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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围堰是指在水利工程建设中，为建造永久性水利设

施，修建的临时性围护结构，其作用是防止水和土进入

建筑物的修建位置，以便在围堰内排水，开挖基坑，修

筑建筑物。围堰常见种类包括：钢板桩围堰、钢管桩围

堰、钢套箱围堰和混凝土围堰等。海中做排水围堰成本

高，安全风险大，在海底风化岩层建造不排水围堰，回

收隧道掘进机的机头，工程量少，施工速度快，综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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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降低。

一、技术方案

近海深埋风化岩层不排水围堰的施工方法，旨在解

决在解决在海中做排水围堰回收隧道掘进机的机头的工

程量大，施工速度慢的问题。

为实现上述目的，提出一种近海深埋风化岩层不排

水围堰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如图 1.1

图1.1

近海深埋风化岩层不排水围堰的施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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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海深埋风化岩层不排水围堰的施工方法，用于建造近海深埋风化岩层不排水围堰，从而在水中进行隧道

掘进机的机头回收，近海深埋风化岩层不排水围堰的施工方案工程量少，施工速度快，建造的综合成本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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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图说明

图2.1为近海深埋风化岩层不排水围堰的

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2.2为图1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图中：1围堰主体、211支撑杆、11钢管桩、3闸板、

2支撑框结构、31连接段、21框边、32阻尼段。

三、具体实施方案

近海深埋风化岩层不排水围堰，图 1.1-2.2 提供的

近海深埋风化岩层不排水围堰的一实施例，参阅图中实

施例，所述近海深埋风化岩层不排水围堰包括围堰主体

1、支撑框结构 2 和多个闸板 3，所述围堰主体 1 包括呈环

形布设的多根钢管桩 11，相邻两根所述钢管桩 11 间隔设

置，每一所述钢管桩 11 沿上下向延伸设置；所述支撑框

结构 2 撑设于所述围堰主体 1 的内侧；所述多个闸板 3，

每一所述闸板 3 设于相邻两根所述钢管桩 11 之间，用以

阻挡海泥进入所述围堰主体 1 内。所述支撑框结构 2 包括

首尾相接的四个框边 21，相邻两个所述框边 21 之间设有

支撑杆 211。每一所述闸板 3 包括连接于两个所述钢管桩

11 之间的连接段 31，所述连接段 31 的两端分别沿背向所

述支撑框结构 2 的方向弯折以形成两个阻泥段 32。根所

述钢管桩 11 的施工工位包括沿第一方向相对的两个第一

排施工工位以及沿第二方向相对的两个第二排施工工位，

每一所述钢管桩 11 包括多节钢管段，所述闸板 3 包括多

个相互连接的闸板段。

技术方案中，所述近海深埋风化岩层不排水围堰包

括围堰主体 1、支撑框结构 2 和多个闸板 3，所述围堰主

体 1 包括呈环形布设的多根钢管桩 11，相邻两根所述钢

管桩 11 间隔设置，每一所述钢管桩 11 沿上下向延伸设

置；所述支撑框结构 2 撑设于所述围堰主体 1 的内侧；所

述多个闸板 3，每一所述闸板 3 设于相邻两根所述钢管桩

11 之间，用以阻挡海泥进入所述围堰主体 1 内。多根所

述钢管桩 11 呈环形布设以形成所述围堰主体 1，且相邻

两根所述钢管桩 11 间隔设置，以使所述围堰主体 1 不防

水，所述支撑框结构 2 由四个所述框边 21 首尾相连组成，

通过在相邻两个所述框边 21 上设置所述支撑杆 211，以

提高所述框边 21 之间的连接强度，从而使所述支撑框结

构 2 具有更好的强度，有助于保证所述围堰主体 1 的稳定

性，在相邻两根钢管桩 11 之间设置所述闸板 3，所述闸

板 3 由所述连接段 31 和位于所述连接段 31 的两端的所述

阻泥段 32 组成，通过所述连接段 31 与所述钢管桩 11 的

连接，从而将所述闸板 3 固定在相邻两根所述钢管桩 11

之间，以阻挡海泥进入所述围堰主体 1 内，从而形成所

述近海深埋风化岩层不排水围堰，以在水中进行隧道掘

进机的机头回收，所述近海深埋风化岩层不排水围堰的

工程量少，施工速度快，建造的综合成本降低。

近海深埋风化岩层不排水围堰的施工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步骤 S10、插打呈环形布设的多根钢管桩 11，以形

成围堰主体 1；

步骤 S20、在所述围堰主体 1 内侧一次安装支撑框结

构 2；

步骤 S30、在每相邻两根所述钢管桩 11 之间安装闸

板 3；

步骤 S40、多次开挖所述围堰主体 1 内的海泥，并配

合多次在所述围堰主体 1 内侧安装支撑框结构 2；

步骤 S50、最终开挖所述围堰主体 1 内的海泥至海泥

终预设位置；

步骤 S60、浇筑混凝土垫层至所述围堰主体 1 的底

部，以形成不排水围堰。

多根所述钢管桩 11 呈环形布设，且相邻两根所述钢

管桩 11 间隔设设置，第一步，通过插打多根所述钢管桩

11 以形成不防水的所述围堰主体 1，第二步，在所述围

堰主体 1 内侧安装第一个所述支撑框结构 2，以对所述围

堰主体 1 进行支撑 211，提高所述围堰主体 1 的稳定性，

第三步，在相邻两根所述钢管桩 11 之间设置所述闸板 3，

以阻挡海泥自相邻两根所述钢管桩 11 的间隙进入所述围

堰主体 1 内，第四步，多次开挖所述围堰主体 1 的海泥，

并配合多次在所述围堰主体 1 内侧安装所述支撑框结构

2，以在所述围堰主体 1 的内侧自上向下形成多个支撑

211 点，从而进一步提高所述围堰主体 1 的稳定向，第五

步，开挖所述围堰主体 1 内的海泥至预设位置，以将所

述围堰主体 1 内的海泥全部清除，第六步，在所述围堰

主体 1 的底部浇筑混凝土垫层，最终形成不排水围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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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步骤 S10 包括：

