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帷幕注浆技术在钾盐矿风井病害治理中的应用
许青海,白宝云,严德金,王　宁

(青海省核工业地质局第一地质矿产勘查大队,青海 西宁８１００００)

摘要:老挝甘猛省钾盐矿开采系统中风井穿过极易溶于水的光卤石及石盐岩岩层,建成后发现井壁后有溶腔现象,
严重威胁风井的正常使用.为了确保井筒施工安全以及矿山生产正常进行,设计采用帷幕注浆对风井病害进行治

理.采用自上而下孔口封闭式帷幕注浆工艺,边检查边注浆的施工方式,最终完成了对风井的加固和堵水工作.
期间对光卤石及石盐层的胶结材料进行室内试验,确定了一种新型注浆材料———卤水＋氧化镁浆液,并确立科学

的注浆配合比.通过总结经验,为钾盐矿开采过程中防水、堵(治)水等工作的设计和施工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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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IntheminingsystemofpotassiumsaltmineofGanmengProvinceinLaos,theventilatingshaftpasses
throughcarnalliteandhalilith,whichareeasilysolubleinwater．Aftertheventilatingshaftexcavating,cavernpheＧ
nomenon,aseriousthreattothenormalfunctionoftheshaft,isfoundbehindshaftwall．Inordertoensurethe
safetyofshaftconstructionandthenormalproduction,curtaingroutingisadoptedtocontrolthediseaseofventilaＧ
tingshaft．Theclosedcurtaingroutingtechnologyisadoptedwiththemethodofgroutingfromthetoptobottom
andwitheffectcheckingwhilegroutingtofinishthereinforcementandwaterplugging．Thecementingmaterials
usedforcarnalliteandhalitelayerweretestedinlaboratory,anewtypeofgroutingmaterial,brine＋ magnesium
oxideslurrywasdeterminedtogetherwiththescientificgroutingmixratio．Bythesummarization,thedesignand
constructionexperiencesareaccumulatedforwaterproofingandwaterblockinginpotashmineminingprocess．
Keywordst:potassiumsaltmine;watercontrol;curtaingrouting;groutingmaterial;brine＋ magnesiumoxide
slurry;ventilatingshaft

０　引言

老挝钾盐资源储量丰富,经济前景巨大.在国

家“一带一路”的倡议指引下,我国在老挝多处建成

钾盐开采区.钾盐矿开发过程中需要建设多处竖井

为开采工作服务,竖井井壁围岩主要是泥岩、石盐岩

层及钾石盐、光卤石等矿层,由于井壁与围岩无法形

成紧密闭合状态,第四系地表水及孔隙水沿井壁下

渗,溶蚀并带走部分井壁的岩层,在井壁周围形成

“溶腔”,井壁稳定性变差,不仅对井筒的正常使用造

成威胁,而且对钾盐矿床造成破坏,因此井筒防治水

工作不仅关系到井筒的安全使用,也影响到矿山安

全生产.

１　工程概况

１．１　风井结构及病害简介

风井是钾盐矿山开采作业系统中最重要的永久

性建筑工程之一,老挝甘猛省钾盐矿开采系统中风

井采用双层式钢筋混凝土结构,内径５m,外径５８
m,井深１４８m.风井在掘砌施工中,井上部约１０m
段,发生粉砂层液化,大量涌水;井深８０~９７m 段,
为古近系紫红色泥岩段,该段地下水集中涌漏,井筒

岩壁破碎,曾有多个不规则管道式涌漏点,造成岩壁

片帮坍塌;光卤石矿层、石盐层均未见地下水涌漏.
井筒浇注前,在岩壁开挖面曾尝试对地下水涌漏段

进行过简易封堵,失败后各漏水点用胶管将地下水

从井壁外引导至井筒内(底部)水窝,集中抽排至地



表.井筒建成后,通过在井壁打孔注入各种胶结材

料进行壁外止水和充填,未起到明显效果.风井壁

外地层,尤其是石盐层和矿层,自建成后一直处于地

表水和地下水冲刷和溶蚀,形成了多处“溶腔”,对井

筒本身也造成破坏.为了矿山的安全开采,必须采

用有效的措施对风井周围“溶腔”进行充填,加固井

筒,同时阻断地下水在风井周围的流动.

