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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海域面积广阔,自然资源丰富。为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沿海区域纷纷开展了大型港口工

程的施工。在海上工程中,针对近海域的码头及防护堤的施工相对简单,但同时存在较多远离海岸线的特

殊工程,使得工程施工难度增加,对工程技术提出更为严苛的要求。本文首先指出了海上工程施工难点,

并对海上钻探施工平台的选择、钻探设备的确定、钻探施工工艺进行了分析,使其能够为类似的海上工

程施工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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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上工程施工难点 

1.1施工空间狭窄 

海上施工与陆地施工相比,具有较

多的不利因素。由于海上施工的的施工

位置位于海面上,仅依靠船只构建起一

个狭窄的工作面,缺乏必要的支撑及施

工空间。因此,若要在海上开展大规模工

程施工具有极大的难度。 

1.2自然环境复杂 

海面上的自然灾害较多,其中以潮

汐及台风造成的危害 为严重。在潮汛

期,海域风力普遍在6到7级,某些情况下

甚至可达9到10级,浪高在1.5米至1.7米

之间,此类自然环境显然无法正常开展

海上工程施工。另外由于自然环境变化

极快,往往在较短的时间内即出现大型

灾害,对海上工程施工带来了巨大挑战。 

1.3船舶与设备干扰明显 

在开展海上工程施工时,往往需要

投入大量的船舶进行协同作业,各类船

舶均会携带着功能各异的电子设备,在

密集度增加的情况下,极易产生设备之

间的干扰现象,对海上工程产生了严重

的影响。 

1.4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不足 

海上施工时会经常遭遇到恶劣天气,

极大考验了施工队伍的专业性。施工单

位应紧抓员工培训工作,使其能够建立

起良好的安全生产意识。施工人员要随

身佩带专业救生设施方可进入到施工区

域,并且要在施工前对施工人员体检,一

旦发现晕船等情况应立即返回陆地接受

治疗。 

1.5钻孔定位难度大 

钻探施工是海上工程建设的基础,

应在港口处布置水位监测点,建设单位

要指派专人做好实时观测工作,每隔15

分钟要记录一次海水涨潮及落潮的时

间、强度等数据。在正式开展钻探施工

时,应对上述数据进行充分研究,并在计

算机软件的作用下,确定好机台孔位高

度,还要据此计算出孔深。为加强孔深计

算的精确度,施工前应先测量出海水的

深度。此时可采取放管套的方式,从而得

到精确的数据。 

1.6泥浆使用困难 

受制于海上施工的特点,应使用

铁板制作出活动泥浆池,加装好吸水

胶管后将其连接到套管三通接头上,

使泥浆能够在其中充分循环。要使泥

浆的性能参数达到以下标准：比重为

1.1~1.2,粘度为20~24Pa•s。此数据并

非一成不变,可依据地层下的实际情

况进行相应调整。 

2 海上工程施工工艺 

2.1平台及设备 

2.1.1海上钻探施工平台 

由于海上工程的特殊性,应在工程

开展前搭建好施工平台。施工平台要具

备抵御各类海上灾害的能力,有效保障

了钻探施工的安全性。在安装施工平台

时,要从经济及便捷性的角度出发,选择

为合适的方法,现今使用 为广泛的

施工平台为“浮平台”。此类平台对搭建

的环境要求较高,应首选铁驳船或者专

业的施工船。在选择施工平台时,还应考

虑到施工海域周边的气象条件、离岸距

离等因素,选择船长在28米、载重量达

100t的船只。钻探平台应设置在施工船

的后侧,采用角铁、槽钢加工制得支架后,

将其固定在甲板之上,并使其突出船尾

约2m。将机台木安装在支架上,再铺以机

台板,至此施工平台即搭建完毕。受到海

上大风及其它恶劣环境的影响,应在施

工平台外侧安装扶拦,加强安全性。采用

“浮平台”可实现就近租船,大大节省了

筹备时间,从而有效降低了施工成本。加

之“浮平台”具有极强的机动性能,一旦

遭遇极端天气时,可快速转移到安全区

域,避免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开展

海上工程施工时,往往会应用到较多的

器械,“浮平台”也可作为运输工具,更

好的服务于工程建设。“浮平台”同样具

有不可忽视的缺陷,由于其容易受到海

浪的侵袭,使得施工时间难以保证。据此

我们建造出了专业用于海上作业的“工

勘平台”,可将作业面积扩大至4×6㎡,

可抵御一般规模的海浪侵袭。“工勘平

台”的使用,改变了以往施工时间不足的

问题,提升了海上施工效率,并且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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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原位测试。由于此平台不具备独立

航行的能力,需大型拖船将其拖至施工

区域,使得运输成本有所增加,但从综合

角度考虑,“工勘平台”是现今 为高效

的海上施工平台. 

