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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通常施工中，在雨污管道施工采用露天开挖施工，在市

政道路的修建过程中，由于城市道路规划红线或者周围复杂

环境的影响，这种施工方式往往会地形的限制不得不选择其

他施工方法。市政工程中雨污水管道顶管推进施工技术是类

似于盾构法的一种施工技术，在提升施工效率的同时有效地

保持管道的密闭性，并且对原有工程影响极小。论文将结合

实际工程施工，对顶管逆作法施工进行分析。

2 工程概况

2.1 雨水工程

某立交工程——雨、污水工程。其中，在此介绍雨水工

程 YB 段和 YD 段。

雨水工程YB段：环路下穿段雨水不能自流排出，采

用泵站提升排除，雨水管道起点接环路道路凹点处雨水边

沟，向西敷设至雨水提升泵站，经泵站提升后继续向西敷

设，终点接至接入同期设计YA段1200mm雨水管道中，最终

排入幸福渠。

YD段（主线下穿段和立交范围内东北角慢行道路排水）：

主线下穿段和立交范围内东北角慢行道路 L 雨水不能自流

排出，采用泵站提升排除，雨水管道起点接主线下穿段道

路凹陷处的雨水边沟，管道由西向东敷设至立交东北角（位

于立交红线范围内）的雨水提升泵站，中间转输慢行道路

L 处 YD4 一段雨水，经泵站提升后的雨水沿立交范围内东

北角慢行道路 N 向北排，至主线 K1+540m 处穿主线排至幸

福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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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污水工程

污水管道共分 WA、WB 两段进行施工。

WA 段污水管道起点位于主线道路桩号 K1+603.4m

处，沿道路中心东侧 30.0m 处由南向北敷设，至道路桩号

K0+939m 处后，由西向东敷设至立交范围红线，沿立交范

围红线内侧 3.0m 处向北敷设至道路中线北侧 14.5m 处后，

由西向东敷设，终点接至环路现状 d500mm污水预埋管道中。

WB 段污水管道设计起点位于主线道路桩号 K2+574m 处，

沿道路主线和立交范围红线由北向南敷设，终点至 WA 段

d1000mm 污水管道中。

2.3 顶管工作井

雨水管道 YB2-YB5 段、YD3-YD4 段、YD4-1-YD4 段

采用顶管施工。污水管道 WA9-WA20 段和 WB1-WA16 段均

采用顶管施工工艺。WA10、WA16、WB4 检查井为 D=10m

圆形顶管检查井，YD4-2、WA14、WA18、WB20、WB2、

WB6 检查井为 9m×6m 顶管工作井，共 9 座顶管工作井，

WA11、WA13、WA15、WA17、WA19、WB1、WB3、

WB5、WB7 检查井为 6m×6m 顶管接收井，共 9 座接收井，

顶管工作井及接收井内管道基础采用混凝土管道采用 180 度

混凝土基础。

2.4 管线调查

进场施工前，根据勘察单位提供勘察报告并结合现场实

际情况，联系甲方相关单位协助调查施工区域内的所有管

线。据调查有电力管线 3 处，国防光缆 1 条。但均对该顶管

施工无影响，无电线电杆。

3 工程地质条件

3.1 地下水

本次勘察期间，在钻孔中测得稳定地下水位埋深为

13.30~16.50m，高程 359.21~359.66m，属潜水类型。据区域

水文地质资料，现为年平水期水位，水位年变幅 2.0m左右。

本次雨污水顶进过程中设计高程不受地下水影响，不需要采

取降低地下水措施。

3.2 基坑支护参数

工作井及接收井尺寸分别为（内轮廓线长 × 宽）

6×9m，6×6m，壁厚 80cm，埋深 5.65~8m。井壁外侧采用

双排旋喷桩帷幕进行围护，旋喷桩直径 50cm，间距 40cm，

叠加部分 10cm。井壁施工采用逆作法施工，分层厚度不宜

大于 2m。其中，图 1 为结构设计平面图。

为防止洞口涌水、涌砂，降水引起砂土流失，在洞口

侧和后背侧再各增加四排高压旋喷桩，桩径 50cm，间距

40cm，叠加部分 10cm。

4 雨污水管道施工

4.1 基坑施工顺序

测量数据—测量员放线—地质勘查—地下管线调查—桩

施工—基坑降水—钢筋制作—基坑土方开挖─绑扎钢筋─

满堂支架搭设─模板安装─浇筑混凝土─拆模─挖下层土

─循环施工—浇筑地板混凝土—联合验槽—顶管施工。

4.2 施工工艺流程

制浆—高压泵送浆液至钻机—机器就位—喷水试验—

钻孔—打钻设计高程—塞住喷水孔—旋喷—旋喷结束—复

图 1 结构设计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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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钻机离场。

