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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泰州大桥主桥采用主跨 ２ ×１ ０８０ ｍ三塔两跨两锚碇悬索桥，其中南、北锚碇基础为特大型沉井，矩
形平面尺寸为 ６７．９ ｍ ×５２．０ ｍ，高度分别为 ４１ ｍ，５７ ｍ。 针对锚碇基础覆盖层深厚、基础尺寸巨大、沉井下沉
深度深等特点，通过施工技术的攻关，顺利完成了砂桩复合地基处理、沉井制作和拼装、钢壳沉井混凝土填
充、混凝土沉井接高施工、水力机械冲吸式排水下沉和空气吸泥机吸泥下沉等多项施工工序，为今后陆上特
大型沉井施工提供了借鉴。 文章简要介绍了南、北锚碇陆上特大型沉井的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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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泰州大桥主桥采用主跨２ ×１ ０８０ ｍ三塔两跨两锚

碇悬索桥，为世界首创，其南、北锚碇基础为特大型重
力式沉井，平面为矩形，长 ６７．９ ｍ，宽 ５２．０ ｍ（第一节沉
井长和宽分别为 ６８．３ ｍ 和 ５２．４ ｍ）。 沉井内分 ２０ 个
井孔，井壁厚 ２．４ ｍ，隔舱壁厚 １．４ ～２．２ ｍ，沉井高度分
别为 ４１ ｍ，５７ ｍ，见图 １。 其南、北锚碇是大桥的关键结
构之一，无论从尺寸方面还是重量方面都属于国内外
罕见的特大型钢筋混凝土结构。

南锚沉井下沉穿越土层为淤泥质亚黏土、亚砂
土、粉砂、粉细砂；北锚沉井下沉穿越土层为：淤泥质
亚黏土、粉砂、细砂、亚黏土、亚砂土。
2　工程特点

１）锚碇沉井基础、锚体结构尺寸巨大，沉井下
沉深度深，钢筋混凝土井壁接高、下沉、封底、井孔填
充、锚体大体积混凝土施工等各工序均有较大的施
工难度，必须认真研究，许多关键工序需作为科研课
题攻关。

２）沉井混凝土量大、浇筑时间集中，要求混凝
土工厂有较大的生产和输送能力，现场浇筑设备组

织、协调力度大。

图 1　南（北）锚沉井结构图
Fig．1　South （North） caisson structure

41 　中国工程科学



３）沉井下沉过程中尽量减少地基沉降和翻砂
对周边民用建筑物和长江大堤安全的影响。
3　沉井施工技术
3．1　砂桩复合地基处理

沉井施工处地表土层主要为淤泥质亚黏土，其
下为粉砂层，为保证沉井在拼装及开始下沉前地基
承载力，沉井施工范围采用砂桩复合地基加固法，先
用砂桩加固地表 ２ ｍ 以下 １５ ｍ 深范围内的软土，将
地表 ３ ｍ 厚的软土挖除，再用中粗砂分层填实至原
地表标高。
3．2　底节钢沉井制作和拼装

钢沉井的片单元件制作在工厂进行，运输到设
在现场的钢结构加工车间组装成块单元，履带吊吊
运至拼装场地进行组拼。

钢沉井刃脚、隔墙踏面拼装位置设短枕、砂袋支垫。
钢沉井块段组拼原则为按先中间后四周，先隔

墙块段后井壁块段的方式进行。 拼装首先安装定位
支架，然后吊装钢沉井中心节段，进行纵横向及高度
方向定位调整，以后以此节段作为定位基准段，再向
四周吊装其他节段，直至合龙。
3．3　钢壳沉井混凝土填充

钢壳拼装完成后进行混凝土填充作业，一次性
分层填充，上部预留 ０．７ ｍ 与第二节一起浇筑，使
一、二节混凝土干接缝在钢壳内。 混凝土布料采用
４ 台汽车泵对称进行，由中间向四周，分隔舱、分次
对称均匀灌注混凝土，确保对沉井均衡加载，避免对
钢沉井结构产生不利影响，确保结构平稳、安全。
3．4　混凝土沉井接高施工

