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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岩溶疏干区浅层地热能地埋管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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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贵州省浅层地热能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但碳酸盐岩地层分布广、浅表岩溶裂隙极为发育，浅层地埋管施

工难度大。以贵州仁怀妇幼保健院浅层地温中央空调地埋管工程为例，采用偏心潜孔锤跟管钻进、潜孔锤钻进、简

便除尘器除尘、固结封堵和圆木封隔溶洞、提吊法下管等技术措施，解决了在由于溶蚀和断裂构造及河流深切割作

用造成的局部岩溶发育以及地埋管埋置深度内无水的岩溶疏干区进行地埋管施工面临的松散浅表回填及岩溶软

弱层成孔困难、全孔段无液面潜孔锤钻进粉尘污染环境、溶洞跑管（PE管）等技术难题，在保证了工程质量、安全的

同时提高了施工效率，为类似工程提供了施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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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ment of shallow geothermal heat pipes in the dewatered karst area

of 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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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uizhou province is rich in shallow geothermal resource with huge exploitation potential. However，
widespread carbonate strata and well‑developed karst fractures in shallow formation cause great difficulties in placement
of shallow underground heat pipes. In the case of placement of the underground heat pipes for the shallow low ground
temperature central air conditioner of Maternity and Childcare Hospital of Huairen，Guizhou，various technical
measures， including eccentric DTH（down‑the‑hole） hammer drilling with simultaneous casing，DTH hammer
drilling，dust removal by the simple dust remover，sealing off karst caves with cement and logs，RIH of pipes with the
auxiliary winch，have been adopted to solve the technical problems such as difficulty in borehole comple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y dust from DTH hammer drilling without underground water over full holes，laying the heat
pipes（PE pipe）through karst caves due to presence of loose shallow backfilling and karst weak formation encountered
in placement of underground heat pipes in the dewatered karst area characterized by local karst development and water
shortage（produced by dissolution，rupture structure，and deep cutting by the river）over the length of the underground
heat pipes. This not only guarantees project quality and safety，but also improves construction efficiency，provi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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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experience for similar projects.
Key words： karst dewatered area; placement of underground heat pipes; eccentric DTH hammer drilling with
simultaneous casing; DTH hammer drilling; RIH of the pipe with the auxiliary winch; shallow geothermal resource

0 引言

贵州省浅层地热能资源赋存量及开发潜力巨

大，仅主要城市地表以下 100 m深度内浅层地热能

总热容量达 35.2×1013 kJ/℃［1-2］。贵州浅层地热能

勘查及开发起步较晚［3-4］，地埋管施工沿用复合片正

循环回转或空气潜孔锤钻进、人工结合机械配重下

管及原浆回填等相关工艺技术，适宜贵州绝大部分

区域，也推动了浅层地热能的开发利用。

贵州属典型喀斯特地貌，碳酸盐岩地层占全省

面积 60%以上，浅表岩溶裂隙极为发育［5-6］。局部

区域在溶蚀、断裂构造及河流深切割作用下，岩溶

裂隙（溶洞）发育、地下水位埋深大，地埋管埋置深

度内无水，呈岩溶疏干区，地埋管施工面临浅表松

散回填及岩溶软弱层成孔困难、全孔段无液面、潜

孔锤钻进粉尘污染环境、溶洞跑管（PE管）等技术难

题，沿用上述施工技术存在施工困难、效率低且工

程进度、质量、安全难掌控的问题，需采取有效的技

术措施以提高施工效率和质量及确保施工安全。

本文通过贵州仁怀妇幼保健院浅层地温中央空调

地埋管工程实例，介绍了厚度较大的松散软弱层采

用偏心潜孔锤跟管钻进、潜孔锤钻进、不拆卸简便

除尘器除尘、提吊法下管等施工技术和成功经验，

为同类地层地埋管施工提供借鉴和参考。

1 工程概况及地层特征

1.1 工程概况

贵州仁怀妇幼保健院浅层地温中央空调项目

位于仁怀市盐津街道周林学校正西边约 150 m、距

盐津河 250~500 m，高出盐津河面约 200 m，为在建

项目，房屋建筑面积 55111.3 m2，地上 4层、地下 1
层，采用地源热泵空调系统，供热、制冷面积 46861.3
m2。地埋管系统沿建筑物周边场地分 A~F总计 6
个区，设计钻孔 690个，总延米 82800 m。

