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土泥浆孔最高孔的终孔高度为 4
.

6 米
。

当钻进到一

定长度时停钻 (一般以 9 米为宜 ) ,

接着就采取后退式

注浆
,

灌灌停停
,

逐步进行
。

施工时按先下后上的顺

序逐孔灌浆
。

土料以粘土最好
,

亚粘土
、

亚砂土亦可
。

注浆程度一般通过注浆压力
、

注浆量
、

返浆程度

作为判断的依据
。

泥浆注满后
,

从钻孔 口和止浆墙顶

部出现返浆现象
,

可以停注
。

泥浆配比
,

水 : 土 二 1
.

:5 1 (体 积 比 )
。

一般泥浆

稠度以能灌进去为准
。

3
.

在冒顶塌方部位
,

灌注水泥砂浆前
,

用 钻 机

或风钻打钻后
、

插人五根直径为 1
.

5 时的铁钎
,

每根

铁钎的长度是 5一 6米
,

铁钎在隧洞顶部呈扇形排布
。

这样可提高洞顶水泥砂浆形成的固结壳的支撑能力
,

也对下一步清除碎石和洞壁护砌混凝土块工作
,

有了

安全保证
。

4
.

铁钎插入后
,

在洞顶打三个呈扇形排布 的斜

向上方的钻孔
,

灌注水泥砂浆
。

孔深 5一 7米
,

终孔高

度应根据隧洞洞径确定
,

但应保证灌注水泥砂浆后在

洞顶形成的固结壳有一定的厚度
,

戎家庄电站隧洞顶

部的厚度为 2 米左右
。

砂浆比值
:

水泥 : 砂 = 1 :1 (体积比 )

水 : 干料 = l :1 (体积比 )

水泥砂浆灌入后
,

经过三天脱水
,

十 二 天 凝 固

后形成 2 米左右的铁钎混凝土硬壳
,

其抗压强度可达

70 公斤 /平方厘米以上
,

能够阻止上部碎石塌落
。

5
.

水泥砂浆凝固后即可拆除止浆墙
,

清除 洞 内

碎石
。

为增强冒落段两侧的稳定性和减小隧洞糙率
,

保证设计的洞径
,

需在洞壁用混凝土块衬砌
,

每块混

凝土块厚 30 厘米
,

每段衬砌进尺可达到 5一 7米
,

然后

在混凝土块衬砌体与硬壳之间充填碎石和水泥砂浆使

两者成为一体
。

二
、

说明
1

.

在拆墙和清碴过程中
,

应注意观察涌水预兆
,

以防积水突然涌出造成事故
。

2
.

清碴时应按先上部
、

中部
、

再下部的顺 序 进

行
,

并留有一定的坡度以保证安全
。

3
.

如果因上部灌注水泥砂浆的高度偏 低
,

造 成

毛隧洞高度不够
,

影响衬砌而需进行局部处理时
,

应

忌放炮
,

宜用凤镐清理
.

全国水文地球化学学术讨论会
于 1 9 82年 1 1月 8 日至 14 日在重庆召开

。

会议由中国地质

学会水文地质专业委员会和四川省地质学会联合举办
。

参加

会议 的有地质
、

核工业
、

冶金
、

石油
、

城建
、

中国科学院等

各部门所属生产
、

科研
、

教学等 80 余个单位的 15 。余名代表
。

会议共收到论文 1 14 篇
,

其中 8篇在大会上宣读
,

其余 大 部

分在分组会上进行了交流
。

论文主要内容包括区域水文地球

化学 , 原生环境水文地球化学及地 方病病因
, 浅

、

深层卤水
、

油 田水文地球化学
; 地下热水水文地球化学 ,

水文地球化学

找矿 (金属矿床
、

放射性矿床及钾盐等 )
,

水文地球化学模 拟

实验
; 地下水同位素地球化学

; 地下水微生物地球化学
; 水

文地球化学基本理论专题性总结及国内外现状综述等 方面
。

会议还讨论了水文地球化学今后研究工作 的 任 务 和 方

句
,

并对长远和近期解决有关问题的途径
、

方法也进行了认

真的讨论
。

提 出了不少宝贵的建议
,

大体归纳如下
:

1
.

开展区域性水文地球化学规律的研究 目 前 区域

水文地球化学研究还限于常规离子分布及描述
,

深人分析不

够
。

因此需加强区域规律研究
,

在查明区域地下 水化学成分

分布形成的同时
,

还应加强地下水中微量元素及有机物和微

生物等研究
,

以加深对水文地球化学规律的认识
。

2
.

深人开展水文地球化学作用机理的研究 目前地下

水化学成分
,

尤其对微量元素的形成
、

运移
、

富集规律的 研

究还很不够
,

今后需开展室内外模拟实验
,

以阐明地下水化

学成分的形成机理和解决一系列水文地球化学作用问题
。

3
.

继续开展水文地球化学应用的研究 在阐 明 水文

地质条件
、

地下水补
、

排关系
,

以及探讨工农业及生活饮 用

地下水水质等方面
,

水文地球化学方 法十分重要
。

今后应加

强这方面的研究
,

以进一步提高这一方法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

4
.

加强新技术
、

新方法及边缘学科技术的研究
。

5
.

更新和装备必要的测试手段和仪器
。

6
.

加强协作和学术情报交流
。

会议期间
,

水文地 质专业委员会还召开了第四次会议
,

讨论了 1 9 8 3年的学术活动 计划和蕴酿了下一届新 的 专 业 委

员会组成问题
。

此外
,

还研究了代

表们提 出的有关建 议
,

决定报请学

会在条件成熟的时候
,

在专业委员

会之下设立有关 的 专 业 学组
。

以

便更好的开展学术活动
。

(葆 瑞 )

南方环境水文地质技术经验交流会
于 1 9 82年 12 月 上旬在杭州 召开

。

会议显示出我 国南方环

境水文地质工 作
,

已有了一定的基础
; 同时 也反映 出

,

当前

我国环境水文地 质工作已经 由单一的污染 调查及有害元素机

理的研究向国土整治
、

生态平衡
,

水资源综合评价
,

环境工

程地质及地方病 的产 生原因等方 面发展
,

扩大了服务面
,

内

容更加广泛丰富了
,

对环境地 质 工作的理解也加深了
。

( 孙昌仁 )

一 5 1 一

DOI : 10. 16030 /j . cnki . i ssn. 1000 -3665. 1983. 03. 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