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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连续墙施工中几种接头形式的对比分析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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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地下连续墙的应用越来越多，地下连续墙的接头形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结合工程实践，对常用的
几种地下连续墙接头形式进行对比分析，阐述了不同形式接头的优缺点及适用范围，为工程设计施工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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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深基坑及地下轨道工程的快速发展，地下
连续墙作为围护结构被普遍采用。 所谓的地下连续
墙实际上并不是连续的，它是由一个个单元槽段以
某种形式相互连接而成的，槽段与槽段之间的接合
主要取决于接头，而接头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墙体的
整体性及使用效果，更关系到工程的经济效益。 随
着地下连续墙应用的增多，接头形式也在不断改进。

1　接头的主要功能
1．1　止水

由于槽段之间主要靠接头进行二次接合，接合
处是止水的薄若环节，因此止水是接头的主要功能，
止水效果取决于流水路线的长短和阻力的大小。
1．2　挡混凝土

因槽段需要进行分期施工，先行施工的槽段需
要靠接头作挡体，相当于混凝土的模板，浇注时须保
证混凝土不能从接头和槽壁之间的空隙流出，接头
应能承受混凝土的侧向压力而不发生弯曲或变形。
1．3　传递应力

地下连续墙作为受力结构本身承受着外界的应

力，而接头作为墙体的一部分，也要承受同样的应
力。
1．4　抗剪切

由单元槽段之间的连接形式自身的强度而定，

一般都能达到设计要求。
止水和传递应力是决定地下连续墙结构稳定的

主要因素，它们都是由槽段接头形式而定的。 因此
选择最佳流水线路和最大限度重叠两单元槽段的刚

性连接是保证地下连续墙具有防漏抗渗、传递应力
的前提。

2　常用的接头形式
2．1　接头管、接头箱

接头管也称锁口管，是在槽段下完钢筋笼后在
墙段的末端下入直径与槽宽相等或略小的管体，阻
止先期施工槽段的混凝土漏浆并占据体积，待混凝
土浇注完成达到一定强度后，将接头管拔起（通常
在混凝土浇注完成后 ２ ～３ ｈ内起拔）在墙端留下半
圆形混凝土楔口，用来与相邻后期施工槽段衔接
（见图 １、图 ２）。

图 １　接头管接头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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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接头管接头

接头箱为凸字形空心箱体，由厚钢板制成，宽度
与墙宽相同或略小。 接头箱一般单独使用，有时也
和工字钢板配合使用。 接头箱沿全长不得扭转、弯
曲和变形，下部端口作刃口。 接头箱须垂直吊放，下
部插入槽底不少于 １００ ｍｍ，上部固定，并在接头箱
外侧回填石子或砂包。 接头箱起拔时间在单元槽段
混凝土浇筑完初凝后１ ～２ ｈ，开始活动接头箱，即将
接头箱缓慢拔出 １０ ～２０ ｃｍ，而后每间隔 １ ｈ活动一
次，一般在混凝土浇筑完毕后 ８ ～１０ ｈ，接头箱须全
部拔出。
2．2　止水钢板接头

止水钢板接头主要有十字、工字、王字形等几种
形式（见图 ３、图 ４），采用哪种形式，主要取决于地
下连续墙的厚度及深度。 钢板接头一般在现场制
作，与先期施工墙段钢筋笼端部横向钢筋焊接连成
一体，待槽段挖完后，与钢筋笼一并下入槽内，然后
浇注混凝土。 有时也和接头箱配合使用。
2．3　钢筋混凝土预制接头

现在常用的接头形式还有钢筋混凝土预制接

头。 钢筋混凝土预制接头一般制作成工字形状（见
图５、图６），在车间内分段制作完成，厚度与墙厚相

图 ３　止水钢板接头形式

图 ４　止水钢板接头

图 ５　预制混凝土接头

图 ６　预制混凝土接头

同，宽度为 ６００ ～８００ ｍｍ。 在槽口分段吊装，采用预
埋钢板焊接连接。 预制接头混凝土强度、配筋与地
下连续墙相同。 成槽后该接头构件直接埋在连续墙
里，不再回收利用，减少了拔出工序。 钢筋混凝土接
头为预制件，可提前制作，大大缩短混凝土浇筑时
间。 采用钢筋混凝土预制接头的形式，虽然预制接
头的成本比钢板接头及锁口管接头相对较高，但由
于该接头实际上取代了一部分的连续墙结构，从而
使得连续墙本身的工程量减少，费用降低。