１．２　工程地质条件

在井筒中心正北方向施工一个工程地质勘察钻

孔,对井壁外地质情况和“溶腔”进行探测,钻孔深度

１６４０９m.工程地质情况:０~１０４１m 为第四系松

散体粉质粘土,夹有粉砂质钻土(具有较强的渗水

性)和铁锰质结核砾石;１０４１~１３０１０m 主要为古

近系古新统农波组泥岩组,其中在４２７６~４６４０m
处夹一层硬石膏层;１３０１０~１６３７５m 主要为石盐

层,其中１３８２０~１４９３０m 为光卤石层,岩性为浅

白色、无色、灰白色、橘红色等块状光卤石岩,致密、
块状构造,易溶于水、极易溶解,另外在 ９１４０~
９１７７、１２８９０~１２９３０、１３８４３~１３８９３、１４００３~
１４０１３m 四段存在“溶腔”,并经过钻孔与井底内的

连通试验发现“溶腔”与井底之间存在水力联系.

２　帷幕注浆方案设计

根据勘察钻孔岩心以及井筒施工过程情况分

析,井筒周围岩矿石出现的“溶腔”特性和分布不是

很明确,所以井筒加固止水工作需要采用边探边治

的方式进行.风井病害治理帷幕注浆施工的总体方

案如下:
第一步先在井筒外２m 处施工２个对称的先导

注浆钻孔(Ⅰ序),主要目的是为了查明风井井筒周

围的工程地质特征和石盐层、矿层的溶蚀情况,并对

井壁周围产生的空腔进行预测性分析,同时对井筒

周围地层的的可灌性及注浆工艺进一步优化.
第二步采用边施工边检查的方式进行,对称施

工Ⅱ序注浆孔,根据从钻孔中取出的岩心和注浆效

果分析是否进行Ⅲ、Ⅳ序注浆孔的施工.
帷幕注浆施工方案如图１所示.

３　注浆材料选择

由于可溶性钾盐矿的矿层在石盐层中,同时石

盐层上部的泥岩具有高含盐量性,这类地层对于普

通的硅酸盐水泥具有较强的腐蚀性,在注浆过程中

图１　帷幕注浆施工方案示意

造成水泥浆凝固失效或凝固强度不高,达不到固结

加固的目的,因此在该类层位需要进行新的注浆材

料选择.通过资料查询和室内外试验分析比对,氧
化镁(含量７５％)和卤水(MgCl含量２４％)水灰比

在１时,初凝时间为６０min,终凝时间为６h.卤水

氧化镁浆液能够进行充分搅拌,当水灰比达到０５
时,浆液稠化严重,无法采用灌浆泵进行灌浆.水灰

比为１的试块７d强度达到１６５MPa.卤水＋氧

化镁浆液产生的固结物能够很完美地与石盐、钾盐

矿层胶结,同时具备很强的抗盐性,可以长期保持其

固结物的强度特性.另外其搅拌性和可灌注性都与

水泥浆液保持了一致性,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
考虑与井筒周围地层进行配套,同时达到降低

成本的目的,注浆材料选择采用分段分注浆材料的

方式进行.具体操作如下:第四系、第一段泥岩(０~
４２６７m)结束前,孔段使用普通硅酸盐水泥浆液;
第一段泥岩下部(４２６７m 以深)使用卤水＋氧化镁

浆液.
卤水＋氧化镁浆液使用注意事项:
(１)卤水采用氯化镁含量在１７％以上为宜,卤

水中氯化镁的含量越高对氧化镁的用量和凝固时间

都大大缩小,因此现场使用时,需要对使用的卤水和

氧化镁加入量和凝固时间进行试验,并确定其注浆

水灰比.
(２)氧化镁和卤水的凝固起主导作用的是氧化

镁与卤水中氯化镁之间的化学反应,因此加入的骨

料以不影响该反应为前提.在注浆过程中,可以加

入适量的盐类矿物、砂石做为骨料,减少氧化镁注入

量.

４　帷幕注浆施工工艺

根据钾盐矿的地质特征、井筒病害治理工程的

目的,注浆方法采用自上而下,孔口封闭,分段注浆

法.帷幕注浆施工工艺流程:钻孔－钻孔冲洗－简

易压水试验－注浆－封孔.采用此方法可以最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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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地堵塞井筒周围的裂隙和后期形成的“溶腔”,保
证注浆效果达到最优.

