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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冲碎石桩在水库坝基处理工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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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振冲碎石桩具有施工速度快、工艺简单、投资低、加固效果好的优点，被广泛应用于水利工程、道路修建、建筑
工程等多个领域。 在四川会理县黎溪镇大海子水库坝基处理工程中采用了振冲碎石桩技术。 结合该工程实例，介
绍了振冲碎石桩的施工原理、施工工艺、施工顺序、施工情况等，并对该工艺的实用价值和经济价值进行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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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水利工程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建设项目，

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地基处理是其中较为重要
的一道工序。 地基是承载水利建筑物的基础部分，
其质量的好坏，对于整个水利工程项目的质量控制
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地基处理方法中，振冲碎石桩
是其中较为常见、经济的施工技术之一，因此广泛被
应用于水利、道路、建筑以及桥梁等多个领域。 振冲
碎石桩处理技术不仅具有施工速度快、工艺简单、投
资低、加固效果好的优点，还能对天然的土体进行有
效利用，使原有的软土地基与所构建的桩体形成复
合地基，从而提高地基整体的承载力，确保水利工程
后期施工的顺利进行。 本文以四川会理县黎溪镇大
海子水库坝基处理工程为例，详细阐述振冲碎石桩
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

1　工程概况
大海子水利工程位于凉山州会理县南部黎溪区

境内，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有农村人、畜用水的跨
流域引水中型灌溉工程。 工程修建水库总库容

１９５０万 ｍ３ ，枢纽工程包括大坝和放水洞。 大海子
水库为Ⅲ等工程，主要建筑物按 ３级设计，次要建筑
物按 ４ 级建筑物设计，防洪标准按 ５０ 年一遇设计，
１０００年校核，消能防冲标准按 ３０ 年设计。

大坝坝型采用砾质土均质土坝，大坝下游设块
石棱体排水，上、下游坝坡采用砼六方块护坡；坝基
采用振冲碎石桩加固，坝基、坝肩采用帷幕灌浆防
渗。 坝基内有机质土层分布普遍较厚，需要通过地
基加固处理，来提高地基土的强度，满足筑坝土体荷
载等设计要求，加固处理有机质土是本次振冲碎石
桩施工的难点与重点。

2　工程地质条件
2．1　地层情况

根据钻探揭露及地表调查，大海子水库坝址区
共划分为 ５ 个地层单元，各地层特征及分布如下。
2．1．1　坝体、坝基填筑土（Ｑ４

ｍｌ）
坝体填筑土：黄褐、红褐色，干，稍密—中密，以

粉质粘土为主，含大量强风化砂岩、泥岩角砾、碎屑，
大部分不坚固，少量较坚固，干钻钻进速度较快。



坝基填筑土：灰、灰白色，湿，松散—稍密。 该层
分为 ２部分，一为坝基建基面碎石垫层材料，以碎石
为主，石质成分主要为灰岩、白云质灰岩，含量 ６０％
～８０％，粒径一般 ５０ ～２００ ｍｍ，最大可见 ２８０ ｍｍ，
尖棱状，较坚固—坚固，以粘性土充填。 二为坝基振
冲碎石桩桩体材料，以碎石为主，石质成分主要为灰
岩、白云质灰岩，含量 ８５％ ～９５％，粒径一般 ３０ ～
１８０ ｍｍ，最大达 ２３０ ｍｍ，尖棱状，较坚固—坚固，由
于碎石桩是镶嵌在有机质土中，部分有机质土挤压
进入碎石空隙中。 钻探揭露厚度 １．３０ ～５．２０ ｍ。
2．1．2　第四系全新统冲积层（Ｑ４

ａｌ）
有机质土：灰黑、深灰色，软塑，以粘粒为主，含

腐殖质，易污手，稍具臭味，局部含大量腐化植物碎
屑，质轻，质地疏松，分布不均匀，干钻钻进速度快，
缩径现象严重。 该层为本次地基处理的软弱土层，
钻探揭露层顶高程介于 １８０６．４８１ ～１８１０．６８０ ｍ，层
底高程介于 １７９７．６７９ ～１８０１．１８１ ｍ，揭露厚度 ５．３０
～１２．３０ ｍ。
粘土：黄褐、灰褐色，局部浅灰绿色，可塑—硬