1.2 地层特征

建设场地属扬子准地台黔北台隆遵义断拱凤

冈北北东向构造变形区，断裂构造发育。地埋管埋

置区为新建开挖回填的场地，钻探揭露表层 0.5~

4.0 m为回填及开挖破碎层，下伏地层为寒武系芙

蓉统娄山关组白云岩，受溶蚀、袍桐坪断层及盐津

河深切割作用［7］，浅层岩溶裂隙发育，局部软弱破碎

（最深达 22 m），下部溶蚀裂隙发育，A区沿地表溶

洞与盐津河轴线 90 m以深局部溶洞发育，地下水沿

盐津河排泄，地埋管深度内无水，为岩溶疏干区，地

埋管钻孔揭露地层及特征见表 1。

2 施工要求及难点

2.1 施工要求

（1）技术要求：地埋管孔内“双U”PE连管，间距

4 m×4 m，孔深 120 m（有效孔深>100 m），钻孔直

径>130 mm；下管前按规范试压检测 PE管质量及

充水带压下管；原浆回填密实，原浆不足采用 5％的

膨润土＋细砂混合浆料回填。（2）工期要求及场地

情况：工期 3个月，含地埋管施工及水平管铺设。

2.2 施工难点

（1）钻孔数量多、工期紧、交叉作业多、费用低，

施工应“短、频、快、省”。

表 1 钻孔揭露地层及特征

Table 1 Strata characteristics revealed by drilling

层位

表层

浅层

下伏

地层

地层岩性特征

碎块石、砂土回填厚度 0.5~
2.0 m，BF区地下室剪力墙

附近回填厚度 2.5~4.0 m，

无胶结、无结构

娄山关白云岩，岩溶裂隙极

发育，软弱破碎带多在 0.5~
5 m，BF区部分钻孔在 8~
22 m，无水位

娄山关白云岩，岩溶发育呈

间断裂隙（A区 90 m以深局

部溶洞发育），无水位。多见

1~5 cm 裂隙，少数钻孔见

10~15 cm裂隙；A区 5个钻

孔 在 90~100 m 间 遇 0.3~
0.5 m溶洞，4个钻孔在 110~
115 m遇 1.0~2.0 m溶洞

存在问题

孔壁垮塌掉块严重、厚

度较大时成孔困难，需

下管护壁

孔壁垮塌掉块严重、无

快速护壁措施、成孔困

难，需下管护壁

常规回转钻进，液体介

质随钻遇岩溶裂隙流

失全漏，不返屑，孔内余

屑和沉渣多，安全风险

大，成孔困难。从返屑

利用和钻探安全考虑

采用空气潜孔锤钻进

工艺，但粉尘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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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浅表松散和软弱岩溶破碎带，孔壁掉块垮