钢沉井以上为钢筋混凝土井壁部分，需分节逐
节接高下沉。

钢筋由车间成型，现场绑扎；接高采用翻模施
工。 混凝土采用 ４ 台汽车泵布料，由中间向四周，先
隔墙后井壁，对称浇注。 为配合井壁接高、下沉作
业，沉井外侧设置两台移动式 ＳＴ６０／２３ 塔吊，负责施
工中的装卸及钢筋、模板及混凝土灌注等吊装作业。
沉井接高时，塔吊前移至沉井边缘 １０ ｍ 位置进行吊
装作业，沉井下沉时，塔吊后撤远离沉井边缘 ４０ ｍ
位置，以防沉井边缘土体突然塌陷危及塔吊安全。
塔吊平面布置见图 ２。
3．5　沉井下沉施工
３．５．１　枕木抽换

沉井下沉前必须全部对抄垫的枕木进行抽换，

图 2　塔吊平面布置图
Fig．2　Layout of tower crane plane

一根不留。 抽换是沉井施工中的重要工序之一，抽
换应分区、依次、对称、同步地进行，尽可能少地扰动
原地基换填土。
３．５．２　沉井下沉方案

南锚碇沉井分三阶段制作，３ 次下沉，其中前两
次采用水力机械冲吸式排水下沉，最后一次采用空
气吸泥不排水下沉。 沉井下沉具体实施情况是：第
一阶段制作至 １８ ｍ，水力机械冲吸式排水下沉至
－１３．０ ｍ；第二阶段接高 １０ ｍ，制作至 ２８ ｍ，水力机
械冲吸式排水下沉至 －２３．０ ｍ；第三阶段沉井接高
１３ ｍ，制作至 ４１ ｍ，空气吸泥不排水下沉至设计标
高 －３９．０ ｍ。

北锚碇沉井分四阶段制作，４ 次下沉，其中前两
次采用水力机械冲吸式排水下沉，后两次采用空气
吸泥不排水下沉。 沉井下沉具体实施情况是：第一
阶段沉井制作至 １８ ｍ，水力机械冲吸式排水下沉至
－１３．０ ｍ；第二阶段沉井接高 １０ ｍ，制作至 ２８ ｍ，水
力机械冲吸式排水下沉至 －２３．０ｍ；第三阶段沉井
接高 １５ ｍ，制作至 ４３ ｍ，空气吸泥不排水下沉至标
高 －３９．０ ｍ；第四阶段沉井接高 １４ ｍ，制作至 ５７ ｍ，
空气吸泥不排水下沉至设计标高 －５５．０ ｍ。
３．５．３　深井降水、水力机械冲吸式排水下沉
３．５．３．１　深井降水系统设置

深井降水系统设置的是否合理决定着沉井排水

下沉的成败。 深井降水系统设置分四步来进行，第
一步将基坑进行等效化为一口大井确定等效半径，
第二步确定基坑总的涌水量，第三步根据单井出水
能力和工作泵的效率确定井的数量，第四步工作井
布局

［ １］ 。 考虑沉井下沉可能产生的塌方、土体位移
等现象，降水井与沉井外井壁必须留有一定的安全
距离，以保证降水井在沉井下沉过程中的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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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安全距离为 ８ ｍ。 根据计算，沉井外周共布置
深水井 ４２ 口，并在沉井中间布置 ３ 口备用井，共设
有 ４５ 口深井，井深 ３５ ｍ，井径 矱６００ ｍｍ，采用
矱外 ３６０ ｍｍ，矱内 ３００ ｍｍ 混凝土管。 另在沉井的轴
线上布置两个观测井，用于监测降水情况。 为减少
周边环境沉降，在东侧靠近长江大堤边上和西侧民
房边上各增设一条碎石桩井回灌带。 深井抽水采用
６３ ｍ３ ／ｈ高扬程深井泵。 深井平面布置见图 ３。
３．５．３．２　沉井水力机械冲吸式排水下沉

