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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基坑排水施工技术探讨

焦可枝 崔德杰

河南山河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 开封 475100

摘 要：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许多高能消耗产业对能源的需求量进一步提升，且随着可利用能源的减少，很

多产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水利工程基坑排水施工过程中，工程人员要提前掌握不同区域的地质数据，了解各区域

可以使用的排水方法，根据土壤状况制定全新的排水措施，降低因积水过多而对整项施工造成的安全影响，促使后续

施工过程更加流畅，维持稳固的基础结构。水利工程将对基坑排水施工技术进一步完善，降低其对能源的耗损，本文

阐述水利工程中的基坑排水方法与施工的工作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水利工程；基坑排水施工；能源消耗；节能

引言

基坑排水施工是水利工程项目中的重点内容，其施

工质量对后续施工项目产生直接影响，是影响施工质量

的重要因素。同时结合我国水利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来

看，现阶段水利工程项目的施工难度逐渐增大，这就要

求相关单位能够结合水利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寻找一种

科学有效的施工方案，争取全面提高排水施工质量，这

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

明沟排水法

明沟排水法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排水方式。根据特定

区域的土质状况，在基坑排水工程施工过程中有时会受

到多种环境因素的限制。此时按照工程区域特点，选择

明沟排水法，能够及时将水储存在特定范围内，并利用

水泵抽干，迅速排除多余水体。根据以往的排水经验，

实施该方法之前要做好相应准备工作。先使基坑处于干

燥状态，之后按照该区域的地质和水文状况控制储水进

度，在排水的同时尽量选择较低位置进行积水，便于完

成水体的存储和抽取。排水沟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种，单

一方向的排水沟无法满足积水需求，所以要同时设定多

条横纵交叉的排水沟，并将已经储存的水迅速抽出，避

免因水量过多而产生其他问题。排水沟的设定要遵循以下

几点原则。第一，选择的排水沟要能迅速完成水体的引

导；第二，排水沟之间连接要顺畅，以提高排水效率；第

三，排水沟要确保可以将水体从高处引到低处，按照地势

完成设定。参照目前集水井的深度和容积，及时观测集水

井中的水量，并保持水体有一定的积水冗余。

人工截渗排水法

人工截渗排水法是另一种非常实用的基坑排水方

法，该法更适用于对基坑排水要求较高的工程项目。与

上一种方法相比，该种排水方法可适应多种环境，具有

明显的排水优势，尤其适用于基坑渗水较严重的区域。

具体方法是在基坑周围布置一定数量的井点，然后利用

水泵将储存的积水抽干。人工结渗排水法分为井点法和

井管法两种，前一种方法需要先设定一定数量的井点，

然后在渗漏较严重的区域进行布置。根据地质状况和基

坑建造要求，将渗漏水利用集水管引导至指定位置，并

利用水泵抽水。井管法更适用于水位较高的工程项目，

该种方法需在基坑特定位置开凿数口井，同时利用混凝

土滤水管进行引流。此处需要注意，要在间隔6米左右位

置安置扶正器，其作用是当水体流速不均匀时，会出现

水管偏差，此时利用扶正器纠正水管角度，以便顺利完

成水体引流，完成储水后利用水泵抽水。

某基坑排水降水井施工图

井管施工

进行井管施工时，要按照井管排水空间和渗水状况

选择适合的凿孔方法。比较常见的有水冲沉井和回旋钻

机造孔两种方式。当井管外径为40～50厘米，同时调整

回旋钻机钻孔直径为70～80厘米。在钻孔时容易出现坍

塌状况，此时可以采取泥浆加固方式，提高施工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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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效果，并且按照工程要求，将孔内泥浆高度调整到