塌严重、易孔斜、成孔困难。

（3）空气潜孔锤钻进粉尘污染环境。

（4）钻遇溶洞易导致下管时管道损伤或跑管

（PE管），回填工序 PE管需稳固。

3 钻探施工技术

钻孔结构和钻探工艺是地埋管施工控制关键

要素，其孔径、有效孔深及钻进效率直接影响地埋

管施工效率、质量和成本，施工中根据地层特征选

取科学、合理、适宜的钻孔结构和钻进工艺。

3.1 钻孔结构

根据地埋管孔径>130 mm和浅表松散回填和

软弱岩溶破碎带下管护壁需求，采用二开钻孔结

构，护壁管孔段：Ø180 mm孔径开孔，进入稳定岩层

1.0~2.0 m，下 Ø168 mm套管护壁；裸眼孔段：Ø140
mm孔径终孔。

3.2 浅表松散及软弱破碎层钻探技术

根据施工区域浅表地层松散、无胶结、全漏失

特性及厚度和孔径等，施工中使用清水顶漏回转钻

进、潜孔锤钻进、偏心潜孔锤跟管钻进，钻探工艺措

施及效果见表 2。

3.2.1 清水顶漏回转钻进

深度 2.5 m以浅松散软弱破碎层，动力头送套

管能一次性到位护壁，采用不污染环境和成本较低

的清水顶漏回转钻进工艺［8］，Ø180 mm孔径进入稳

定岩层 1.0~2.0 m，下 Ø168 mm套管护壁。钻探设

备使用 SL400/600型钻机和WQ30/120型泵，钻具

组合为 Ø180 mm三翼复合片钻头+Ø168 mm扶正

器+Ø89 mm钻杆。钻进参数：钻压 6~7 kN，转速

80~100 r/min，泵量 8.3 L/s。因钻进效率低施工 5
个钻孔停用，改用空气潜孔锤钻进。

3.2.2 空气潜孔锤钻进

深度 2.5 m以浅松散软弱破碎层，动力头送套

管能一次性到位护壁，采用效率高、工艺简单、劳动

强度小的空气潜孔锤钻进工艺［9］，Ø180 mm孔径进

入稳定岩层 1.0~2.0 m，下 Ø168 mm套管护壁。钻

探设备使用 SL400/600型钻机+空压机（1070XH、

XHP1070、V90、寿力 660型，2台钻机配 1台空压

机），钻具组合为 Ø180 mm锤头+Ø170 mm扶正

器+SPMS60型潜孔锤（Ø152 mm）+Ø89 mm 钻

杆。钻进参数：钻压 6~8 kN，转速 25~30 r/min，风
压 1.0~1.2 MPa，风量 18.6~30.3 m3/min，钻进时注

水除尘。

3.2.3 偏心潜孔锤跟管钻进

深度 2.5 m以深松散软弱破碎层，常规工艺护

壁管一次性到位困难至不能到位。使用护壁效果

好、钻效高和防止孔壁垮塌的钻进工艺与下管护壁

同步的偏心潜孔锤跟管钻进技术［10-12］，进入稳定岩

层 1.0~2.0 m，反转起出偏心潜孔锤钻具，套管留孔

内护壁。钻探设备使用 SL400/600型钻机+空压

机（同空气潜孔锤），钻具组合为Ø140 mm偏心潜孔

锤头（偏心最大直径 190 mm）+SPM350/140/68型
高风压潜孔锤（带 Ø168 mm套管）+Ø89 mm钻杆。

钻进参数：钻压 8~9 kN，转速 25~30 r/min，风压

1.0~1.2 MPa，风量 18.6~30.3 m3/min，钻进时注水

表 2 浅表钻探工艺措施及效果

Table 2 Shallow drilling technology and results

钻探工艺

清水顶漏回转钻

进（A区 5个孔）

潜孔锤钻进

偏心潜孔锤跟管

钻进（B、F区）

厚度/
m
2~3
3~4
4~5
2~3
3~4
4~5
2~3
3~4
4~9
10~22

钻速/
(m•h-1)
2.0~1.6
1.6~1.5
<1.5
15~2
12~10
10~8.0
12~10
10~9.1
9.1~7.7
7.6~7.0

存在问题及措施效果

孔壁垮塌严重、易孔斜、钻速低、成本较高，需动力头送管、3 m以深需接短套管护壁及

小径掏心，随深度增加困难增大、钻速降低，使用Ø168 mm套管防斜钻具、不污染环境

孔壁垮塌极严重、易孔斜、加杆困难、窜风对周边地层影响大，需动力头送管、3 m以深

需接短套管护壁及小径掏心，随深度增加困难增大，存在粉尘污染、需注水除尘

增加空压机和偏心潜孔锤钻具，钻速高（同深度提高 10~7.1 m/h），护壁管一步到位、

效果好，避免孔壁垮塌诱发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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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尘。