塑，以粘粒为主，含少量粉粒，局部含圆砾，分布不均
匀，干钻钻进速度中等。 该层为设计的复合地基持
力层，钻探揭露层顶高程介于 １７９７．６７９ ～１８０１．１８１
ｍ，层底高程介于 １７９４．５９１ ～１７９８．７０８ ｍ，揭露厚度
０．７０ ～４．７０ ｍ。
2．1．3　第四系全新统坡洪积层（Ｑ４

ｄｌ ＋ｐｌ）
粉质粘土：红褐、黄褐色，硬塑—坚硬，以粉粘粒

为主，含少量碎石及角砾，分布不均匀，干钻钻进困
难。 揭露厚度 ５．３０ ～９．４０ ｍ。
2．1．4　第四系上更新统冲积层（Ｑ３

ａｌ）
粘土：深灰、灰、灰黑色，软塑—可塑，以粘粒为

主，含少量圆砾，含腐殖质及腐、炭化植物碎屑，分布
不均匀，局部泥质弱胶结，干钻钻进速度较快。 揭露
厚度 ５．３０ ～９．４０ ｍ。
含砾粉质粘土：浅灰绿、灰、灰褐色，硬塑—坚

硬，局部呈可塑，以粉、粘粒为主。 含 １８％ ～４２％圆
砾，粒径一般 ４ ～２０ ｍｍ。 局部见卵石，主要石质成
分为砂岩，少量为灰岩，亚圆形，不坚固—较坚固，分
布不均匀，泥质弱胶结，干钻钻进速度较慢。 揭露厚
度 １．２０ ～７．１０ ｍ。
2．1．5　三叠系上统至侏罗系下统白果湾群地层（Ｔ３

－Ｊ１ｂｇ）
弱风化砂岩：深灰、灰黑色，主要矿物成分为长

石，含石英及少量云母，粉粒—中粗粒结构，泥质—
钙泥质胶结，薄层—中厚层状构造。 节理裂隙较发
育，局部裂面见黄褐色铁锰质浸染，岩心较破碎，岩
质较坚硬。 该层为坝址区下伏基岩，最大钻探揭露
厚度 ３．２０ ｍ，埋深介于 ２１．９０ ～３３．２０ ｍ，层顶高程
介于 １７８２．３７０ ～１７８９．７８１ ｍ，未揭穿。
2．2　工程地质条件分析

坝址区内未见滑坡、崩塌、泥石流等不良地质现
象，特殊岩土为有机质土（软土），对坝基稳定影响
较大，是本次振冲碎石桩处理的重点及难点。 据钻
探揭露坝基下部为有机质土，该层局部含大量腐化
植物碎屑，标准贯入试验锤击数为 ３．２ ～６．２ 击，承
载力特征值 fａｋ ＝７０ ｋＰａ。 根据土工试验成果和现场
直剪试验成果，该层密度 ρ ＝１．８０ ｇ／ｃｍ３，孔隙比 e
＝１．４６，天然含水量 W ＝６２．１％，压缩系数（平均
值）α１ －２ ＝１．４４０ ＭＰａ －１，α２ －３ ＝１．１５ ＭＰａ －１，压缩模
量 Eｓ１ －２ ＝１．７ ＭＰａ，Eｓ２ －３ ＝２．２ ＭＰａ，粘聚力 c ＝１３
ｋＰａ，内摩擦角 φ＝９°，具有天然含水量高、孔隙比
大、压缩性高和均匀性差等特点，对坝基稳定性影响
大，需进行特殊处理方可作为坝基基础持力层。

3　振冲碎石桩施工
3．1　施工原理

振冲碎石桩是处理软土地基的一种施工方法，
该法主要通过振冲器的作用，在待处理地基土体当
中进行成孔施工，以振密的填料替换软土后变形成
坚实的碎石桩，然后与天然地基结合形成具有较强
承载力的复合型地基。 振冲碎石桩处理后的地基，
不仅提升了土体的排水性，还提高了地基的稳固性，
减少了地基不均匀沉降病害的发生。
3．2　施工工艺流程

振冲碎石桩施工顺序一般采用由一侧到另一侧

或由里到外的流程，有秩序的施工能够提高工程的
效率，将部分软土进行有效排除，方便后续的置桩控
制。 若施工地区的地基强度偏低时，可采用间隔振
冲的方式进行施工，尽量避免桩间土质出现变动的
情况。 其具体的施工工艺流程如图 １所示。
3．3　施工工序