2.1.2钻探设备 

钻探设备是海上施工的关键性设备,

要从钻孔深度及水位情况出发,选择

为适合工程施工要求的型号。开展海上

施工时,会经常应用到较长的套管,并且

钻机需要固定在一处,因此要首选动力

性能较强的钻机。如钻孔深度不足30m,

可选用XY-1(2)型油压钻机；如钻孔深度

大于50m,应选用性能更高的钻机,如

XY-4 型 油 压 钻 机 , 钻 探 深 度 可 达

50~100m。钻探时需灌注大量的泥浆,需

选用合适的泥浆泵,常用的泥浆泵为

BW-160型。 

2.2施工工艺 

2.2.1钻孔定位及平台就位 

现今采用的钻孔定位设备主要有经

纬仪及微波定位仪,如施工区域距离海

岸线较近,可选用经纬仪；如施工区域距

离海岸线较远,可选用微波定位仪。另外

某些施工中还会应用到卫星定位仪。在

正式施工时,施工人员应在调度的指挥

下抛出浮标,使其靠近于钻探平台处。通

过锚泊系统,指派专人测量孔位及钻机

的立轴线,如具有一定误差,应及时予以

校正。此时交通船应辅助其将锚抛至到

位,并使前后锚呈现八字型。然后检测孔

位,如出现偏差要将其纠正, 后将锚绳

收紧后即可进入到后续施工环节。锚绳

的质量是一项关键因素,应选择φ

15~25mm,长度＞200m的钢丝绳。要将锚

绳的位置与水面形成15°的夹角。锚型

要设置为四齿锚形式,并将单个锚的重

量控制在50~10kg。如锚的重量较小,则

会对固定钻船产生不利影响；如锚的重

量过大,又会导致抛锚定位出现问题。开

展钻探时,还应 速收放锚绳,降低产生

断裂的风险。 

2.2.2钻孔结构与护壁方式 

在开展常规性开孔作业时,应首先

放置好φ146mm套管,并且要深入泥面1m

左右,在套管上安装夹板,将其固定于孔

口机台板位置。开孔作业中,应选用合金

钻头,并按照全孔泥浆护壁的形式进行。

如在钻进过程中遇到软土层,应选用φ

108mm岩芯管及合适的取土器。在此过程

中,要随时关注潮水涨落情况,依据潮水

的变化及时装卸套管。故应提前准备好

大量的短套管,以备不时之需。 

2.2.3钻进取芯及取样 

为进一步明确土层的相关特征,

应采取钻进取芯的方式开展施工。由

于土质的不同,钻进取芯主要分为两

种方式。在淤泥类及粉状土质中,可选

择岩芯管回转干钻进的施工技术；在

某些性状较为坚硬的土质中,应在使

用上述施工技术的基础上,再加入小

流量泥浆冲洗液钻进的方式联合进行

施工。在钻进深度距离目标深度仅剩

0.2m时,要切断泥浆泵的电源并放入

钢珠。各回次进尺要充分考虑到取样

密度的限制,使其保持在1.5m范围内。

要采取到原层土样,从而真正掌握施

工区域内的地质状况。针对不同的土

层,应选择与其相匹配的取样器及操

作方法。如在淤泥软土类地质条件下,

应选用薄壁取土器,并按照一次性连

续压入法的施工工艺进行操作。在遇

到质地较硬的土层时,要选用普通型

的取土器,按照重锤少击法进行取土

操作。为保证孔洞的稳定,要及时采取

泥浆护壁的方式。在钻探时还应严格

控制钻井深度,测量好孔口距离泥面

的距离。 

2.2.4原位测试 

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海上施工勘

察主要采用标准贯入实验法进行。在操

作中应及时跟管钻进,选择好合适的试

验点位,一般选择在套管下方1m位置。要

使套管保持直立,不得碰触到施工平台。

如遇到风浪较为密集的天气,应尽量避

免产生套管晃动的状况,使测试结果更

为准确。当施工平台固定好后,即可于孔

口处放置套管,并采取固定措施,此时即

可进行套管内的静控试验。如套管的直

径较大,要在套管内加装护正器,使探杆

维持稳定状态。 

3 结语 

由于海上施工普遍具有较强的难度,

因此在工程勘察过程中要首先确定好勘

察目标,对施工海域的自然状况进行深

入了解。还应选择 为合适的施工平台,

依据施工海域的地质条件选择 佳的施

工技术。另外要提高岩芯采取率,保持勘

测结果的精准度,从而为类似的海上工

程施工提供宝贵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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