3.3 稳定基岩地层钻探技术

3.3.1 钻探工艺

下伏娄山关组白云岩地层，岩溶裂隙发育、岩

层稳定，A区 9个钻孔 90 m以深见 0.3~0.5 m、1.0~

2.0 m溶洞，地埋管埋置深度内无水，常规工艺液体

冲洗介质随钻遇岩溶裂隙流失、岩屑不能排出、事

故隐患大，采用空气潜孔锤正循环钻进工艺以降低

成本、提高钻进效率和保证钻孔安全［13-14］，施工区钻

进情况见表 3。

3.3.2 设备机具配置

（1）钻探设备配置：使用 SL400/600型钻机，空

压机 A、B、F区使用 1070XH、XHP1070型，C、E区

使用 V90型，D区使用寿力 660型，空压机与钻机配

置 1拖 2。
（2）钻具组合：Ø140 mm锤头+SPML50型高

风压潜孔锤+Ø135 mm扶正器（钻杆加工）+Ø89
mm钻杆。

3.3.3 钻进效果

地埋管施工孔径较小，1070XH、XHP1070型空

压机供风量大，钻进风压高（油耗大），排屑干净，钻

效高，能满足溶洞地层要求，但成本较高。V90型空

压机供风量适中，钻效较高，成本较低。寿力 660型
空压机供风量偏小，钻进效率相对较低。

3.4 钻探技术措施

（1）防斜措施：浅表松散软弱破碎层易孔斜，清

水顶漏回转钻进用Ø168 mm扶正器防斜，潜孔锤钻

进用 SPMS60型潜孔锤+Ø170 mm扶正器防斜，岩

溶裂隙（溶洞）发育稳定岩层用Ø135 mm扶正器（钻

杆加工）钻具防斜。

（2）偏心潜孔锤跟管钻进使用高强度套管（钢

级 42CrMo、壁厚 10 mm），防冲击震动和转动挤压

变形，反扣螺纹连接防跟管钻进时丝扣松脱。

（3）偏心潜孔锤跟管钻进反转回收起出偏心潜

孔锤钻具前排渣 2~3 min，待孔内清洁后再回收钻

头，反转不宜过猛，以免将钻具反脱在孔内。

（4）简便除尘器除尘：空气潜孔锤钻进常用的

鼓风机负压捕尘、钻机立管设高压水喷嘴喷水除

尘［14］等除尘装置存在装拆繁琐费时或除尘不及时、

不彻底等问题，不适宜地埋管“短、频、快”施工和环

境除尘要求，现场根据护壁管规格和高压水喷嘴喷

水除尘原理，制作“外管+内滤管+上下密封环+
外通水管”简便除尘器（图 1）。

在浅表层Ø168 mm护壁套管下好后，将简便除

尘器罩在 Ø168 mm护壁管上，开泵通水，压力水

（0.3~0.4 MPa）从内管滤孔喷出，在内滤管处与返

表 3 空气潜孔锤钻进情况

Table 3 Air DTH hammer drilling results

施工

区域

A、B、F

C、E
D

孔段

岩溶裂隙发育段

A区溶洞后续孔段

岩溶裂隙发育段

岩溶裂隙发育段

风量/
(m3•
min-1)

30.3

22.0
18.6

上返

风速/
(m•s-1）

32.8

23.8
20.15

风压/
MPa

1.6~1.8
1.7~1.9
1.3~1.6
1.2~1.5

钻速/
（m•h-1）

30~32
23~25
28~30
25~28

成本/
（元•m-1)

60~63
65~67
55~58
55~58

孔况及钻进效率

孔内干净、钻速高，供风量大、风压高

钻遇溶洞漏风后钻速有所下降、排屑正常

孔内干净、钻速高，供风量适中排屑较正常

钻速较高，风量偏小、排屑能力偏弱、孔内有余屑

注:（1）上返风速为理论计算值，未考虑裂隙、溶洞漏风影响；（2）钻探成本主要由直接人工费、燃油动力费、设备机具使用费、钻头费等费用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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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简便除尘器

Fig.1 Simple dust arr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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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粉尘混合形成喷淋幕（图 2），将钻进产生的粉尘