（１）对施工地区进行场地清理，然后接通电源
和水源。

（２）导入整个施工场区的测量控制线，并按设
计要求布置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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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振冲碎石桩施工工艺流程图

（３）各仪器设备准备就位，调整好振冲器的位
置及高度，使其对准桩位。

（４）造孔。 将正对桩位的振冲器的压力泵开
启，振冲器末端出水口喷水后，再启动振冲器，待振
冲器运行正常开始造孔， 使振冲器缓慢贯入土中，
直至设计桩底标高；造孔过程中振冲器应处于悬垂
状态。 振冲器与导管之间有橡胶减震器联结，因此
导管有稍微偏斜是允许的，但偏斜不能过大，防止振
冲器偏离贯入方向。

（５）清孔。 清孔处理需要 １ ～２ 次，清孔时可将
振冲器提出孔口或在需要扩孔地段上下反复提拉振

冲器。
（６）填料加密。 采用连续填料制桩工艺。 制桩

时应连续施工，加密从孔底开始，逐段向上，中间不得
漏振。 当达到加密电流和留振时间时信号指示灯亮
起，信号灯亮后将振冲器上提继续进行下一个段加
密，每段加密长度应控制在 ５０ ｃｍ以内，重复上一步
骤工作，自下而上，直至加密到设计要求桩顶标高。

（７）结束。 关闭振冲器，关水，制桩结束，移位
进行下一根桩的施工。

具体的施工工序如图 ２所示。

图 ２　振冲碎石桩施工工序示意图

3．4　施工情况
本次地基改造施工之前，已有另外两家单位进

行过振冲碎石桩试验施工，因试验效果达不到设计
要求而告终，我单位受邀对本次地基改造工程进行
试验施工。 本次地基改造工程使用的振冲碎石桩技
术各参数设置如下：造孔水压、清孔水压、加密水压
控制在 ０．６ ～０．７ ＭＰａ，气压控制在 ０．４ ～０．５５ ＭＰａ，
加密段长度控制在 ０．３ ～０．５ ｍ，加密电流设定为
２００ Ａ，留振时间设定为 １０ ｓ。 布桩形式采用等边三
角形布桩，桩间距 ２．０ ｍ，桩长为 １７．０ ｍ。
3．4．1　常规水冲振冲法施工

以桩号 ＳＹＹ３振冲施工情况为例。
（１）造孔：振冲施工时上部约 ３ ｍ 受坝基填筑

土层、前期振冲施工遗留的桩头及碎石褥垫层的影
响造孔困难，振冲器贯入土层中的速度非常慢，振冲
器进入有机质土层后贯入的速度有所提高，但不是
太明显，随着贯入深度的增大，当到达粘土层时，受
地质条件形成结构的影响，振冲器贯入该土体的速
度又明显的降低。 造孔电流值最低为 １１５ Ａ，最高
为 １６０ Ａ。 造孔时的水压相对稳定值在 ０．７ ～０．８
ＭＰａ，造孔全过程耗时 ６０ ｍｉｎ。

（２）清孔：清孔水压同上，清孔耗时 １３ ｍｉｎ。
（３）加密情况：加密水压同上，设定加密电流为

１４４ Ａ，加密段长间距为 ０．３ ～０．５ ｍ，留振时间设定
为 １０ ｓ。 当加密电流值和留振时间值达到预设定值
时，指示信号灯共同亮起，表明该段长的加密工作完
成，依次类推，直至将加密工作完成。 该桩加密时间
耗时 １００ ｍｉｎ。

（４）施工评价：完成该桩施工总耗时为 １７３ ｍｉｎ，
投料总方量为１８．２ ｍ３ ，实际单位填料量是 １．０７ ｍ３ ／
ｍ，未到达设计要求 １．５ ｍ３ ／ｍ单位填料量，经重型圆
锥动力触探检测锤击数＞９，满足设计要求。 对以上
施工情况进行分析后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①施工初期处于施工摸索阶段，填料量比设计
值偏低，桩径比设计值偏小，需要调整施工参数或优
化改进施工措施；

