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工程技术研究

4 弱电系统设计

4.1 系统设计

该系统设计考虑方面较多，主要有确定报警主机电源大

小和是否采用 UPS、是否采用适合建筑工程的弱电系统线路

连接方案、系统有无安装 CRT等[3]。

4.2 材料应用

为了防止被干扰，通常系统使用 RVS2伊1.5。和主机相连

的烟感线路要使用控制线，供电需要电源线。控制专用和系统

的电压虽然相差不多，但是不能混用，这是因为对抗干扰性能

要求的不同导致的。

5 结语

保证消防弱电系统顺利安装是实现建筑工程按时完成的

保障。在实际施工过程中要充分结合工程实际，及时调整系统

以达到在工程建设中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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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新疆奴尔水利枢纽工程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

地区策勒县境内，坝址区位于奴尔河中下游河段，是奴尔河上

唯一的控制性工程，主要任务是灌溉兼顾发电。水库正常蓄水

位 2497.00m，死水位 2465.00m，总库容 0.69 亿 m3，调节库容

0.45亿 m3，电站装机容量 6.2MW。
新疆奴尔水库大坝为碾压式沥青混凝土心墙坝，基础防

渗墙位于在坝轴线方向，河床覆盖层为第四系中更新统耀全新
统冲积砂卵砾石，厚度 20耀32m，地层结构较为密实，以泥质胶

结为主，局部钙质胶结，内含大量漂石，直径 40耀50cm，向下深

入基岩 1.0m；基岩面以下 30m 以内为半胶结状态，中粗砂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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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结构密实，随着胶结程度的不同，岩体的透水率稍有差异，

q=0.74耀12.67Lu，属弱中等透水；左岸坡，基岩 5.6m以下透水

率为 0.91耀5.0Lu, 属弱透水；右岸基岩面以下 3m 为 0.04耀
5.0Lu，属微耀弱透水层，其中透水率 q臆5Lu 界限埋深在基岩

面以下 10m。该工程心墙基础为 C20 混凝土防渗墙，墙厚

0.8m，混凝土 10983m3，总长 426.214m，最大深度 32.0m左右。

2 先导孔的设计要求
根据设计图纸的要求，防渗墙施工槽孔到达设计建基面

后，采用先导孔取芯验证基岩。先导孔的具体设计为：淤根据

目前已确定的防渗墙施工槽段长度（6.8m），每两个施工槽段布置
不少于 1个先导孔。于槽孔在达到设计建基面后，即采用地质钻
机进行先导孔施工，孔深预计 5m，具体由现场地质工程师根据取
芯判定基岩，确定终孔深度。盂取芯孔径不小于 91mm，岩心采取
率不小于 90%。榆终孔后需进行水泥封孔。

根据设计要求，按照每两个槽段布置不少于 1 个先导孔，

每个先导孔预计深度 5m计算，该工程共计 71 个槽段，共计布

置 37个先导孔，预计钻孔取芯工程量为 185m。
3 先导孔技术要求

施工前先确认孔位无误后，再下设内径 椎100mm的套管至

孔底，套管底部采用黏土回填固定，套管上口用钢筋固定在槽

口。最后在施工部位的槽孔上铺设钻孔平台，并将 XY-2型地质
钻机安装固定进行施工。终孔后采用人工投放砂浆进行封孔。

为了提高取芯率，钻具采用双管单动钻具，配 椎91mm的金

刚石进行钻孔取芯。芯样标识孔号、深度、采取率等相关信息。

4 施工工艺流程

防渗墙先导孔施工工艺流程如下：

施工准备寅套管固定寅搭设钻孔平台寅钻孔取芯寅芯样

保存鉴定寅封孔寅拔套管寅拆平台清理场地。

5 施工方法

5.1 孔位布设

表 1

奴尔水库防渗墙按 6.8m进行槽段划分，共计划分 71 个
槽孔。每 2个槽孔布置一个取芯孔，共计布设取芯先导孔 37
个。取芯孔一般布置在槽孔的两个端孔位置，该工程取芯孔初

步确定在一期槽的 1 号主孔中心位置上（根据情况和设计要

求可进行调整）。具体孔位参数详见表 1。
5.2 套管下设

钻孔前根据具体孔位、孔深配置套管，用以保证钻孔角

度，防止钻杆在孔内摆幅过大，造成钻杆断裂。

套管采用内径 100mm，壁厚 3.5mm的普通焊管。套管连

接采用法兰螺栓连接，并加装止水胶垫。

套管采用冲击钻机起吊下设, 管底采用黏土回填进行固

定，埋深 3-6m，孔口采用钢筋架固定。为便于钻孔操作，管口

应高出槽口 20cm。
5.3 搭设钻孔施工平台

钻孔施工平台采用 6cm木板铺设，宽度不小于 2m，长度

不小于 4m，各木板间采用铁丝固定或钢筋架固定。平台临近

槽孔侧应设置栏杆防护。

5.4 钻孔施工

施工前应做好地质钻机的安装固定，使钻机保持平整稳

固，三脚架必须稳固牢靠。

钻孔采用地质钻机配金刚石钻头、双管钻具进行钻孔施

工，钻孔孔径为 椎91mm。为保证设计要求的岩芯采取率不小

于 90%，要求单次钻进进尺不得超过 80cm。
岩心摆放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放在岩心箱内，标

签完整、齐备、准确，大于 5cm的岩心及岩心箱须用红油漆进

行编号。钻孔班报表应详细记录钻探过程中的异常现象，并及

时通知地质人员。

5.5 岩心保存鉴定

钻孔施工前通知地质工程师并征得监理同意，钻孔施工

中应邀请监理及地质工程师旁站，钻孔结束后 8小时内将班

报表交付地质人员，并按地质人员的要求将岩心箱进行摆放，

以便妥善保存。

5.6 封孔

取芯孔完成后采用人工投放砂浆（球）进行分层回填，并

用钻杆进行夯实封孔。

6 结语

经过该工程实践证明，在西域砾岩地质条件下对防渗墙

施工采用先导孔施工方法判别槽孔底部岩石，有效保障了防

渗墙基础混凝土质量，加快了工程进度，提高了西域砾岩岩石

鉴别方法。

钻孔编号 桩号 钻孔编号 桩号 钻孔编号 桩号 钻孔编号 桩号

FK-01 164.511 FK-11 278 FK-21 398 FK-31 518
FK-02 170 FK-12 290 FK-22 410 FK-32 530
FK-03 182 FK-13 302 FK-23 422 FK-33 542
FK-04 194 FK-14 314 FK-24 434 FK-34 554
FK-05 206 FK-15 326 FK-25 446 FK-35 566
FK-06 218 FK-16 338 FK-26 458 FK-36 578
FK-07 230 FK-17 350 FK-27 470 FK-37 589.925
FK-08 242 FK-18 362 FK-28 482
FK-09 254 FK-19 374 FK-29 494
FK-10 266 FK-20 386 FK-30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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