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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水利工程软土地基的特点

淤泥或淤泥质土是软粘土中较为经常见到的且工程地

质的品质特别不好的软土,在一般工程中,淤泥是指自然的

缝隙比亚粘土或粘土压迫大的多, 而淤泥质粘土的定义是

缝隙比要比 1.2大,比 1.5要小的粘土。它们明显特质如下:

1.1缝隙比以及天然含水量较大

我国软土的天然孔隙比通常在一定的科学范围范围

内, 淤泥以及淤泥质土壤的孔隙比都比 1.0～1.5这个区间

大或者相等,天然的含水容量一般都大于液限 w=58～78％

之间,有的竟然能达到 200％。

1.2压缩性较高

中国的淤泥以及淤泥质土的压缩系数比数通常都比

0.5兆帕都要大,如果建筑物是在此类软土土质上建造起来

可能会出现非常大的下沉现象, 特别是出现不均性下沉时,

将会早知建筑物出现裂痕或被破损。

1.3透水性不强

虽然软土含有很多水分,但是其透水性能非常差,渗透

指数极低。正是因为透水能力不好,在土壤受到一定的负载

作用力后,就会出现缝隙水的压力不断增高现象,进而对地

基的固结压密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1.4抗剪强度低

软土一般情况下均表现出软塑或流塑状态, 在外面的

负载力作用下,抗剪性能非常差,根据相关资料调查分析表

明, 我国的软土无侧面限制的抗剪切力强度往往要比每平

方米 35牛要小很多。如果不排水剪时,其内侧磨平的棱角

可以被视为没有作用。如果土层有较为通畅的排水出口时,

它就会伴随有助于压力的不断加大而持续产生固结。相反,

如果土层没有畅通的排水途径,伴随负载力的增加,其强度

就有可能逐渐降低。所以,在此类软土基础上建造的建筑物

最要使用轻量型薄壁的,为了使得建筑的载重可以被减轻。

1.5灵敏度比较高

软粘土中特别是海相沉淀的软粘土, 它在构造上还没

有被完全损毁的情况下尚具备一定的抗剪的强度, 然而如

果它的结构被严重损毁,将把抗剪切力的强度大大降低。我

们常规用灵敏度来反映出软粘土被损毁后的强度相应降低

下降的特点,软粘土灵敏度指数在 5以内或者再高一些。因

此在具有很高灵敏度的软土地基上完成筑堤施工时务必对

地基土结构进行严密保护,最大程度上防止对其的扰乱。

2软土地基上堤防失稳的破坏机理

软土地基中有一个表面上的剪切力一旦比它的抗剪强

度超出很多, 就会将它的稳定性和和平衡状态严重破坏,这

也是引发软土地基上堤防滑动破损的根源, 主要集中在两

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地震和打桩等震动造成的动荷载；在大

堤的施工期间,上部填土荷重不断增大;时,导致剪应力直线

增加；大面积降水致使土体的容积和重量增大;水位的下降

会出现一定的的渗流力等；其二,伴随气候的变化会出现开

裂、冻炸;粘土夹层由于浸水软化以及粘性土的蠕变缝隙水

应力上升等原因造成使软土地基本身抗剪强度持续减小。

3软土地基上筑堤常用的地基处理方法

3.1堤身自重挤淤法

该方法重点是指借助于持续上升堤身的本重把处在流

塑态的淤泥或者淤泥质土向四周挤压, 并在堤身自带重量

的作用下造成淤泥或者淤泥质土壤中空隙水应力全面消解

和有效应力,进而把大幅度提升基抗剪的强度。在淤泥被无

限挤压的全过程中要多采用放缓堤坡、减慢堤身填筑速度

和分期加高的方法防止淤泥产生面积不一的沉陷现象。它

虽然可以节约投资却施工时间长。一般在工期不紧且地基

出现水流状态的淤泥或者淤泥质土的状况下在准许使用。

3.2抛石挤淤法

该方法是在亟待被处理的淤泥或淤泥质的土壤地基

上,洒进适当分量以及适度直径的块状石头石,把最原始的

淤泥或淤泥质土壤挤掉,从而发挥出牢固地基的作用。具体

操作如下：首先将尺寸大于等于 30cm且不容易风化的石

料抛填在已经处理后的堤基之中, 抛填的方向要针对软土

下卧地层的横坡来确定, 横坡如果平坦那么地基中部逐渐

向两边进行扩张；当横坡陡在 1:12时,应该从高处向低处进

行抛填。再在上面铺好反滤层。此种方法具有投资少,施工

的技术具有简单且易操作的优势, 一般用在对流水状态态

的淤泥或者淤泥质土地基的处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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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垫层法是指把无法达到设计提出的要求时, 最靠