②重型圆锥动力触探锤击数＞９，加密段间距和
留振时间可作为延后试验参数；

③拟设定 １４４ Ａ加密电流施工参数的桩径和填
料量没有达到桩径 １．２ ｍ 和单位填料量 １．５ ｍ３ ／ｍ
的设计要求，需要采取措施扩大孔径；

④在试桩施工的造孔过程耗时长，存在造孔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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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速度慢的原因，为提高功效，需要对工艺上加以改
进，提高造孔速度。

综上所述，建议在延后试桩施工时优先考虑采
取相应措施以扩大孔径，保证填料量。
3．4．2　外界高压气辅助水冲振冲法施工

以桩号 ＳＹＹ２振冲施工情况为例。
工艺上的改进措施是采用外接高压气辅助水冲

振冲法施工，即在原振冲设备上增加供气系统加以
辅佐。

（１）造孔：气泵辅佐气压值设定为 ０．５ ＭＰａ，水
压值设定为 ０．６５ ～０．７５ ＭＰａ，该孔造孔耗时 ５０
ｍｉｎ，比上根桩造孔节约时间 １０ ｍｉｎ，造孔工效有所
提高，造孔电流值同上根桩差距不大。

（２）清孔：清孔水压值、气压值同上，清孔耗时 ８
ｍｉｎ，比上根桩清孔耗时缩短了 ５ ｍｉｎ，清孔工效也有
所提高。

（３）加密情况：加密水压、气压同上，加密段长
度及留振时间同上根桩，仅将加密电流上调到 １５２
Ａ。 该桩加密耗时 １０２ ｍｉｎ。

（４）施工评价：完成该桩施工（ＳＹＹ２ 桩施工桩
长为 １５．５ ｍ）总耗时为１６０ ｍｉｎ，投料总方量为１７．４
ｍ３ ，实际单位填料量为 １．１２ ｍ３ ／ｍ，未到达设计要求
１．５ ｍ３ ／ｍ单位填料量，经重型圆锥动力触探检测锤
击数＞９，满足设计要求。 对以上施工情况进行分析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①施工初期处于施工优化阶段，填料量以及桩
径没有达到设计值，还需要继续调整施工参数及调
换、优化振冲器等设备；

②重型圆锥动力触探锤击数＞９，桩体密实度有
所保障，加密段长和留振时间没有必要再作调整和
优化；

③振冲器外接高压气之后对提高振冲造孔的工
效略有提高，在延后的试桩施工可以保留该辅佐设
备；

④调换振冲器设备，对设备进行优化，相应的个
别参数也必将随之变化，但还需要根据施工的具体
情况作出界定。

综上所述，建议在此后试桩施工时优先考虑调
换振冲器设备进行根本性的施工优化，以达到扩大
孔径及增大填料量的目的。
3．4．3　设备优化后的施工

以桩号 ＳＹＹ１振冲施工情况为例。

改用新型 ＢＪＶ３７７ －１５０ 型振冲器，对振冲器设
备内部结构增加偏心块，增大了激振力，同时振幅也
随之得到增大。 对设备进行优化后，并仍旧采用外
接高压气辅助的振冲法施工。

（１）造孔：水压调整为 ０．６ ～０．７ ＭＰａ，造孔气压
不变，设定为 ０．５ ＭＰａ，经调整优化后的振冲器设备
的造孔电流平均值为 １９０ Ａ，最高达到 ２４０ Ａ，最低
为 １４５ Ａ，造孔耗时 ３５ ｍｉｎ。

（２）清孔：清孔时的水压、气压同上，清孔耗时 ５
ｍｉｎ。

（３）加密情况：造孔时的水压、气压同上，加密
电流设定为 ２００ Ａ，加密段间距和留振时间同以上
两根桩，加密耗时 １２６ ｍｉｎ。

（４）工程评价：完成该桩施工总耗时 １６６ ｍｉｎ，
填料总方量为 ２６．９ ｍ３ ，实际单位填料量为 １．５８
ｍ３ ／ｍ，满足设计要求 １．５ ｍ３ ／ｍ单位填料量，经重型
圆锥动力触探检测锤击数＞９，满足设计要求。 由以
上内容分析可知：