3　接头处的防渗漏处理
无论是采用哪种接头形式，都须在接头外侧回

填砂石包或土袋以防混凝土绕流，造成后期槽段施
工困难。 对于先期形成的槽段往往在侧面粘有许多
泥土，要采用特制的刷壁机进行清刷，一般需要刷
１０ 次以上，才能确保接头面的新老混凝土接合紧
密，否则可能造成两幅墙之间有夹泥，发生渗漏。 渗
漏原因及预防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3．1　接头未清刷干净

只要施工过程中对先浇槽段接触面的清刷不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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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或因为泥浆护壁效果不佳，清刷或下笼过程中不
小心碰塌了侧壁的土体，都会使槽段接头处滞留沉
渣或局部夹泥，从而导致渗漏水。 预防措施主要有：
精心配制槽段内的护壁泥浆，确保成槽及清槽过程
中槽壁的土体稳定；成槽机在成槽过程中必须保证
垂直匀速上下，尽量减少对侧壁土体的扰动；槽段两
端的清刷作业须仔细进行，清刷过程中严禁碰撞两
侧土体。
3．2　钢筋笼偏斜

某些槽段由于条件的限制，不能采用跳跃式施
工，只能顺序施工相邻槽段，致使后施工的槽段钢筋
笼不对称，吊放时因偏心作用产生偏斜。 由于接头
处未清刷干净，留有前期槽段留下的混凝土块，仍强
行吊放钢筋笼，从而产生偏斜。 预防措施主要有：尽
量避免相邻槽段的连续施工，消除偏心钢筋笼所造
成的影响；钢筋笼下放过程中必须垂直、缓慢，如遇
障碍物必须提起，清除障碍物后再行下放，切不可强
行下放。
3．3　支撑架设不及时

由于基坑开挖过快，支撑架设不及时，地下连续
墙变形过大造成接头处渗漏水。 尤其是对于接头管
接头，由于接头刚度较小，对基坑变形更为敏感。 预
防措施主要有：严格控制开挖进度，及时架设支撑，
加强基坑变形监测。

无论采用哪种形式的接头，为了确保接头的止
水效果，最好在墙体接头外侧补高压旋喷桩进行止
水封堵。

4　几种接头形式的对比分析
4．1　接头管接头形式

在早期的地下连续墙施工中应用较多。 由于接
头管加工方便，可重复利用，成本相对较低。 接头管
属于柔性接头，具有一定的抗剪能力，但因与墙体无
刚性连接，传递应力效果差，缺乏抵抗弯矩的能力。
同时因流水线路较短，接头管的止水效果较差，易出
现渗漏水现象。 接头管拔管时问难以掌握，早拔则
混凝土仍处于流动状态，尚未成形，晚拔会由于混凝
土与接头管粘紧而拔不出，且易损伤墙体，因此接头
管接头不适用于较深的地下连续墙。 但接头管接头
具有刷壁方便，后期槽段钢筋笼下放容易，造价相对
低廉的优势，是目前应用较多的接头形式。 施工过
程中要求施工队伍具有一定的施工素质，能较好地
掌握好接头管的起拔时间。

目前墙深在 ３０ ｍ 以浅，墙厚在 ６００ ～８００ ｍｍ

的地下连续墙多采用接头管形式，这种规模的地下
连续墙开挖深度不会很大，开挖面很少会进入承压
水层，止水相对容易，拔管时间也容易掌控。 如天津
市某变电站综合楼基坑支护工程，地下连续墙设计
墙厚 ８００ ｍｍ，墙深约 ２５ ｍ，基坑开挖深度 １３ ｍ，接
头形式采用饱８００ ｍｍ的圆形接头管，从开挖检验来
看，施工质量完全达到了设计要求。
4．2　止水钢板接头

具有施工速度快，结构强度与刚度好，可以很好
地传递弯矩及剪力。 接头的渗水路径较长，从而止
水效果也相对较好，目前得到了广泛应用。 采用钢
板接头工艺时，由于钢板接头的宽度要比连续墙槽
段宽度稍小，在成槽浇注混凝土时容易产生绕流的
现象，给后期槽段的施工会带来困难，因此刷壁和清
除墙体侧壁泥浆变得至关重要，处理不好会导致接
头处渗漏水。 在软弱砂层和透水性强的土层中，由
于连续墙成槽宽度会比设计宽度大，更容易造成渗
流现象。
钢板接头处钢板用量较大，造价相对较高，对钢