１） 水力机械冲吸泥下沉工作原理。 沉井接高
达到 １８ ｍ 后，在沉井周围采取深井点降水，沉井开
始第一次排水下沉，水力冲吸泥下至 －１３．０ ｍ。 第
一次下沉选择沉井周边深井排水、沉井内水力机械
冲吸泥下沉工艺，该方法有效率高、成本低、速度快、
施工 灵 便 等 优 点， 其 工 作 原 理： 用 高 压 射 水
（０．６ ＭＰａ）对沉井内土体进行切割、冲刷、搅动使土
形成泥浆，同时由吸泥泵将泥浆吸排至井外泥浆沉
淀池，循环作业。 沉井接完第三节后，其高度已超出
泥浆泵扬程，沉井内设泥浆接力泵 ５ 套。 吸出的泥
土再通过一次泥浆接力泵直接输送至弃土场。

图 3　深井平面布置图（单位：mm）
Fig．3　Layout of deep well plane （unit： mm）

２） 泥浆泵布置。 排水下沉吸泥由中心向四周
扩散，为便于控制，将沉井 ２０ 个井孔分别编号，内圈
６ 个井孔 ７，８，９，１２，１３，１４ 各设一台 ＮＬ１５ －１５０ 型
泥浆泵，外圈 １４ 个井孔中 ２，４，６，１０，１１，１５，１７，１９
等 ８ 个各设一台 ＮＬ１６ －１００ 型泥浆泵，剩下 ６ 个井
孔不设泥浆泵。 泥浆泵平面布置见图 ４。

３） 吸泥顺序。 吸泥顺序由沉井中心向外周分
层、均匀对称吸泥，吸泥分层厚度为 ０．５ ｍ，使基底
形成全刃脚支撑的锅底状，刃脚处吸泥均匀对称，循

序渐进，使沉井平稳下沉。 为便于施工管理，将沉井
由内对外分为Ⅰ，Ⅱ，Ⅲ三个区，吸泥先内圈Ⅰ区，再
中圈Ⅱ区，后外圈Ⅲ区。 Ⅰ区为下沉施工中心区，开
挖深度 ２．０ ～２．５ ｍ，在整个下沉过程中，隔墙始终
处于悬空状态，但单个井孔锅底不宜太深，仅保持在
１ ｍ 左右，Ⅱ区中隔墙悬空高度控制在 １．５ ｍ 左右，
Ⅲ区中隔墙悬空高度控制在 １．０ ｍ 左右。 Ⅱ区、Ⅲ
区需对称吸泥，锅底深度及隔墙悬空的范围需严格
控制。 刃脚内侧保持约 ２．０ ｍ 宽的土体暂不开挖，
使刃脚埋入土中，当必须冲吸刃脚附近的土体时，要
对称、均匀且冲吸深度不宜过大，这样才能使沉井不
致于产生过大倾斜。 沉井水力吸泥分区见图 ５。

图 4　泥浆泵平面布置图
Fig．4　Layout of mud plane

图 5　沉井水力吸泥分区布置图（单位：cm）
Fig．5　Layout of caisson hydraulic

suction zone （unit： cm）

４） 沉井排水下沉阶段终沉吸泥控制。 每次下
沉深度离终沉标高还有 １ ｍ 左右时，Ⅰ区隔墙悬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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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减少，宜控制在 ０．５ ｍ，Ⅱ区、Ⅲ区控制在 ０．２ ｍ
以内，且锅底深度也要逐渐减少，以能顺利保持下沉
及出土为度，并放慢下沉速度。 随着沉井的不断下
沉，对Ⅱ区、Ⅲ区宜维持其中隔墙不悬空，形成挤土
下沉状态。 如此时沉井不下沉，可平扫Ⅰ区隔墙底，
使其悬空，如仍无效果，则可用水枪平扫Ⅱ区、Ⅲ区
中隔墙底部。 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持沉井的内隔墙能
有较多的面积与土接触，以便在下一节混凝土接高
时，基底有足够的承载面积，不致于造成在接高过程
中沉井下沉过多。

