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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手册由全国水利水电施工技术信息网组织全国水利水电工程界的各专业的权威单位和专家历经
数年之艰辛编写而成。
本书是其地基与基础工程卷，书中结合最新颁布的有关规程标准，总结了我国近十年来水利水电工程
中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
内容包括水泥灌浆、高压喷射灌浆、化学灌浆、深层搅拌法、振冲法、混凝土防渗墙、灌注桩、沉井
、预应力锚固、断层破碎带处理，以及有关的资料附录等。
　　本书内容权威、资料丰富、实用性强,是从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有关专业人员的
必备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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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1.3 无盖重灌浆 有的时候，由于某些原因难以做到在浇筑盖重混凝土以后再进行
固结灌浆，这就需要在无盖重条件下灌浆。
无盖重灌浆又有两种情况：浇筑找平混凝土后灌浆和在裸露基岩上灌浆。
找平混凝土也可以用喷混凝土代替。
我国许多工程在尽量坚持有盖重灌浆时，也把无盖重灌浆作为一个重要的补充措施。
 长江三峡工程的部分坝基固结灌浆采取了浇筑“找平混凝土”的方法。
找平混凝土的浇筑应在建基面开挖达到设计高程并经验收合格后进行，找平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与大坝
基础混凝土相同。
浇筑厚度一般为30—40cm，以填平低洼坑槽为主，新鲜完整岩体可部分外露。
待找平混凝土强度达到70%的设计强度后，固结灌浆的钻灌作业可以开始。
 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进水塔基岩进行的无盖重固结灌浆在基岩面上浇筑了20～50cm的“垫层混凝土”
，在垫层混凝土的保护下，先进行表层3m岩体的固结灌浆，在岩石里形成“盖板”，而后进行以下岩
体的灌浆。
 四川二滩拱坝坝基固结灌浆原则上自无盖重灌浆开始，至有盖重灌浆结束。
无盖重灌浆在岩石裸露条件施工，主要进行3m孔深以下岩体的灌浆，3m以上通过接管引自坝后集中
地点在浇筑坝体基础混凝土后再行灌注。
 4.2 固结灌浆孔的钻进 固结灌浆孔的孔径不小于38mm即可，几乎可以使用各种钻机钻进，包括风动或
液动凿岩机、潜孔锤和回转钻机。
工程上可以根据固结灌浆孔的深度、工期要求和设备供应情况选用（详见本章第三节）。
一般说来，孔深不大于5m的浅孔可采用凿岩机钻进，5m以上的中深孔可用潜孔锤或岩芯钻机钻进。
 固结灌浆钻孔的孔位偏差对于有盖重灌浆通常要求不大于10cm即可，无盖重灌浆常常应当根据现场条
件在适当范围内选择调整。
钻孔方向以垂直孔居多，无盖重灌浆时，可以适当向主裂隙面垂直方向倾斜。
为施工方便钻孔斜度用钻机的钻杆方向控制，有的工程规定孔斜不大于50。
 在盖重混凝土上进行固结灌浆时，为了避免钻孔时损坏混凝土内的结构钢筋、冷却水管、止水片、监
测仪器和锚杆等，除在设计时妥善布置固结灌浆孔位外，重要部位应当采取预埋导管等措施。
预埋管可用聚氯乙烯管。
 4.3裂隙冲洗 一般情况下固结灌浆孔不需要采取特别的冲洗方法。
但对不良地质地段灌浆时常常要求进行裂隙冲洗，有时要求强力冲洗（高压压水冲洗、脉动冲洗、风
水联合冲洗或高压喷射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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