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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地面沉降监测基岩标施工技术
王　刚,李　莹,黄　烜,于　丽

(河南省地矿局第二地质环境调查院,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５３)

摘要:根据区域地质条件,郑州市地面沉降监测网基岩标建标场地选择在淮河西路与西三环交叉口东南６００m 的

河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内,建标深度为７３２m.地质鉴别孔孔深７８０m,孔径１０８mm,全孔取心钻进,施工的重点

是保证岩心采取率,采用泥浆护壁回转钻进,根据钻进层位的岩性不同配置不同特性的泥浆;基岩标标孔孔深７８０
m,孔径３１１mm,施工的控制目标是孔身质量和垂直度.采用三牙轮钻头宝塔式钻具组合不取心钻进施工工艺.
取得了较好的施工质量,创造了良好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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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TechnologyofBedrockMarkforGroundSubsidenceMonitoringinZhengzhou/WANGGang,LIYing,

HUANGXuan,YULi(No．２InstituteofGeoＧenvironmentSurveyofHenan,ZhengzhouHenan４５００５３,China)

Abstract:Accordingtotheregionalgeologicalconditions,ZhengzhouGroundSubsidenceMonitoringNetworkdecidＧ
edthebuildingsitewiththesettingdepthof７３２m．Thegeologicalidentificationholeis７８０mindepthwith１０８mm
indiameter,fullholecoringdrilling,theconstructionfocusesonthecorerecovery,rotarydrillingisadoptedwith
mudprotection,andaccordingtothelithologyindifferentdrillinghorizons,variousmudareprepared．Thebedrock
markholeis７８０mindepthwith３１１mmindiameter,theconstructionfocusesontheboreholequalityandverticaliＧ
ty,fullfacedrillingtechnologyisadoptedwiththreeＧconebitandpagodatypeBHA,goodconstructionqualityisaＧ
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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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郑州市地面沉降监测网建设项目是２０１５年度

河南省地质环境类财政项目,其中包含建设基岩标

１座,作为全市地面沉降监测的参照点和水准路线

的起测点.基岩标施工的目的任务是:通过地质鉴

别取心钻探和物探测井了解建设场地新生界的地层

结构和岩性特征,确定基岩标的建标参数.利用基

岩标钻孔将标杆安装镶嵌入稳定基岩中,通过杆体

构件将其引至地面,安装监测配套设施,成为测量基

准点.这样,以稳定基岩面为参照基准,监测郑州市

区的地面沉降情况及其发展趋势,为地面沉降监测

和预防控制服务.本文总结了基岩标施工中的经验

和体会,为今后类似基岩标建设施工提供参考.

１　区域地质条件

１．１　地形地貌

郑州市位于河南省中部偏北,华北平原南部,黄
河的下游.北临黄河,西依嵩山,东南为广阔的黄淮

平原.地理坐标:东经１１２°４２′—１１４°１４′,北纬３４°
１６′—３４°５８′.按地貌划分处于中国第二级地貌台阶

与第三级地貌台阶的交接过渡带,属于秦岭山系东

段余脉.总的地势为西南高、东北低,呈阶梯状下

降,由构造侵蚀中低山,逐渐下降过渡为构造剥蚀丘

陵、黄土台塬、冲洪积倾斜(岗地)平原及冲洪积平

原,形成较为完整的地貌序列.地貌特征主要受北

西向、近东西向构造控制.黄河在市区北部自西向

东横贯,形成东北部的河流冲洪积平原地貌.

１．２　区域构造

本区位于秦岭东西向复杂构造带北缘的南端,
即秦岭东西向复杂构造带北缘与新华夏系第二沉降

带太行隆起南段、西北向构造带及晋东南山字形构

造的复合部位.根据区域地质资料,区内构造主要

为断裂,以近东西向和北西向断裂为主.近东西向

的断裂有:中牟断层、上街断层和须水断层;北西向

断裂有:尖岗断层、沟赵断层、老鸦陈断层和花园口

断层.西南部山区断裂裸露地表,东部平原区断裂



被第四系堆积物掩埋而成隐伏构造.北部、东部的

断裂发育较多,分布密集,且相互交错,而西南部断

裂分布相对较少.