清除，注水量根据钻进速度控制，以将钻进产生的

粉尘完全除去为准，一般 5~7 m3/h。

该简便除尘器安拆使用方便、快速，满足地埋

管快速成孔施工要求，除尘效果好，钻进无粉尘飞

扬，在 7台钻机同时施工时场外均无可视粉尘，施工

2.5个月无粉尘污染投诉和环境影响事件。

（5）钻遇溶洞处理措施：地埋管钻探施工钻遇

溶洞若不处理会导致后续施工跑管（图 3）、回填量

及回填质量不可控。100 m以浅钻遇溶洞，不满足

钻深>100 m要求，提钻去潜孔锤和防斜钻具，下钻

杆至距溶洞底 0.3~0.5 m，灌注M20水泥砂浆固结

封堵溶洞，待强度满足后重新钻进。100 m以深钻

遇溶洞，满足钻深>100 m要求，固结封堵费时耗力

极不经济，用止浆垫+圆木封隔溶洞。

（6）认真、详细记录钻进岩溶裂隙、溶洞情况，

尤其是准确记录钻遇溶洞位置和深度，以及时采取

措施处理。

4 下管技术

下管是地埋管施工关键工序，其施工质量对地

源热泵系统运行性能起至关重要作用［15］，施工中应

进行地埋管入孔前后的试压检测和根据地层特性

使用适宜下管工艺，以确保入孔使用时管路不漏

失、无破损及下管深度满足要求。

4.1 管道试压检测

地埋管管道试压检测是确保地埋管系统质量

满足换热运行和寿命要求的重要工序，应严格按设

计和规范要求对地埋管入孔前后作试压检测工作。

（1）下管前试压检测：地埋管使用厂家定制成

型的 PE100级 Ø32 mm×3 mm“双 U”管（长度 130
m），下管前管道试压检测是检查其质量是否满足性

能指标和运输中是否损伤的必须手段。在 PE管与

压力表热熔连接后，接洗车泵注清水加压，试验压

力 1.6 MPa，稳压 15 min，压力降<0.1 MPa及无渗

漏为合格，带压 0.4 MPa待用。

（2）回填前试压检测：地埋管带压下到位（深度

>100 m）回填前，作管道严密性试压检测（下管过

程是否损伤），接压力泵注清水加压至 0.6 MPa，稳
压 60 min、压力降<0.02 MPa为合格。

（3）水平连管前试压检测：水平连管开挖前，对

回填地埋管严密性试压检测，试验压力 0.6MPa，稳
压 8 h、压力降<0.02 MPa为合格。

4.2 下管工艺技术

地埋管较多使用人工下管、机械下管及重物下

管工艺以克服孔内浆液浮阻力［16］。在岩溶裂隙发

育（局部溶洞）及孔内无液面、下管只有摩阻力和

管、水自重力（带压 PE管质量>3.24 kg/m）的岩溶

疏干地层，易发生管道破损及跑管事故，造成经济

损失和人员受伤的安全隐患。

人工下管到一定深度后下管速度难控制，PE管

与孔壁快速摩擦和碰撞易导致管道破损，遇 0.5 m
以上未处理溶洞，柔性 PE管失去孔壁束缚，易散开

图 2 除尘效果

Fig.2 Dust remov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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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溶洞跑管示意

Fig.3 Running tube in the c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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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溶洞快速移动导致管道破损及跑管（图 3）。施工

