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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基础工程施工中不良地基的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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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年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水利水

电事业也迎来了卓越的发展,尤其是兴建了很多的大型水电工

程项目,虽然这些项目的实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

益,但是,由于施工环境的复杂性,实际的施工过程中,常常会面

临一些不良地基的施工条件,加剧了基础施工难度,如果处理不

当,将会导致整个基础工程面临非常大的结构问题。在未来水

利水电工程项目实施时,一旦遇到了不良地基的施工条件,就需

要结合对现场情况的调查,来选择有效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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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中不良地基的危害

1.1 造成土坡失稳 不良地基对水利水电工程的危害性

非常大,其中,土坡失稳现象非常常见,一旦在施工时出现了这

一现象,将会使得水利水电工程存在非常大的结构安全风险。
不良地基条件下,土坡原有的平衡状态将被打破,在受到巨大的

外力冲击作用下,土坡内部结构将难以维持原状,某一部位将会

沿着一定方向出现下移或者外移。
1.2 降低地基承载力 不良地基与地基基础的稳固性与

安全性有着直接的关系,水利水电工程项目中,对于地基承载力

有着严格的标准。从概念来看,地基承载力指的是地基能够承

受上部建筑物对地基施加压力而又不对地基内部结构产生破坏

的能力。如果在施工过程中遇到了不良地基,地基条件的特殊

性,使得其地基的承载力将相对较差,难以承受上部荷载,当地

基的承载了超出了标准限值以后,地基坍塌将难以避免。
2 水利水电基础工程建设中不良地基的几种处理方法

2.1 排水固结法 排水固结法在不良地基的处理方面非

常有效,在实际的处理过程中,需根据现场情况,来制定最为可

行且有效的处理方式,改善原有的地基条件。具体的应用中,工
程人员需结合现场不良地基的分布情况、特征,在地基周边进行

排水系统、加压系统的布设,利用这些排水设施来及时排出不良

地基中多余的水分,当多余的水分排出以后,就可以有效改变原

不良地基的性质,提高地基承载力。在饱和软黏土地基中,排水

固结法的应用优势非常突出,能够有效改善地基条件。但是,排
水固结法在应用之前,往往还需要开展严格的加压处理,通过真

空预压、塑料排水板的使用,为后续的排水固结法应用创造良好

的前提条件。
2.2 置换法 水利水电工程项目中,不良地基的处理方

面,置换法的应用优势也非常突出,但多用于地基范围小、不良

土质较浅的情况,用优良土质代替原有的不良土质,可以使得水

利水电工程项目的不良地基得以改善。置换法应用时,要首先

将不良地基范围内的表土挖除,随后,用压实性相对较好的土质

来加以回填处理,最后通过压实、夯实等一系列处理方式,来彻

底改变原有地基条件,这一方式对提高地基承载力、稳定性非常

有效。
2.3 化学加固法 在不良地基的处理方面,在原有土壤中

添加一定的化学药剂,可以使得该化学物质能够与土壤充分反

应,在此条件下,土壤中的部分液态物质会被转化为固体物质,
也就可以使得不良地基内的土壤硬度大大提高,地基承载能力

增强。但是,化学加固法在不良地基中的应用范围十分有限,在
一些土壤黏度和水分含量相对较高的不良地基中的应用可以获

得良好的效果。
3 水利水电工程中不良地基处理实例

3.1 深覆盖层 在某水利水电工程项目施工时,会经常遇

到深覆盖层的施工条件,比如,以某水利水电工程项目为例,在
该工程地基中,河流冲积或者其他因素使得在区域内形成了厚

度非常大的冲积基层,使得该区域形成了深覆盖层不良地基。
根据对工程现场的地基条件发现,此工程区域的地基条件具有

以下特征,即土体松散、孔隙率高、渗透性强,这一特征使得在地

基处理的过程中,往往无法保障开挖、清除的彻底性,压缩、变形

和渗漏问题严重,甚至深覆盖层中存在软弱夹层,地基的抗滑性

和稳定性都相对较差。针对水利水电工程项目中的这一情况,
就可以采取以下的处理方式。(1)改变此地基条件下的受力情

况,可以选用摩擦桩基;(2)固结灌浆和帷幕灌浆方式来对此处

的不良地基加以灌浆;(3)采用夯实法、振动夯实来将该不良地

基的土壤表层加以压实、夯实处理。
3.2 软弱带

3.2.1 高倾角软弱带处理 在高倾角软弱带的处理上,需
首先在该区域内开挖出宽度为 1~1.5 倍的软弱带,并在其两侧

开挖边坡,开挖时严格控制边坡开挖比例,将其作为混凝土塞。
如果该区域的软弱带宽度较大且较为宽松,可以选用混凝土拱

或者混凝土梁,通过这一方式,使得两侧完整岩体可以实现对上

部荷载的分担。对于土坝坝基软弱带的处理,可以选择阻水盖

板,这一方式下,在清除了部分软弱带以后,回填黏土或混凝土,
有效消除渗漏现象对坝身填土的冲刷。在防渗齿墙和开挖防渗

井回填混凝土的方式,使得在软弱带和库水相通的上游段避免

出现严重的渗流情况。而针对高倾角软弱带坝肩位置处,采用

预应力锚固、传力框架和混凝土传力墙的方式,同样可以实现结

构的优化。
3.2.2 缓倾角软弱带处理 针对缓倾角软弱带的处理,施

工过程中,需结合实际情况,通过混凝土填补方式来消除软弱带

对整个结构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如果在施工过程中遇到了软弱

带上层岩体粉碎和清除难度大的施工问题,或者整体开挖的工

作量非常大时,尤其要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最佳的处理

方案。挖除和填补灌浆作业开展时,需严格通过平硐和竖井来

完成。
4 结束语

水利水电基础施工时,不良地基条件的存在加剧了施工处

理的难度,为了让基础结构能够有效承受上部荷载,就需要结合

现场不良地基的分布条件和特征,选择最为有效且恰当的处理

方式,实现地基加固,消除不良地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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