１．３　地层条件

郑州市属于华北地层区,且地处黄河冲积平原

的边缘地带.受黄河泛滥影响,区内广泛分布第四

系冲洪积层,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增厚.第四系地层

之下为巨厚层的新近系、古近系地层,局部古近系地

层缺失.新生界之下为中生界地层,中西部为三叠

系,东北部为侏罗系、白垩系地层.中生界之下为古

生界地层,主要为寒武系、奥陶系、石炭系中上统和

二叠系地层.新生界地层自下而上分别为新近系砂

层、砂质粘土、粘土、中细砂层和砂砾层;第四系粉细

砂、粉土、粉质粘土、粘土等,沉积厚度由西南部的小

于５００m,向东北部过渡到１５００m 以厚.
新生界的沉积规模和地貌受构造控制,区内构

造断裂基本上都发生在第四纪以前,新生代初期老

鸦陈断裂有活动,第四纪时期仍有较弱活动.受老

鸦陈断裂控制,形成市区范围内以京广铁路为界的

东、西两部分地层特征:西区一直抬升,接受剥蚀,形
成大量冲沟,没有沉积全新统地层,且新生界地层由

西向东逐渐变薄.东区持续下降,沉积新生界地层

逐渐增厚,地层齐全,局部厚度＞１５００m.
根据地质鉴别孔钻探揭露,场地７８００m 深度

范围内地层主要为第四系的粉土、粉质粘土、粘土、
粉细砂、细砂,新近系的粘土、中细砂,三叠系的砂

岩、泥质砂岩、砂质泥岩和泥岩等地层.场地地层自

上而下分别如下.
(１)第四系 Q.
上更新统 Q３,粉土、细砂、粉质粘土,层厚４４５

m,层底埋深４４５m;
中更新统 Q２,粉细砂、粉质粘土、粘土,层厚

３０５m,层底埋深８５０m;
下更 新 统 Q１,粘 土、中 细 砂、砂 砾 石,层 厚

１２７７m,层底埋深２１２７m.
(２)新近系 N.
粘土、中砂、中细砂、砂质粘土,局部钙质结核胶

结,层厚４５２３m,层底埋深６６５０m.
(３)三叠系 T.
泥岩、砂质泥岩,由强风化渐变为未风化状态,

裂隙发育,层厚３１０m,层底埋深６９６０m;
粉砂岩,未风化,细粒结构,层状,质地坚硬,少

量裂隙发育,层厚６０m,层底埋深７０２０m;
泥岩、砂质泥岩,未风化,层状,泥质胶结,局部

破碎,层厚６９m,层底埋深７０８９m;
粉砂岩、泥质粉砂岩,未风化,厚层状,砂质胶

结,层厚２４１m,层底埋深７３３０m;
泥岩,未风化,厚层状,泥质胶结,层厚１９０m,

层底埋深７５２０m;
砂岩、泥质砂岩,未风化,层状,砂质胶结,层厚

９０m,层底埋深７６１０m;
泥岩、砂质泥岩,未风化,厚层状,泥质胶结,揭

露厚度１９０m,揭露埋深７８００m.
建设场地上部覆盖层厚度为６６５０m,下伏基

岩为三叠系的砂岩、泥质砂岩、砂质泥岩和泥岩.

６６５０~６９６０m 为基岩风化层,自６９６０m 进入三

叠系未风化基岩.

２　基岩标功能要求与结构

２．１　功能要求

基岩标是地面沉降监测的参照基准点,是没有

沉降变形的稳定基点(相对于覆盖层沉降来说假定

基岩是稳定不动的).要保证基岩标的工程效果,较
好的发挥其功能,必须具备３个条件:

(１)基岩标基底必须镶嵌在稳定的基岩内,标杆

与深部岩体的动态完全一致;
(２)标杆在保护管内不受周边因素影响,处于相

对独立状态;
(３)基岩标作为永久性的基础设施,运行时间

长,其材质必须具有较强的抗腐蚀和耐久性.

２．２　基岩标结构

郑州 市 地 面 沉 降 监 测 基 岩 标 标 孔 直 径 ３１１
mm,通孔通径.保护管采用J５５级的１７７８mm×
８０５mm 石油套管,通径１５８５２mm,管内外涂有

防锈防腐保护层,管箍丝扣连接.标杆材料也采用

J５５级的石油套管,按照宝塔结构设计(详见图１),
有 Ø８８９ mm×６５ mm、Ø７３０ mm×５５ mm、

Ø６０３mm×４８mm 等３种型号,长度上采用九五

分割,管箍丝扣连接方式,２次变径.标头采用３０４
级不锈钢加工制作,直径３０mm,长度２５０mm.标

底采用实用新型专利产品“地面沉降监测基岩标标

底插 钎”(专 利 号 ZL２０１６２０４２４４０７１),长 度 ３００
mm,不锈钢材质.

基岩标保护管和标杆四周均设置扶正器,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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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岩标结构示意图

两者的居中效果.保护管与标杆之间的介质有清

水、矿物质油和空气.基岩标标底镶嵌入三叠系未

风化的砂岩或泥质砂岩中,标头和保护管上端分别

安装十字监测标记,作为主副测点.