５） 排水下沉纠偏控制。 在下沉过程中必须做
到“勤测勤纠，随偏随纠”。 沉井的偏差通过自动测
斜仪及光学仪器两种手段，随时收集并分析。 一旦
发生偏斜，立即采取措施纠偏，控制最大高差在
３０ ｃｍ以内。 一般是沉井哪处高，就多冲吸该处的土
体，稍有好转即均匀冲吸。 为保持沉井有一个平直
的下沉轨道，最初阶段至关重要的是均匀下沉。

６） 水力吸泥下沉要点。 ａ．沉井初期下沉很重
要，以慢、稳为原则，确保下沉进入正常轨迹；ｂ．冲土
高压水枪切削勿冲至刃脚外，以防塌方；ｃ．底节钢壳
往上平面缩小 ２０ ｃｍ，必须及时回填，防止地面塌
陷，以免影响周边环境；ｄ．取土过程中应加强测量和
利用测量数据来指导取土下沉施工，严格控制高差；
ｅ．施工过程中应及时做好各项施工监控工作，特别
要注意在沉井下沉影响范围内的长江大堤和地面构

筑物的沉降观测和现场监护工作。
３．５．３．３　沉井水力吸泥下沉实施情况

南锚：
１）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６ 日进行

第一次深井降水，历时 ２３ 天，沉井平均单日下沉速
度为 ０．５９７ ｍ／ｄ，最大单日下沉速度为 １．８０９ ｍ／ｄ，
沉井排水下沉至 －１３．０７１ ｍ。

２）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３ 日进行
第二次深井降水，历时 １１ 天，沉井平均单日下沉速
度为 ０．８８ ｍ／ｄ，最大单日下沉速度为 ２．６８８ ｍ／ｄ，沉
井排水下沉至 －２３．５８８ ｍ。

北锚：
１）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８ 日进行

第一次深井降水，历时 １８ 天，沉井平均单日下沉速
度为 １．０５ ｍ／ｄ，最大单日下沉速度为 ２．３３８ ｍ／ｄ，沉
井排水下沉至 －１６．９１０ ｍ。

２）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进行
第二次深井降水，历时 ６ 天，沉井平均单日下沉速度

为 １．０４ ｍ／ｄ，最大单日下沉速度为 １．８７６ ｍ／ｄ，沉井
排水下沉至 －２３．１５９ ｍ。
３．５．４　空气吸泥不排水下沉
３．５．４．１　沉井空气吸泥下沉方案

沉井分阶段接高完成后，布置泥浆池、沉淀池、
弃土场，布置补水系统，安装施工平台、走道及龙门
吊机、吸泥机，铺设吸泥管道，进行空气吸泥下沉。
３．５．４．２　空气吸泥的原理

空气吸泥机主要设备包括空气吸泥器、吸泥管、
排泥管、风管及其他配件。 当空气吸泥机工作的时
候，压缩空气沿进气管路进入空气吸泥器的空气箱
后，通过内管壁上的小孔眼进入混合管，与管内泥水
混合，形成比重小于 １ 的气水混合物。 当送入的压
缩空气充足，空气吸泥器在水面下又有相当深度时，
混合管中的气水混合物在管外水头压力的作用下，
顺着排泥管上升而排出井外。 与此同时，吸泥管管
口处泥面被冲散形成泥浆，随气水混合物向上流动
而被吸入管内，在混合管内与压缩空气混合后排到
井外，完成空气吸泥工作。 在空气源源不断供应的
条件下，不断地吸出井内泥水混合物，沉井便慢慢切
土下沉。
３．５．４．３　泥浆池、沉淀池、弃土场布置