①调整优化振冲器设备后，单位填料量达到
１畅５８ ｍ３ ／ｍ，桩径达到 １．２３ ｍ，均满足设计要求；

②调整优化振冲器设备后，加密电流随振冲器
设备的优化组合而相应变化设定为 ２００ Ａ；

③从施工情况得出，调换优化振冲器设备后，施
工过程中的造孔工作和清孔工作的耗时都得到了明

显的缩短，施工工效有显著提高。
3．4．4　小结

综上所述，优化后的振冲器设备施工不仅解决了
ＳＹＹ３和 ＳＹＹ２两根桩遗留的关键问题，还对造孔和
清孔工作的工效有着明显的提高。 验证了优化后振
冲器设备施工的可行性，对以后的试桩施工有着明确
的、积极的、关键性的指导意义。 在对 ＳＹＹ３ －１ 桩施
工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后，对 ＳＹＹ６、ＳＹＹ５ 桩的施工情
况进行了优化调整，其具体的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 １　各桩施工情况对比表（按施工顺序排列）

施工
桩号

桩长／
ｍ

成桩
时间／
ｍｉｎ

投料
量／
ｍ３

单位投料

量／（ｍ３ ·
ｍ －１）

平均
桩径／
ｍ

加密
段长／
ｍ

加密
电流／
Ａ

留振
时间／
ｓ

ＳＹＹ３ n１７ 篌．０ １７３ #１８ 哌．２ １ 眄．０７ １  ．０２ ０  ．３ ～０．５ １４４ 珑１０ 创
ＳＹＹ２ n１５ 篌．５ １６０ #１７ 哌．４ １ 眄．１２ １  ．０４ ０  ．３ ～０．５ １５２ 珑１０ 创
ＳＹＹ１ n１７ 篌．０ １６６ #２６ 哌．９ １ 眄．５８ １  ．２３ ０  ．３ ～０．５ ２００ 珑１０ 创
ＳＹＹ６ n１７ 篌．０ １３５ #２６ 哌．１ １ 眄．５４ １  ．２１ ０  ．３ ～０．５ ２００ 珑１０ 创
ＳＹＹ５ n１７ 篌．０ １８５ #２６ 哌．９ １ 眄．５８ １  ．２３ ０  ．３ ～０．５ ２００ 珑１０ 创

3．5　振冲施工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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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冲施工质量控制主要是对水、电、料三要素进
行有效控制，施工控制标准的制定应根据工程实际
情况现场测试结果为准。
3．5．1　水的控制

水是振冲施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水的控制，
主要是控制水的用量以及水压。 在施工过程中，水
量要保持充足，使孔内完全充满水分，避免塌孔情况
的发生，为后续的制桩工序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水
量也不应过大，水量过大时，可能会将填料溢出流
走。 水压控制值应根据土质强度而定，对于强度较
低的软土，可采用较小水压；而对于强度较大的土
质，可采用较高的水压值。 在成孔过程中，水压和水
量应保持在较高值状态；而当孔洞接近设计深度时，
应降低水压，以保护桩底下的土质不被破坏；在加料
振密过程中，水压和水量应保持在较低值，以确保工
程施工质量。
3．5．2　电的控制

电的控制主要是在加料振密过程中，对密实电
流进行有效控制。 振冲施工中的密实电流是由工程
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应根据现场制桩试验结果而确
定合适的电流值。 一般情况下，密实电流值为振冲
器潜水电动机空载时电流值的基础上增加 １５ ～２０
Ａ，切不可把振桩时振冲器刚接触填料时的瞬间电
流值作为密实电流。 振冲器在制桩过程中，瞬时电
流可能达到 １００ ～１２０ Ａ，这时的瞬时电流并不能真
正反映填料的密实程度，因为只要将振冲器停住不
下降，电流值就会立即变小。 能准确代表填料密实
程度的电流值为振冲器在固定深度上振动一定时间

（振留时间）后电流稳定的数值，而稳定电流值超过
规定的密实电流值后，该段桩体即可制作完毕。
3．5．3　料的控制

振冲施工的质量还取决于填料水平的控制。 在
填料时，应严格控制填料的进量。 一般而言，填料时
不应一次添加过多，应以少量多次为添加原则，即每
次加料量不宜过多，可分多次进行添加。 在制作最
底层的桩体时，为使电流值达到规定的密实电流，应
添加较多的填料，部分桩体的底层填料量可占整根
桩体填料总量的 １／４ ～１／３。 底层填料为整个填料
过程的最早阶段，在填料过程中会有相当一部分填
料粘留在孔口到孔底的孔壁上，只有少量填料落在
孔低；第二，若不对填料添加量进行严格控制，可能
造成压力水超过设计值，增加孔低填料的数量；第