３　建标场地选择与建标深度确定

３．１　建标场地选择

郑州市地面沉降监测基岩标作为全区永久性的

监测基准点,设立场地的地质状况要相对稳定,在历

史上不能有明显的地壳差异运动,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区域地质条件稳定,避开大的构造断裂带与

古河道;
(２)基岩埋深适中,便于将保护管牢固坐在基岩

面上;
(３)标底所镶嵌的基岩层位稳定,岩体质地坚

硬;
(４)建设场地要接近或靠近市区监测控制线,交

通便利,便于后期使用和维护.
根据郑州市区地质构造断裂与古河道的分布情

况,结合政府后期规划及周边工程建设活动影响相

对较小等情况,并方便后期的维护管理与施测工作.
综合分析研究,将郑州市地面沉降监测基岩标建设

场地确定在郑州市淮河西路与西三环交叉口东南

６００m 的河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内.

３．２　建标深度确定

基岩标标底牢固、稳定是决定基岩标能否正常

运行的关键,建标深度选择则是决定标底稳定的基

本条件.分析区域地质条件,郑州市地面沉降监测

基岩标标底应建在三叠系稳定基岩上,且入岩深度

不宜小于３００m,镶标地层应选择质地坚硬的砂

岩.根据现场钻探情况,本场地上部覆盖层厚度

６６５０m,自６６５０m 进入风化基岩,风化层厚度

３１０m,自６９６０m 进入未风化岩层,岩性为三叠

系砂岩、泥质砂岩、泥岩和砂质泥岩.在７８００m
深度范围内共有３层砂岩,层位分别在 ６９６０~
７０２０、７１５０~７３３０、７４００~７４６０m.其中,第１
层砂岩和第３层砂岩厚度小,下卧岩层相对破碎,不
利于作为基岩标基础,而第２层砂岩厚度相对较厚,
且下卧岩层稳定.最终确定郑州市地面沉降监测基

岩标保护管深度７２７m,建标深度为７３２m.

４　基岩标施工技术

４．１　施工工艺流程

郑州市地面沉降监测基岩标的地质鉴别孔采用

泥浆护壁回转钻进施工工艺,全孔取心,选用设备为

TXJ １６００型钻机和BW ２６０ ７B型泥浆泵.基

岩标钻孔采用泥浆护壁三牙轮钻头钻进,不取心钻

进,选用设备为红星 ６００型水源钻机和BW ２８０/

３０型泥浆泵.结合建设场地的地质条件和环境条

件制定科学的施工工艺流程(详见图２),指导施工

作业.

４．２　地质鉴别孔钻探施工

郑州市地面沉降监测网建设项目基岩标地质鉴

别孔孔深７８０m,孔径１０８mm,全孔取心钻进.地

质鉴别孔钻探施工的目的是揭露建标场地的地层结

构,准确了解基岩埋深、岩性、风化程度及时代成因

等,查明各岩土层的岩性、结构、构造发育等地质特

征.施工的重点是保证岩心采取率满足规范要求,
即粘性土和完整基岩不低于８０％、破碎岩体不低于

６５％、砂层不低于４０％.以便于准确查明地层层位

和岩性特征,确定最理想的建标层位和标体结构.
泥浆护壁回转钻进施工要保证钻孔孔壁稳定和

较高的岩心采取率,泥浆性能是重中之重.本工程

浅部是土层钻进,深部是基岩钻进,需要根据钻进层

位的岩性不同配置不同特性的泥浆.根据郑州地区

的钻探经验,土层钻进的泥浆性能参数为:漏斗粘度

２３~２５s,密度 １０８~１１２g/cm３,失水量 ＜１０
mL/３０min,含砂量＜０５％.在钻进至６６５０m 进

入基岩层位后,调整泥浆参数为:粘度２０~２２s,密
度１０８~１１２g/cm３,失水量＜８mL/３０min,含砂

量 ＜０５％.泥浆处理剂有:CMC、聚丙烯酰胺、

４８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２０１８年４月　



图２　基岩标施工工艺流程图

聚丙烯腈钠盐、烧碱、纯碱等.
每回次取心后按次序摆放,及时检查核对后进

行地质编录,根据地质取心结果并结合物探测井资

料综合判定地层条件和地质构造发育情况.
根据统计,粉土层取心率为８０％,粉质粘土、粘

土层取心率为９０％,砂层取心率为５８％,泥岩、砂岩

风化层取心率为９０％,泥岩、砂岩取心率为９５％,准
确揭露了场地的地层结构和岩性特征.

４．３　标孔钻探施工

基岩标标孔孔深７８０m,孔径３１１mm,基岩标

钻孔施工的控制目标是孔身质量和垂直度,以便于

基岩标保护管和标杆的安放施工.孔斜要求 ＜
０５°/１００m,累计孔斜＜３９°.

