必须讲科学。
 刀排的后面焊有多根搅拌棒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
加泥以后只有通过搅拌棒的不断搅拌，才能使由作泥材料制成的浆液与挖掘下来的土沙拌和得很均匀
，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改良后的土体变得具有良好的塑性、流动性和止水性。
 它的第三个特点是开口率达到100％。
在所有土压平衡的顶管机中，只有DK式的开口率达100％，其他或多或少都有面板，且根据不同的土
质，开口率从20％～60％不等，这也是其他顶管机适用土质范围不广的原因之一，而且也使得它们所
测得的土仓内的压力不一定与挖掘面上的土压力相等的主要原因。
 有面板的顶管机之所以要设计成面板，其原因就是要用面板来防止挖掘面上土的坍塌。
因此，土质越软，面板所占的断面积就越大，开口在整修断面中所占的面积就越小；反之，则相反。
可是，在实际顶进过程中，尤其是在长距离顶管或者是在复杂条件下的顶管中，土质变化很大，使这
种设计难以适应。
 例如，在黏性土的河床底下顶管中，出洞和出洞前后的一段土质往往比较硬一些，而河床底下水质往
往会比较软一些，在河床覆土深度较浅时更是如此。
这时，如果这类顶管机的开口率设计得比较大，对穿越河床是有利的。
但是，在进出洞前后的顶进就有可能产生一些问题。
 最严重的是由于刀盘的开口率较小，在遇到比较硬、自立性又比较好的土时，如果顶进速度和螺旋输
送机的排土又不相一致，土压的平衡就无法维持。
假设这时主顶油缸推进速度较慢，而螺旋输送机的排土较快，那么，泥土仓内的土压力会下降。
这时，安装在泥土仓隔板上的土压力表所显示出来的仅仅是泥土仓压力，而并非是刀盘前所平衡的挖
掘面上的土压力。
若刀盘的进土量少，挖掘面上的土压力可能很大。
挖掘面上的土压力与泥土仓内的土压力，这两者之间会有一个压力差，即△P，通常的规律是土越硬
，开口率越小，这个△P就可能越大；反之则越小。
因此，面板式顶管机往往达不到真正的平衡效果。
 而加泥式顶管机是无面板的，其开口率达100％。
虽然，土压力表同样设在泥土仓的隔板上，但它所测得的压力却完全与挖掘面上的平衡土压力相等，
△P=0。
因此，它的平衡效果要好许多，适用的土质范围也宽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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