泥浆池及沉淀池布置于沉井北侧，其中泥浆池
面积约 １４．６ 亩（１ 亩 ＝０．０６６７ 公顷），４ 个沉淀池总
面积约 １８ 亩，深度均为 １．５ ｍ，总容量为 ３２ ５５０ ｍ３ 。
在泥 浆 池 的 北 侧 布 置 有 弃 土 场， 总 面 积 约
７０ ０００ ｍ２ 。 依据施工计划，沉井最大一次下沉深度
为 １６ ｍ，出土量为 ５７ ２８０ ｍ３ ，在泥浆池及沉淀池中
的渣土快储满时，可通过泥浆泵及挖机等直接排放
至弃土场中堆放。
３．５．４．４　蓄水池及补水布置

蓄水池主要用于沉井吸泥下沉中的补水供给，
沿桥轴线布置于沉井近大堤侧，面积约 ２ ０００ ｍ２，深
约 １．５ ｍ，可蓄水 ３ ０００ 多 ｍ３ ，吸泥机的出渣由沉淀
池沉淀后，水回流到蓄水池，再由水泵抽回沉井内。
３．５．４．５　龙门吊机布置

沉井吸泥下沉过程中的起重设备为 ６ 台布置于
沉井壁的龙门吊，横桥向中间一排井孔布置两台，其
他四排每排布置 １ 台门吊。 轨道沿沉井短边方向布
置，内隔墙上设双轨，其间留有间隙，以保证相邻门
吊工作运行时互不干扰。
３．５．４．６　吸泥机及管路布置

空气吸泥机的主要设备包括：空气吸泥器、吸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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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排泥管、风管及其配件等。
结合沉井穿越的地质层，空气吸泥机采用型号

为 矱２７３ ｍｍ 的吸泥机，风包采用锥形风口。 吸泥机
共配备 ２０ 台，每个井孔各布置一台吸泥机。

供风设备采用 ６ ～１５ 台 ２３ ｍ３ ／ｍｉｎ 的空气压缩
机，每两台配备一只风包。 吸泥时，每只风包最多带
动两台吸泥机进行吸泥。

吸泥时为能将吸泥管口处的土层冲刷液化成泥

浆，射水管需提供高压射水，整个沉井共配置若干台
高压水泵，为防止因吸泥下沉往外排渣造成的沉井
内水头低于地下水而引起沉井翻砂，在吸泥下沉的
过程中，需不断的往沉井内补水，保持沉井内水头高
于地下水位 １ ～２ ｍ。 补水分两部分：

１）吸泥机的出渣由沉淀池沉淀后，水回流到蓄
水池，再由水泵抽回沉井内。

２）在江边布设 ８ 台 １５０ ｍ３ ／ｈ 的水泵从长江内
直接向沉井内补水 １ ２００ ｍ３ ／ｈ，补水管采用 ８ 根
矱１５０ ｍｍ 的软管。

高压供气管路、高压供水管路与排泥管路均布
置在沉井隔墙上，然后通过胶管与吸泥机上各管道
连接。
３．５．４．７　空气吸泥机吸泥下沉

在吸泥机及管路安装布置完毕且各机械设备调

试正常后，开始由水泵从蓄水池取水向沉井内补水，
以保持沉井内的水头压力，然后由高压水泵从储水
池送水至沉井上的空气吸泥机的高压射水管内冲

泥，启动空气吸泥机将泥浆吸出后排入泥浆池，经泥
浆池及沉淀池分离沉淀后，池中渣土运至弃土场堆
放，而分离后的泥水进入蓄水池泵送回沉井进入循
环。 空气吸泥机一旦启动后，必须同时启动蓄水池
中低压水泵往沉井内连续不断的补水，保持沉井内
的水头高度。