步骤 S11、架设施工平台，以显露两个所述第一排

施工工位；

步骤 S12、在两个所述第一排施工工位处，插打所

述钢管桩 11；

步骤 S13、调整施工平台的位置，以显露两个所述

第二排施工工位；

步骤 S14、在两个所述第二排施工工位处，插打所

述钢管桩 11。

在插打环形布设的多根所述钢管桩11建造所述围堰

前，先架设施工平台，以便在所述施工平台上进行多根所

述钢管桩11的插打，所述施工平台上设有两个所述第一

排施工工位和所述第二施工工位，先在两个所述第一排施

工工位处插打所述钢管桩11，然后调整所述施工平台的位

置使所述施工平台露出所述第二施工工位，在两个所述第

二施工工位插打所述钢管桩11，以形成所述围堰主体1。

进一步地，步骤 S14 包括：

步骤 S141、桩位放样；

步骤 S142、校准第一节钢管段的放置位置；

步骤 S143、预插打所述第一节钢管段至第一预设深

度，并校准所述第一节钢管段的垂直度；

步骤S145、插打所述第一节钢管段至第二预设深度；

步骤 S146、多次焊接其余的钢管段，并配合多次插

打，多次校准对应的钢管段的垂直度，以形成钢管桩 11，

并将所述钢管桩 11 插打至管桩终预设深度。

在 实 施 例 中， 所 述 第 一 预 设 深 度 为 H， 且

1m ≤ H ≤ 2m。在插打所述钢管段时，先预插打所述第

一节钢管段至预设深度，即将所述第一节钢管段插打 1m

至 2m 深，然后校准所述第一节钢管段的垂直度。通过将

所述第一节钢管段预插打 1m 至 2m 深，以使所述第一节

钢管段插设在设定位置，此时所述第一节钢管段的插打

深度较浅，当所述第一节钢管段的垂直度不满足要求且

无法校正时，便于上拔所述第一节钢管段重新插打。

在实施例中，所述钢管段的外径为D，且D=610mm，

所述钢管段的壁厚为t，且t=10mm。通过采用直径D为

610mm的所述钢管段，以减少所述围堰主体1建造时所述

钢管桩11的数量，从而减少所述钢管桩11的插打数量，

有助于减少施工量，加快施工速度，将所述钢管段的壁厚

t设为10mm，以使所述钢管段具有足够的强度。

进一步地，步骤 S146 包括：

步骤 S1461、对照偏移参考点检测对应钢管段的顶

部横向偏移量；

步骤 S1462、在所述顶部横向偏移量大于预设偏移

量阈值时，调整插打钻具进行纠正；

步骤 S1463、当纠正至所述顶部横向偏移量小于预

设偏移量阈值时，继续焊接和插打；

步骤 S1464、当不能纠正时，上拔已焊接的多个所

述钢管段，重新插打。

在实施例中，所述钢管桩 11 总长 36m，由 3 节所述

钢管段焊接形成，在所述第一节钢管段插打完成后，对

照偏移参考点检测所述第一节钢管段的顶部横向偏移量，

将所述第一节钢管段的所述顶部横向偏移量与所述预设

偏移量阈值进行比较，在所述第一节钢管段的顶部横向

偏移量大于预设偏移量阈值时，调整插打钻具进行纠正，

当纠正至所述第一节钢管段的顶部横向偏移量小于预设

偏移量阈值时，继续第二节钢管段焊接和插打；当不能

纠正时，上拔所述第一节钢管段，重新插打；所述第一

节钢管段插打完成后，且所述第一节钢管段的顶部横向

偏移量小于预设偏移量阈值时，焊接和插打所述第二节

钢管段，在所述第二节钢管段插打完成后，对照偏移参

考点检测所述第二节钢管段的顶部横向偏移量，将所述

第二节钢管段的所述顶部横向偏移量与所述预设偏移量

阈值进行比较，在所述第二节钢管段的顶部横向偏移量大

于预设偏移量阈值时，调整插打钻具进行纠正，当纠正至

所述第二节钢管段的顶部横向偏移量小于预设偏移量阈值

时，继续第三节钢管段焊接和插打；当不能纠正时，上拔

已焊接的所述第一节钢管段和所述第二节钢管段，重新插

打，在所述第二节钢管段插打完成后，且所述第二节钢管

段的顶部横向偏移量小于预设偏移量阈值时，焊接和插打

所述第三节钢管段，以形成所述钢管桩11，对照偏移参

考点检测将所述钢管桩11的顶部横向偏移量，将所述钢

管桩11的顶部横向偏移量与所述预设偏移量阈值进行比

较，在所述钢管桩11的顶部横向偏移量大于预设偏移量

阈值时，调整插打钻具进行纠正，当不能纠正时，上拔所

述钢管桩11，重新插打。其中所述预设偏移量阈值为A，

0mm≤A≤200mm，所述通过在校正所述钢管桩11的顶

部横向偏移量，以保证所述钢管柱的垂直度，进而使多根

所述钢管桩11形成的所述围堰主体1不易倾倒。

四、结束语

近海深埋风化岩层不排水围堰的施工方法，建造所

述近海深埋风化岩层不排水围堰，以在水中进行隧道掘

进机的机头回收，所述近海深埋风化岩层不排水围堰的

工程量少，施工速度快，建造的综合成本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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