4.3 施工方法

①施工前先进行场地平整，挖好排浆沟，做好钻机定位。

要求钻机安放保持水平，钻杆保持垂直，其倾斜度不得大

于 1%。

②高压喷射注浆施工：机器到位—贯入注浆管—试喷

射—喷射注浆—拔管及冲洗等。在插入旋喷管前，先检查密

封圈是否封闭，插入后先作高压水射水试验，合格后方可喷

射浆液。若发现有浆液喷射不足，影响桩体的设计直径时，

立即进行复核。

③喷到桩高后迅速拔出浆管，用清水冲洗管路，防止凝

固堵塞。相邻两桩施工间隔时间应不小于 48h，因本工程旋

喷桩为满布，所以施工采用跳空施工的方式进行。

第一，压力参数的确定。本工程压力选择为 25Mpa 左右，

具体施工过程中由工人师傅操作。

第二，旋转提升参数的确定。根据常年工程施工经验，

旋转速度宜控制在 25r/min 左右，旋喷提升速度宜控制在

20~25cm/min。

第三，布孔形式。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沿护壁外侧矩形

布孔。井壁外侧为两排旋喷桩，桩径 50cm，间距 40cm，咬

接 10cm，沿井壁环形布置。

4.4 顶管工作井施工技术参数

工作井安全等级，按照《建筑深基坑施工技术规范》

JGJ311的等级划分，本工程工作井临时支护使用期限≤1年，

工作井安全等级确定为二级。

结合本工程施工特点，逆作法钢筋砼支护施工工艺流程

为：开挖土体—绑扎钢筋—支模板—第一段井体浇筑—土方

再开挖—第二段钢筋制作—第二段模板制作—第二段井体

浇筑—底板浇筑—封底。

5 结语

市政道路雨污水管道是新城市市政建设的基本要求，在

工程实践中应优化施工工艺，按流程将雨污水管道安装到

位，确保每道工序的施工质量均可满足要求。论文对雨污水

管道施工的施工展开分析，为类似工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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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检修。另外，应该合理布设消防贮水池。对于同一层建筑

或成规模的小区，应采用区域集中消防加压贮水系统，尽量

使用同一个消防水池和水箱及同一套加压系统，能有效地避

免因多个贮水池使用大量消防贮水及定期换水所导致的水量

浪费，同时还能够有效地降低工程成本，方便集中管理。

4 结语
建筑给排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采取综合措

施实现节能节水的目标。建筑用水具有用水量大、时间段集

中、容易产生超标消耗等特点，因此需要从给排水系统加强

节能节水目标控制，这样才能有效减少用水量和浪费量，从

而实现促进经济发展、减少环境污染、提升城市宜居属性的

目的。为了做好建筑给排水的节能节水，可以从设计合理的

供水系统、选择合适的节水设备、采用废水再利用系统、增

加水表的功能设置等方面入手，这些措施是相辅相成的，相

互之间联合使用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后续研究过程中，

应该增加智能化的元素，也就是说通过采用智能控制技术，

提前设计好节能节水的综合目标，将其根据建筑物的单体位

置分布和单位时间用水量进行分解，通过分解目标的实现促

进综合节能节水目标的实现，这样才能提高控制措施的有效

性。另外，应该积极引入智能化控制元件实现对水供应的在

线调节，向水量需求大的建筑物进行快速大流量供水，同时

注意压力的实时调节，防止超高压力给使用设备带来破坏，

这样才能减少能源消耗并且提升供水效率。总之，只有综合

使用多种技术措施，才能提高建筑给排水节能节水的综合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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