本次基岩标钻孔采用三牙轮钻头宝塔式钻具组

合不取心钻进施工工艺.钻进参数:开孔钻压 ３
kN,正常钻进后钻压不超过钻铤质量的８０％,扩孔

时采用带导向的扩孔钻头,保证扩孔时的钻孔质量.
钻进和扩孔时,转速控制５０~７５r/min.钻进中密

切注意孔内的岩心和沉渣量,防止卡钻和埋钻事故

发生.采用JJX ３DA 型高精度测斜仪每５０m 探

测钻孔孔斜１次,准确了解钻孔的倾斜情况,以便及

时调整钻进参数.
根据测井结果通孔孔斜０５°,钻孔顶角和方位

角均满足设计要求.

４．４　基岩标的固井

基岩标固井的目的是将保护管与周围岩土体固

结在一体,使保护管处于稳固状态,为标体后期运行

提供良好的环境.以往基岩标施工大多是通孔水泥

固井,即从保护管底部自下而上将保护管与孔壁之

间的环状空间全部用高强水泥固结.本次固井采用

分段固井结构,７２７(孔底)~４２７m 采用 G 级中温

高抗水泥固井,４２７m 至自然地面采用优质粘土球

固井.
根据经验,采用传统通孔固井方法的基岩标在

运行几年后保护管管身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形和弯

曲,严重时影响基岩标正常运行.究其原因是不同

层位地层的应力、应变分布及变化差异较大,深度地

层与浅部地层的差异情况尤其明显.由于水泥浆将

保护管与周边岩土体固结为一体,垂直方向上各地

层应力、应变的变化和不协调性将集中反应在保护

管上,保护管除受到水平向压力外还受到垂直方向

的压力或张力.当保护管上受到的力超过钢材的屈

服强度后,会造成保护管的变形或弯曲.本工程上

段采用粘土固井,保护管管壁和周边土体之间不是

刚性粘结,周围土体只约束保护管水平向的位移,不
限制垂直方向上的伸缩变形,有效缓解了浅部地层

与深部地层应力、应变的差异在保护管上的反应.

４．５　标底浇注

标底浇注是基岩标施工中的关键环节,本工程

采用压注 G 级中温高抗水泥浆液以固结标底.浇

标段长度５０m,钻孔直径１５２mm,标底外径１０８
mm,长度０３m,标杆外径８８９mm.如果注浆量

偏少会导致浇标不牢固,影响标体运行中的稳定性.
注浆量偏大,固结段超过保护管底,会导致标杆与保

护管底部固结成一体,保护管的动态会影响到标体.
通过计算,固结段长度不同水泥浆用量差别并不是

太大(详见表１),且与压浆水的体积相比数量很少.
施工中要将基岩标底镶嵌在三叠系未风化泥质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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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浇标深度与水泥浆用量

钻孔直径/
mm

标杆直径/
mm

水灰
比

水泥浆
用量/L

固结长度/
m

压浆水
体积/L

１５２ ８８９ ０４５ ９４０１ ６０ ２４３０８３
１５２ ８８９ ０４５ ７８１５ ５０ ２４３０８３
１５２ ８８９ ０４５ ６２２９ ４０ ２４３０８３
１５２ ８８９ ０４５ ４６４２ ３０ ２４３０８３
１５２ ８８９ ０４５ ３０５６ ２０ ２４３０８３

内,固结段长度４５m,浇标段水泥浆用量精确控制

在７００L.

５　应用效果分析

５．１　固井与浇标质量

固井和浇标是基岩标施工的关键工序,施工质

量决定基岩标的运行效果.高温高压,特别是高温

对水泥各种性能的影响比较大,这将直接影响基岩

标固井和浇标的质量.因为高温作用会使硅酸盐水

泥的强度显著下降,通常在２０℃左右水泥凝固的水

化过程是最好的环境.根据郑州市区域地质资料,
地层的温度和压力随着深度的增加而提高,每深入

１００m,温度约提高 １６ ℃,压力增加 １０~２０
MPa.本次固井和浇标均采用 G 级高抗硅酸盐水

泥,这种水泥是由硅酸盐水泥熟料加入适量石膏磨

细制成的抗硫酸盐腐蚀性能良好的水泥,抗硫酸根

离子浓度≯８０００mg/L的纯硫酸盐的腐蚀.根据

建设场地的地热增温率计算,７３２m 深度的地层温

度在２４℃左右,这个温度值是比较理想的水泥凝固

温度.本次固井和标底浇注施工完成后,采用注水

试验检查固井、浇标和标杆密封情况,水位不发生变

化,工程效果良好.

５．２　监测效果

根据监测资料,基岩标在建成后２个月内主副

测点的标高浮动值在０３mm 之内,２个月后主副

测点标高均没有再发生变动,处于稳定状态.

６　结语

郑州市地面沉降监测基岩标工程在场地选址、
建标深度确定、固井和浇标工艺等方面均采用地质

综合分析法和专家论证法,项目一次性通过相关部

门组织的评审验收.地质鉴别孔和基岩标孔的钻探

施工、固井和浇标等施工技术对类似基岩标建设均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具有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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