超出地下水常水位高度，控制在井口下方0.3～0.5米位

置。铺设完成后，可以在底部添加一定厚度的黄沙，之

后在0.5米范围填充细沙石和碎石进行加固，再将已完成

钻孔的空间进行回填，通常选择大小适合的细砾石或粗

砂，可以起到更好的拦砂滤水效果，回填厚度控制在10

厘米以上。

粉土和粉砂基础降低

地下水施工通过实际基坑建造工程的数据分析得

知，如开挖区域基础位置的土质多为粉土或粉沙，则在

渗水较严重位置更容易出现流沙和管涌等问题，处理不

正确会对后续工程造成严重的影响。

明沟排水施工

开发基坑前应对指定范围内进行水体测量，通过明

沟引流的方式，对外部水体进行截取、疏导，然后利用

水泵抽取排水。此法适合于清除地下渗水和降水，若

可以自行消除，则可免去沟渠挖掘以及排水等不必要的

工序[1]。

井管施工和开挖排水沟、集水井的施工技术

滤水管经过长时间的使用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偏移，

此时利用扶正器完成位置纠正，能够避免滤水管位置不

正确而产生的涌砂问题。扶正器通常设定距离为5～6米

一组，每组4～6片，通过调整滤水管位置，避免井壁内

部产生的砂料堆积问题。为进一步提高排水效果，应根

据水体的流速和储存量修建适合的集水井，并按井体的

大小选择适合口径的水泵，以保证在10～15分钟内完成

一定容积的水体排放。已完成建造的管井区域，要根据

以往的水体储存体积选择适合的水泵型号，并通过多次

抽水试验的方式了解实际的排水效果，在对排水量精准

计算的同时观察流沙情况，之后按照水体高低情况选择

适合的过滤器。为进一步保证施工效率，应在指定位置

适当挖掘排水沟，第一时间完成渗水的引导，让适合的

坡度设计成为提高引流效率的主要方式。排水时要参照

以往的排水位置，选择适当的排水距离，同时控制水井

的修建深度和距离。为保证排水效率，在施工时既要计

算好排水时间，又要选择正确的排水位置，避免增加施

工成本。根据各区域的具体渗水状况，在基坑排水系统

中要考虑各区域的渗水时间，以提高排水效果为目的，

利用专业的排水技术和标准的人员操作方法，及时对排

水沟渠和维护，提高基坑工程的安全系数[2]。

水利工程基坑排水施工质量控制

排水沟的布置应以提高排水效率，降低对周边施工

造成的影响程度为前提，选择适合的排水坡度，并根据

实际的渗水量和断面情况调整角度，最大限度的完成水

体引导，综合考虑排水沟的施工工序，增加基坑开挖范

围，维持相对高效的排水效果，提高基坑排水施工质量

控制标准。按照目前集水井的大小，选择的抽水泵要保

证在10～15分钟内达到标准的出水量，同时根据泵体的

工作状态，对集水井的深度进行测量，获知在基坑施工

过程中实际的排水水面高度。当水面高度保持在30～50

厘米范围内时，则可以维持相对稳定且安全的基坑施工

状态。

选择适合的井径和管径，既可以确保在排水的同时

利用环形间隙完成砂体的过滤，又可以通过已过滤的砂

体进一步提高净水效果，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标准的

出水量。完成井管建造以后，可以先利用已选择的标准

尺寸的水泵进行水体抽取测试，分析实际的出水量是否

符合标准值，当出水量大于正常出水量时，应对水体中

携带出的砂体进行测量，再决定井管施工方式是否需要

调整。由于在指定位置安装了滤水管，因此要同步完成

扶正器的安装和调节，参照以往的安装标准，选择5～6

米安装一组扶正器的方法，将扶正器一组调整到4～6

片，可以使整体的滤水效果达到最佳状态，减少砂体涌

出比例，消除涌砂问题[3]。

控制集水井大小

参照以往的水利工程基坑排水施工标准，在对集水

井大小进行计算时，可根据水体的存储速度以及水泵的

抽取速度进行计算。过大的集水井工程势必会增加施工

成本，所以集水井容量最好控制在低于8～13分钟内水泵

出水量的范围内，同时根据水泵工作状态，对集水井深

度进行调节，使最终的基坑开挖工程不会因水体排出不

及时而造成影响。

水泵的选择与管理

第一，参照标准的水泵抽取数据，科学地完成水泵

尺径的选择。既要保证抽水量达到标准参数值，又要使

抽水速度在规定范围内。对水体流速在相对较快的情况

下对带出的砂石比例进行分析，当比例过高时，会对水

泵电机及其他部件造成损伤，所以，应选择抽水速度均

匀且水体流速稳定的泵体，以免水泵主体损坏对后续的

排水进度造成影响。

第二，按照基坑渗水状况，选择适合口径的水泵。

当排水量需求较大时，可以采取多次反复抽水的方式进

行排水，但这种方式有一个弊端，水泵反复起停容易

出现故障，因此配备的水泵要具备更高效的起停控制效

果，提高水泵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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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完成对水泵主体的保护。对水泵的拆卸和撤

离的过程，要根据水体的增长状况，及时对水泵主体进

行位置调整，避免水泵设备在使用中损坏。

加强对基坑排水设施维护与清理

基坑排水设施，经常会由于长时间的排水，而出现

不同程度的堵塞和损坏情况，所以在基坑工程项目中，

要指派专人定期对指定设备进行维护和清理，避免排水

沟中杂质过多而对水泵主体造成损坏，从而影响后续的

排水效果，进而对整体基坑排水施工工序造成影响。

结束语

随着我国现代工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国家将水利

工程列为重点规划项目，根据以往的水利工程建筑情

况，水利工程建筑会出现许多难以预估的问题，这将对

整体工序进程造成阻碍。在施工环节，受水文等变化因

素的影响，基坑排水施工要提前做好规划，以确保后续

工程更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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