三，孔底的土质的实际情况可能与计算值存在一定
的误差，导致填料数量超过正常用量。
3．5．4　其他方面的质量控制

施工期间，每制桩一根，都要在制桩结束后立即
进行重型圆锥动力触探检测，根据制桩情况和检测
结果查找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及时分析和判断，找
到存在问题的关键所在并立即做出调整，争取每施
工一根桩都要达到调整参数、调试设备以及更快接
近设计要求，并希望由此调整，能够达到缩短试验工
期、满足设计要求的目的。 施工过程中发现 ０ ～３ ｍ
和穿透有机质土层至 １７．０ ｍ两段内造孔慢，是由于
工程地质条件所致，通过调整和改进振冲器已得到
解决。 在有机质土层内的３ ～９ ｍ段内，有机质土呈
软塑状，加密时所用石料相对较多，加密效果提升较
慢、加密时间相对较长。 有机质土层内，造孔泥浆较
稠，而桩长深度内的粘土层和坝基填筑土较硬，造孔
时三者都需要加大水压到 ０．６ ～０．７ ＭＰａ，并由辅佐
气压使造孔速度有所增快。

4　工程评价
通过对大海子水库坝基改造工程的施工工艺的

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１）振冲碎石桩施工工艺在加固大海子水库坝

基的工程项目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可靠性，能满
足大海子水库正常使用的标准和设计要求。 振冲碎
石桩加密工艺的实施，对于提高水库地基的承载力，
加快地基固结，减少地基沉降具有明显的作用，同时
该工艺的使用在节约三材及成本，满足工程施工进
度控制方面也显现出了巨大的优势。

（２）振冲碎石桩施工过程中各项参数的设定与
工程地质状况有关，因此，在进行具体的施工过程
中，应对工程地质状况进行详细勘探，以真实可靠的
数据指导振冲碎石桩施工各参数的设定，以确保施
工质量。

（３）建议碎石桩体采用重型圆锥动力触探试验
检测，检测深度视质量情况而定；桩间土的检测可以
进行，但不作为振冲碎石桩的质量验收标准。

（４）为保障工程的施工质量，应不断对施工工
艺进行改进，优化施工辅助机具，提高施工效率。 在
石料级配方面的优化，可适当增大 ５０ ～１００ ｍｍ 的
粒石，以保证填料速度、强化桩体密实度；在人员配
置方面应由有一级地基处理施工资质的、专业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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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振冲施工经验的地基处理公司来进行振冲碎石

桩的施工。
（５）为提高整个工程的施工进度及施工质量，应

认真解决好如下问题：振冲施工用水的落实、施工产
生的大量泥浆的存放、增设变压器作为施工电源（施
工中采用 ５００ ｋＷ柴油发电机）以降低工程成本等。

5　结语
大海子水利工程所在地区的土质为有机土质，

在承载力及强度方面较弱，采用振冲碎石桩施工技
术进行处理。 在处理过程中，严格按照既定的施工
工艺进行施工，并在施工过程中做好水、电、料等要
素的控制，尤其是料的控制上填料宜“少吃多餐”的
方式控制，在有机质土层内则要用“先护壁，后制
桩”的施工方法，以确保地基的施工质量。
碎石桩施工水平的高低是决定复合地基成败的

关键因素，做好施工各项参数的控制工作，可为工程
的顺利施工打下良好的基础。

大海子水利工程实践证明，振冲碎石桩在处理
软土地基时，具有施工效果好、速度快、成本低等优

点，具有在水利工程中广泛推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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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７４页）
（２）验证了 ＺＫ８３２１ 主孔见矿点偏距 ５５ ～７５ ｍ

处的磁异常，证实了磁铁矿的存在及厚度。
（３）在分支孔段复杂的地层成功完成分支孔的

施工，为该矿区首例。
（４）加工制作了简单实用的反扭转器，保证了

定向的准确性。
（５）分支孔的施工，节省了占地地基，可以减少

设备搬迁和分支点以上的钻探工作量，又可避开上
部复杂地层孔段（松散破碎、溶洞、采空区等）的钻
探施工，可大幅度提高钻探效率，缩短工期，节约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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