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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渗井点降水在北京王府井大厦基坑工程逆作施工中的应用 

齐如明 一，司刚平 ，郑秀华 

(1．北京市地质工程设计研究院，北京 密云 101500；2．吉林大学 建设工程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6；3．中国地质大 

学(北京)工程技术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降水对逆作法施工尤为重要。逆作法施工中通常采用坑内深井井点降水，而在北京王府井大厦工程中充 

分利用了场地的水文地质条件，大胆地采用了自渗井点降水，取得了良好的降水效果，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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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王府井大厦工程位于北京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商 

业闹市区王府井大街，南侧紧邻王府井百货大楼，北 

侧与穆斯林大厦及协和百货相连，东面与新东安市 

场隔街相望，北侧为居民住宅。工程总用地9934．9 

m ，建筑面积 10．2万m ，地下3层，局部5层，地上 

11层，裙楼6层，是一座集购物、餐饮、娱乐为一体 

的大型公共建筑。工程总平面图见图 1所示。 

圈 1 工程 平 面不惹圈 

大厦施工场区狭小，东北侧距穆斯林大厦 1．2 

m，南侧地下室外墙与百货大楼独立柱基础相距仅 

8．5 m，且百货大楼为待加固危楼。因此不能采用基 

坑周边井点降水方案，且周围建筑物对地基变形要 

求严格，不宜大面积降水，以避免降水引起的地面沉 

降而影响建筑物安全。工程利用地下连续墙和中间 

支撑柱实施逆作，使降水面积控制在基坑范围之内。 

2 场地水文地质条件 

场区地下水情况为：第一层为上层滞水，水位埋 

深一3．00～一5．10 m，水位标高40．33～42．60 m； 

第二层为潜水，水位埋深 一15．57～一16．80 m，水位 

标高 28．80～30．01 m；第三层为承压水，水位埋深 
一 21．30～一23．00 m，水位标高22．4o～24．23 m。 

场区的补给径流及排泄条件是：第一层上层滞 

水受大气降水及场内各种管道漏水影响而发生变 

化；第二层潜水及第三层承压水的含水层主要为砂 

层、卵石、砾石，地下水主要受水平方向径流补给，除 

受人工取水、下渗外，以水平方向向东南排泄，水位 

变化相对较小。 

北京地区地下水位呈西高东低之势，本工程处 

于水位平缓地段，整体较稳定，水压力不大。 

3 降水方案的选择及效果 

3．1 降水方案选择 

根据施工现场场区的情况，采用基坑外井点降 

水的条件不完备，同时为避免基坑外降水对周围建 

筑物可能产生的变形和沉降，采用基坑内降水方案。 

本工程地下连续墙墙底标高为 一12．5 m，根据 

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场区内第一层上层滞水和第二 

层潜水已被地下连续墙全部封闭(如图2)，地下连 

续墙外的地下水不产生水平方向的直接沟通，无补 

给水，且混合水的水头低于结构筏板底标高(一 

18．20 m)，正处在第二层潜水层之中，因此可采用 

基坑内自渗井降水方法，即利用第二层潜水和第三 

层承压水之间的水位差，用 自渗管井降水方式(图 

2)，将第二层潜水通过自渗井下渗到第三层承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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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层中，确保基坑内 一20 m以浅地下水全部疏 

干。通过现场做试验井观察，水位稳定于一21 m左 

右，能够满足施工要求，表明自渗井降水有效。 

吕 
， 。 ． h

。  

。 ． 毫 Jo 

一 25。50m 蒸 V 冀 乡 lI 
： 

1。  

-

． ÷ 
一  ‘ 

0 C D 0 

第一层 层滞水 
自然水位 

地琏培 

第=层潜水自然水位 

第l 层潜水自渗 

后预测水位 

第三层承压水自渗 
补给预测水位 
一 培．80m以F 

第三层承压水 
自然水位 

图2 自渗井示薏图 

3．2 自渗井点降水原理 

自渗井点降水是利用上下含水层天然水头差， 

在基坑内(或周围)布设若干渗井(或管井)，通过渗 

井将上部含水层的地下水疏导人下部含水层(图 

3)，以降低基坑内地下水位。必要时可配合其它井 

点共同作用使地下水位达到设计要求。采用此方法 

必须准确掌握水文地质条件，而且在工程结束后应 

及时止水封闭两含水层的通道，避免引起环境水文 

地质条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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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目渗井降水原理图 

l一上部含水层静止水位；2一下部含水层静止水位；3一降 

水后动水位；4一隔水层 

自渗井点降水适应于下列条件：(I)下部含水 

层水位低于上部含水层水位，并低于基坑施工要求 

降低的地下水位。(2)下部含水层的吸水能力大于 

上部含水层的泄水量。 

3．3 自渗管井 

自渗井井深 30 m，共 33口，井孔直径600 mm， 

井管直径 400 mm，碎石滤料粒径 50～70 mm，用 

GSD一50型钻机成井。 

为保证降水效果，要求有较高的成井和洗井质量。 

采用泵吸反循环成孔，钻进时必须注意观察钻 

速和孔内水位变化，遇到地层变层突然漏水时要及 

时向孔内注水，防止塌孔。 

为了保证投砾后滤层的透水性良好，终孑L后必 

须进行换浆，新浆密度≯1．02 kg／L，换浆直至换出 

的浆液密度≯1．02 kg／L。 

洗井是保证自渗井渗水效果良好的重要措施。 

洗井时，每次井管喷水后，都要测量水位恢复速度， 

待井管内水位达到预定恢复速度，方可中止洗井。 

水位恢复速度可用电测法测量。 

3．4 降水效果 

在施工过程中，曾多次对 自渗井水位进行观测， 

78％的井水位在一2l～ 一23 m之间，即水位在槽底 

以下3～5 m，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水位有不断下降 

的趋势，说明整个降水系统降水效果很好，能够满足 

施工要求。 

4 结语 

王府井大厦工程采用逆作法施工，地下连续墙 

不但是结构墙、基础挡土墙，还是自防水墙，三墙合 
一

。 地连墙作为防水墙，使得基坑内第一层滞水层 

和第二层潜水层成为相对独立的含水层，再加上场 

地特定的水文地质条件，使得 自渗井降水方案在本 

工程中得以成功应用，且成果显著，总结如下。 

(1)降水效果良好。本工程中采用自渗井降水 

完全满足了施工要求，而且采用自渗井降水，便于后 

期土方作业和结构逆作施工，可随挖土随拆卸井管， 

减少交叉作业，不影响地下结构施工。 

(2)经济效益明显。自渗井降水与深井井点降 

水相比，可节省大量抽水用电和地下水资源。 

(3)社会效益明显。本工程总用地9934．9 m ， 

属大型基坑工程，若采用基坑内深井井点降水，需大 

量抽取地下水，而采用自渗井降水则保护了地下水 

资源，这对于北京这样水资源匮乏的大型城市来讲， 

社会意义重大。同时，采用 自渗井降水还避免了因 

大量抽取地下水引起的地面沉降等环境效应问题， 

确保了百货大楼等公共设施的安全正常使用。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一方面建筑物越来越密 

集，可利用施工场地越来越狭小，且对环境的要求越 

来越高；另一方面水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命脉，保护 

地下水资源成为城市建设的首要任务。在此情况 

下，工程降水方案必须优化选择。从本工程可以看 

到，在水文地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自渗井降水应成 

为一种优先选择的降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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