板焊接的施工精度要求也较高，目前主要用于超深、
超厚的地下连续墙。
在实际施工中，钢板接头多与接头箱配合使用。

如天津某交通枢纽地下换乘站地下连续墙深 ５５ ｍ，
墙厚 １．２ ｍ，采用工字钢板＋箱式接头的形式，工字
钢板接头能够较好地传递弯矩、剪力和轴力，流水线
路长、阻力大、不易出现渗漏水现象，止水效果较好，
箱式接头可以有效防止混凝土绕流。
4．3　钢筋混凝土预制接头

近几年应用逐渐增多，因需制作模板及养护，接
头本身成本比接头管和钢板接头稍高，但由于该接
头实际上取代了一部分的连续墙结构，从而使得连
续墙本身的工程量减少，费用降低，钢筋混凝土接头
可节省大量止水钢板，地下连续墙综合单价比钢板
接头降低 １０％～１５％，工程总价相对节约。
钢筋混凝土接头可在车间内提前制作，制作质

量有保证，同时不再拔出，减少墙体本身的混凝土浇
注量，因此可大大缩短总体施工工期。
钢筋混凝土接头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采用钢

板接头现场施焊量大，会释放出大量的有害气体，
对操作人员身体和环境会造成不良影响，而混凝土
预制接头的制作对环境的污染极小。
钢筋混凝土预制接头具有刚度强，整体性能好，

一般宽度为 ６００ ～８００ ｍｍ，使混凝土绕流的路径变
长，在防止混凝土绕流方面效果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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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混凝土预制接头一般分节制作，在槽口分
段吊装，采用预埋钢板焊接连接。 施工中要求槽壁
垂直度好，一旦不能下放到位，需将整个桩体拔出，
在整体拔出时一定要考虑由于拔出泥浆面的部位丧

失了泥浆的浮力而使自重加大，需要认真计算起吊
设备的起拔能力，避免出现起吊设备失稳的情况。

钢筋混凝土预制接头适用于超深、超厚的地下
连续墙工程，如墙深超过 ３０ ｍ或厚度在 １．０ ｍ以上
的地下墙，更适用于“双墙合一”的地下结构工程。
如我公司承担施工的“宝钛股份万吨自由锻压机设
备基础基坑支护工程”，该工程地下连续墙设计墙
厚 ０．８ ｍ，墙深 ３５ ｍ，基坑开挖深度约 ２０ ｍ，为“双
墙合一”的结构墙，采用的是工字形钢筋混凝土预
制接头。 当时主要是综合考虑了接头的防绕流性
能、止水效果、整体刚度、施工工期、工程造价等几方
面的因素而采用的。 实践证明，钢筋混凝土预制接
头能较好地防止混凝土绕流、减少基坑开挖过程中
的渗漏水，保证基坑的开挖安全，提高施工进度，节
约工程造价。

5　结语
地下连续墙接头形式种类繁多，各有其优缺点，

都不够完善，需综合地质条件、结构受力特点、施工
设备、工程造价、地理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分析
来选择接头形式。 随着我国地下连续墙应用的越来
越多，尤其是近几年各大城市地铁的相继修建，地下
连续墙接头的设计和施工也必将日趋完善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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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采用偏心接头、偏轴组合等离心力防斜打

直技术，其结构简单，操作安全方便，一定程度上能
够缓解大尺寸井眼的井斜问题，并保证一定的机械
钻速，但防斜效果不明显。

（３）复合钻进防斜技术是一种能很好地解决大
倾角地层井斜问题的技术手段，现有工具配套成熟，
技术较为完善，具备高效纠斜能力，但施工中易致轨
迹出现“狗腿弯”。

（４）目前解决大倾角地层井斜问题的最有效手
段就是采用垂直钻井技术，能够实现主动防斜、纠
斜，效果明显，但成本较高。

实践表明，防斜打直技术较多，各具优势和不

足，需根据不同地层和钻井特点进行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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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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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学院，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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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黄才启，朱永宜．冬瓜山铜矿床多孔底定向钻探技术［Ａ］．探

矿工程科技进步 １００ 例［Ｃ］．北京：地震出版社，１９９８．
［７］　齐瑞忱．造斜工具安装角的确定方法 ［ Ｊ］．探矿工程，１９９１，

（５）．
［８］　罗刘明．对“受控定向钻探孔身轨迹设计新方法与控制工艺”

一文中两个公式的商榷［ Ｊ］．探矿工程，１９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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