４．１　钻孔

钻孔采用XY ４型钻机,上部采用泥浆护壁、
下部采用饱和盐水泥浆护壁,矿层段需要加入饱和

氯化镁或饱和卤水.
由于该矿区上部属于 泥 岩,易 缩 径,故 采 用

Ø１２０mm 开孔,然后下入 Ø１０８mm 套管作为孔口

管,并安装孔口封闭器.
为了保证帷幕注浆堵水效果和井筒的安全,要

求每５０m 测量一次孔斜,钻孔偏斜率＜１％,且不

向井筒方向偏斜,超过设计值必须纠斜.

４．２　钻孔冲洗及压水试验

所有注浆孔在钻进结束后采用自孔底向孔外大

流量水冲洗钻孔.由于钻孔地层是泥岩和盐层２种

类型,为了保证钻孔施工安全和钻孔的冲洗效果,冲
洗介质也采用２种类型,即泥岩段采用稀泥浆;石盐

层和矿层段采用卤水.
钻孔冲洗后注浆孔自上而下分段进行压水试

验,采用简易压水试验和单点法压水试验.
(１)简易压水试验在裂隙冲洗后或结合裂隙冲

洗进行.压水压力为注浆压力的８０％,并不大于１
MPa,压水２０min,每５min测读一次压入流量.取

最后的流量值作为计算流量.
(２)注浆孔单点法压水试验压力控制在 ０５

MPa以内,要求每隔２min观测一次流量和压力值

(试验压力和流量通过注浆自动记录仪器进行记

录).
压水试验结束要求:在稳定的压力下,压入流量

连续３次读数最大和最小值之差小于平均流量的

１０％,或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１L/min即可结束.

４．３　注浆工艺主要技术内容

４．３．１　注浆孔段长度

钾盐矿床地层主要以泥岩和石盐层组成,泥岩

为隔水层,石盐层为结晶体,都不存在过水通道,因
此注浆段长以１０m 为基准.在较破碎的地层以孔

内漏失情况进行调整.

４．３．２　水灰比控制及变换

普通硅酸盐水泥浆液水灰比选用１、０８、０６、

０５这４个比级(质量比级).
氧化镁浆液水灰比选用２、１５、１这３个比级

(质量比级).

４．３．３　注浆压力

注浆压力是注浆质量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矿
山帷幕注浆,注浆压力按经验一般取水头压力的

１５~２倍.本工程考虑到风井井壁因损伤承受的

压力,结合２个先导孔注浆试验段结果,设计最大注

浆压力为０５MPa,施工过程中的实际注浆压力是

保持在０３MPa左右.

４．３．４　注浆结束标准

(１)为了减少灌浆工程的整体工作量,以及很好

地验证前序钻孔的灌浆效果,后序灌浆钻孔全孔取

心,边检查、边灌浆的方式进行.同时钾盐矿的地质

特殊性,可以通过岩心中固结物判断灌浆材料的充

填密实情况,因此当岩心率达到９０％以上做为灌浆

工程结束的最终标准.
(２)灌浆过程中孔口出现返浆,或长时间灌浆,

灌浆量很大时,经待凝后继续钻孔灌浆,直到孔口返

浆才能结束灌浆.

４．４　封孔

注浆完成后,封孔采用“上行式”注浆方式,将钻

孔注浆段分为２段进行,即４２７６m 以浅采用水泥

注浆封孔;４２７６m 以深采用氧化镁注浆封孔.注

浆压力按照正常注浆设计压力控制,浆液浓度采用

灌浆过程中的最浓级,按照正常注浆结束标准控制.

５　注浆效果资料分析

共施工８个帷幕注浆钻孔.通过２个先导注浆

钻孔(WⅠ １、WⅠ ２)的注浆施工水泥液５３m３ 和

卤水氧化镁浆液８８７２５m３,通过对注浆数据的分

析,结合现场操作发现,随着注浆次序的增加,渗透

系数分布趋势向较小值方向显著移动,说明前序孔

的注浆是有效的.另外,经后续注浆钻孔施工取出

的岩心证实,充填效果很好,达到了对风井自下而上

充填加固的目的.
在施工过程中,地表冒浆频发,在砂土层进行多

次复灌(特别是在 WⅠ １和 WⅠ ２号孔),对砂土

层渗水现象起到了很好的抑制作用,通过对风井内

壁上部渗水现象观察发现,风井内壁后期基本未见

渗水,说明第四系地表水向下流动现象得到处理.

６　结论

(１)可溶性钾盐矿开采建设竖井等工程之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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