整个沉井共布置 ２０ 套吸泥机，每个隔仓布置一
台，将沉井大体分成Ⅰ、Ⅱ两大区域，吸泥时从Ⅰ区
开始，向两侧对称扩撒。 为了达到下沉进度０．４ ｍ／ｄ
的要求，每天出土量不少于 １ ４００ ｍ３，吸泥机开机一般
控制在 ４ ～６台。 沉井吸泥分区如图 ６所示。

空气吸泥下沉要点：
１）沉井下沉施工应按“先中后边、分层对称破

土、先高后低、及时纠偏”的原则进行操作。
２）高压射水管与空气吸泥器固定在一起，同时

进行水下吸泥作业，边冲边吸，射水压力控制在 １．０
～２．５ ＭＰａ。［２］

图 6　沉井空气吸泥分区布置图
Fig．6　Layout of caisson air suction zone

３）到达设计高程前应控制吸泥机头，宜平吸平
扫，防止吸成孔洞而超深，造成地基基地松动。

４）当沉井倾斜很小时，各井格内土面高差应控
制在 １ ｍ 以内为宜，使沉井保持均匀垂直下沉。

５）沉井井格中部锅底深度，一般应控制在 ｌ ～
２ ｍ以内为宜。 锅底过深则易产生突沉，使沉井下
沉量和倾斜度无法控制，同时井外土体也易塑流入
井，引起井周地面过多沉降。

６）吸泥机吸水头应勤运动，平扫井底，保持出
泥率，防止吸清水，泥机的吸水头应用龙门吊吊住。
３．５．４．８　避免出现翻砂现象的措施

１）吸泥下沉工艺适当，下沉过程中，随时保证
井孔内水头高于地下水位 ２ ｍ 以上。

２）避免吸泥下沉过程中形成刃脚下翻砂通道，
一般吸泥时保证井内地面低于刃脚不超过 ２ ｍ，禁
止在井壁刃脚底直接吸泥。
３．５．４．９　出现翻砂后的应对措施

１）首先停止吸泥下沉施工，注意翻砂区域的施
工安全，稳定后方可进行下一步施工。

２）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对本次翻砂影响的范围
及程度进行了解。

３）对沉井外侧翻砂区域进行回填。
４）然后根据翻砂情况制定下一步吸泥的区域

及顺序，翻砂处需等一到两天稳定后方可进行下一
次的吸泥施工。
３．５．４．１０　助沉措施

沉井侧壁摩阻力随下沉深度的增加呈平方增

加，当沉井深度较大时，摩阻力可能与沉井重量接
近，导致沉井下沉困难，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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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井的下沉速度：
１）井内外降水法：采取在沉井内外同时降水，

减小沉井浮力，增大自重加大下沉系数［３］ 。
２）钻孔法：在沉井周边钻密集小孔，钻孔方法

的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ａ．释放土体内的水平应力，
达到减小下沉阻力的目的；ｂ．孔内射水吸泥后引起
井周土体塌陷，井壁摩阻力减小，甚至可起到塌陷土
体带动沉井下沉的作用

［４］ 。
３）挖土法：通过挖除井周覆土来降低侧摩阻

力，使沉井下沉［４］ 。
４）深吸法：通过进一步降低井内泥面高程，如

局部深吸 ２ ｍ 左右，破坏现有刃脚外围压力拱并使
其上移，从而可减小侧壁土压力，使沉井下沉［４］ 。
３．５．４．１１　沉井空气吸泥下沉实施情况

南锚沉井空气吸泥下沉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至 １２ 月 ５ 日，历时 ５０ 天，沉井下沉至设计标高，日
均下沉速度为 ０．３１ ｍ／ｄ，沉井标高从 －２３．５５８ ｍ 下
沉到 －３９．０５８ ｍ，下沉深度 １５．５ ｍ。 实测沉井顶面
中心最大偏差 １９ ｍｍ，平面扭角最大为 ０．０９°，倾斜
度最大为 １／２ ０００。