近堤防基底的软土挖空,然后用砂石、碎石或石头渣滓这些

压缩性好、较强透水性、超高强度、易被压实的材料作为持

力层完成回填工作。这种方法的施工工艺相对简易,并有可

能因为近水楼台而价格不高, 适用于开挖方量不太大且软

土埋深较浅的区域。

3.4预压砂井法

该方法在排水体系和加压系统的互相合理作用下,排

出地基土中的缝隙水。通常实用的排水系统有排水砂沟、水

平面的排水垫层或其同类排水体以及垂直方向的排水砂井

或塑料排水板；加压系统有真空预压、堆载预压或将地下水

位降低等。可以将堆载预压与真空预压一起进行运用。

其基本做法是这样：首先清除等加固区域这中的植被

和表层土壤,在上面铺砂垫层；然后把塑料的排水板直接插

到最下方,把排水管横向布置在砂垫层中,其作用是改善和

加固地基的排水条件；然后再把密封膜铺设在砂垫层上,使

用真空泵把密土膜中的地基气压抽到 80千帕以上。此方法

由于稳固的时间较长,而且抽真空处理的空间不大,仅仅适

用在处理时间要求不严格的淤泥或淤泥质土地基。此法不

适于流变性能非常强的软黏土和泥炭土等。

3.5振动水冲法

这种方法是利用振冲器 (一根仿佛插入式混凝土振捣

器的工具)的两个喷水的口,在震动以及较大冲刷力的合力

作用下,首先在地基中成孔,再把砂、碎石等材料分别填入孔

内,并逐层进行振实或夯实,加固地基。由于用砂桩、碎石桩

加固初始强度不要过低, 所以不适于较软的淤泥或淤泥

质。

石灰桩、二灰桩都是在桩孔中填上最新鲜的生石灰,或

在生石灰中加入一小部分的常称为二犯的粉煤灰、火山灰,

并对逐层完成击实成桩。它借助于生石灰较强吸水性和膨

胀后对桩周土产生挤密的作用, 离子的合力作用以及空气

中的二氧化碳、水产生的化学反应来将地基的强度提升。

3.6旋喷法

旋喷法是借助旋喷机具导致旋喷桩用来将地基的承载

力提高,还能够作联锁桩施工连续墙用在地基的防渗方面。

旋喷桩是将附着的特殊喷嘴的注浆管放在土层预足的深度

后提高,喷嘴同时以固定的速度完成旋转,高压力下喷射水

泥固化浆液和土体混合并凝固硬化成为桩。形成的桩和被

加固的土体相比较, 具有超高强度和较小压缩力的显著优

势。适用在软黏土、冲填土和粉细砂地基的巩固。由于此法

对于加固有机质成分高的地基土来说效果不明显, 所以应

谨慎使用。更应注意的是此法对于泥炭土、塘泥土等有机质

成分非常的土层严禁被使用。

3.7强夯法

强力夯实是把 80牛顿也就是等同于大于 8吨力的夯

锤,吊起到 6m～30m高度的地方,自由落下夯锤,用来夯实

土体。被夯实后的土体缝隙自动缩小,而且夯点四周产生的

缝隙方便了水的排出,对土体固结非常有好处,使土体的承

载能力得以提高, 减小了夯后地基由建筑负载所导致的压

缩变形状况。强夯法对滨海沉积层、河流冲刷曾层及黄土、

粉尘土、杂填土、泥炭等多种地基都非常实用。

3.8土工合成材料加筋加固法

此法是把土工合成材料平铺于堤防地基表面加大地

基,目的是使堤防荷载被平均分布到地基之中。当地基出现

塑性剪切遭遇损毁时, 土工合成的材料能有效阻止破坏面

的产生或遏制破坏继续延伸的区域, 进而提升地基的最大

承载力。另外,地基土与土工合成材料间的产生摩擦作用将

制约地基土的侧向发生变形,从而提升了地基的稳定性。

4结语

堤防工程的软基处理直接影响到堤防的建设质量与施

工速度,所以要对软基的相关工作格外重视。在施工实践操

作中, 堤防工程的软基处理要严格遵循一定的标准和多年

经验执行,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实践中的问题运用

不同的处理方法,以保障堤防进一步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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