北锚沉井第一次空气吸泥下沉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至 １０ 月 ２９ 日，历时 ３３ 天，沉井下沉至
－３７．５０８ ｍ，日均下沉速度为 ０．４１５ ｍ／ｄ；第二次不
排水下沉沉井标高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８ 日，下沉到设计深度，日均下沉速度为
０．１１５ ｍ／ｄ。 实测沉井顶面中心最大偏差 ７５ ｍｍ，平
面扭角最大为 ０．１８°，倾斜度最大为 １／２ ０５８。

南、北锚沉井下沉整个几何姿态控制良好，完全
满足设计及规范的相关要求。
３．５．５　沉井封底

沉井终沉阶段取土吸泥施工与沉井清基同步进行，
在沉井刃脚到达终沉标高时，核心区也完成清基作业。

沉井 ２０ 个井孔通过两道沉井隔仓板共分 ３ 大
区域，封底混凝土总量约 ３０ ０００ ｍ３ 。 其中Ⅰ区封底
混凝土数量约为 ６ ０００ ｍ３ ，Ⅱ区、Ⅲ区封底混凝土数
量约为 １２ ０００ ｍ３。 封底时组织多座拌合站集中供
料，理论产量达 ５００ ｍ３ ／ｈ，实际产量约 ２４０ ｍ３ ／ｈ ，１６
辆混凝土运输车运料，４ 台泵车布料，泵送至井顶混
凝土中心集料斗供料，经过分料槽流入导管，逐管拔
球封口。 封底时按先Ⅰ区，然后Ⅱ区最后Ⅲ区的顺
序进行。 沉井封底分区如图 ７ 所示。
３．５．６　沉井填芯

在沉井封底施工结束后，采用水下 Ｃ２０ 混凝土

图 7　沉井封底分区布置图
Fig．7　Layout of caisson cover

水中浇筑，沉井填芯标高至 －６．０ ｍ，然后用 Ｃ２０ 混
凝土浇筑，沉井填芯标高至 －３．０ ｍ。 设计沉井填芯
水下 Ｃ２０ 混凝土 ５６ ２４０ ｍ３ ，Ｃ２０ 混凝土 ６ ９０７ ｍ３ ，
总量 ６３ １４７ ｍ３ 。 在填芯过程中对沉井姿态进行监
测，并根据监测结果调整浇筑顺序。
３．５．７　沉井顶盖板施工

沉井顶盖板长 ５０．５３６ ｍ，宽 ４９ ｍ，高 ５ ｍ，混凝
土设计总方量 １２ ３８１．３ ｍ３ ，沉井顶盖板共分两层进
行，每层高 ２．５ ｍ，混凝土标号 Ｃ３０。 浇筑过程中对
混凝土温度进行监控，根据监测温度对混凝土保温、
养护措施进行调整。
4　陆上特大型沉井施工的重点

１） 特大型沉井工程量大，施工组织力度大，宜
科学合理安排，保证工程有序进行。

２） 特大型沉井结构庞大，下沉前枕木抽换阶
段，应精心组织，严密监测结构的内力变化，确保沉
井自身结构的安全。

３） 沉井排水下沉阶段，通过计算、分析布置深
降水井，确定沉井最大下沉目标值，采取有效地回灌
措施，减少地基沉降对沉井周边民用建筑和长江大
堤的影响。

４）沉井空气吸泥时应对称、均匀取土，严格控
制刃脚位置超吸深度，避免或尽量减少出现大范围
翻砂的现象，提高出土的效率。

５） 沉井空气吸泥终沉阶段下沉系数较小，选择
合理的助沉措施，可在保证沉井结构安全的前提下，
加速沉井的下沉。

６） 沉井封底合理规划分仓浇灌区域，科学组织
混凝土生产、运输和浇灌，可有效的保障封底混凝土
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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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泰州大桥陆上特大型沉井施工经过各方的精心

准备、科学组织，确保了沉井结构安全和下沉的精
度，大大地缩短了施工工期，节省大量的投入，取得
了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其成功实施的方法在长
江中下游及沿海地区相类似的地质条件下值得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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