初期A区发生 2起跑管事故导致管道损失。施工中

根据钻遇地层特性，采用提吊下管、提吊+支撑下

管、控制下管速度和溶洞缚管的措施，有效地避免

了跑管。

4.2.1 提吊下管

钻探施工未遇溶洞或 100 m以浅溶洞已灌浆封

堵钻孔，采用提吊法下管：将 Ø6 mm钢筋加工的外

径 Ø90 mm保护环套在双 U头锥形端，在保护环下

面钻 Ø8 mm钢绳固定孔，Ø6 mm柔性钢绳从固定

孔穿过，绕过保护环在双 U头上端与提吊钢绳对中

固定，利用钻机工具卷扬人工辅助送管，辅助提升

装置匀速下放充水带压 PE管，护壁管口套橡胶套

防 PE管破损（图 4a），送管到位留不少于 1.0 m的

PE管作回填前试压检测，余管用于水平管连接，试

压合格进入回填工序，不合格起出 PE管、查明原因

并解决后重新下入。

4.2.2 提吊、支撑下管

钻探施工中在 100 m以深遇溶洞，其孔深满足

地埋管有效孔深>100 m要求，采用提吊+支撑下

管：用 Ø130 mm圆木（长度大于溶洞高度 2.0 m以

上），圆木上端面钉 5~6层（厚度 1 mm、外径>143
mm）软橡胶止浆垫作支撑物，钻杆送支撑物入孔底

以临时支撑和封隔溶洞，后用提吊下管法下入 PE
管，护壁管口套橡胶套防 PE管破损（图 4b）。

5 回填技术

地埋管回填是用低渗透率的材料充填地埋管

换热器（“双U”PE管）与钻孔壁环状空间，增强换热

器与围岩换热和密封钻孔，其质量是保障地埋管高

效换热的关键环节，应根据地层特性使用适宜的回

填材料和回填工艺措施。

5.1 回填材料

地埋管回填较多使用钻孔碎屑、钻屑泥浆、膨

润土回填料、吸水树脂、纯水泥浆、砂子和泥砂混合

物等材料，使用膨润土基回填料、纯水泥浆基回填

更利于环境保护和实际操作［17］。下部遇局部溶洞

钻孔，钻孔碎屑、钻屑泥浆、膨润土基回填料对 PE
管稳固性差，纯水泥浆基回填料流失大、成本高。

本工程回填材料采用水泥砂浆+钻屑原浆：下部孔

段回填水泥砂浆以减少流失固结充填裂隙（溶洞）

和稳固 PE管，上部孔段回填钻屑原浆。下部无溶

洞钻孔采用钻屑原浆，原浆不足时采用“5％膨润

土＋细砂拌合”浆液。

5.2 回填工艺

地埋管回填常采用插管机械灌注［18］，但在岩溶

裂隙（局部溶洞）发育的疏干地层，插管机械灌注工

艺存在浆液流失大、首次灌注量和灌注孔段不确定

以及需反复多次回填充实等问题。本项目钻屑泥

浆收缩率小，采用原浆沉淀+人工填砂，反复多次

以确保填实。

5.3 回填施工

下管到位并试压合格后，将下管钢绳固定在钻

孔周边地锚上防坠管，并采用麻绳绷直 PE管固定，

待回填至护壁管底起管时再收回钢绳和麻绳。

5.3.1 无溶洞钻孔回填

钻进施工无溶洞钻孔，采用钻屑原浆反复多次

回填：将钻屑原浆或配置好的浆液从孔口缓慢灌

入，每次 4~6桶、间隔时间 5~6 h至孔口满浆，后每

2~3天检查一次，浆液沉淀密实过程中及时补填至

满（图 5a）。

5.3.2 遇溶洞钻孔回填

钻进施工下部遇溶洞及邻近其它钻孔，为防后

续钻孔施工损坏 PE管和支撑圆木损坏后 PE管下

坠，下部不少于 30 m孔段用水泥砂浆回填，水泥砂

浆现场机械拌置，用 32.5级，砂为潜孔锤钻进钻屑，

配合比参考M20水泥砂浆为水∶水泥（32.5级）∶砂

=0.9∶1∶3，从孔口灌入 0.55 m3水泥砂浆（Ø140 mm

J5��

��)

�
J5

�	�	8�
3(1

���1

� 7���

���1

� 7���

!#

���

$#

�
J5
�

�	�	8�
3(1

�D��
�1 �E��
����1

图 4 下管施工

Fig.4 Placement of the pipe by lif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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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径 30 m孔段容量的 120%）。待水泥砂浆灌注 1
天后再用原浆回填方法回填上部孔段（图 5b）。

6 施工效果

（1）用 时 2.5 个 月 完 成 653 个 钻 孔 ，总 延 米

81182 m，除施工初期因不熟悉疏干地层及下部局

部溶洞特性，措施失当发生 2起跑管事故外，未再发

生跑管事故。

（2）热响应测试数据：导热系数达 2.99~3.0 W/
（m·℃），容积比热容（2.15~2.91）×106 J/（m3·℃），

夏季（28 ℃）延米换热量 49.71~51.68 W/m，冬季

（6 ℃）延米换热量 52.64~54.7 W/m，达到设计目

的，换热节能效果良好。

（3）厚度较大的松散破碎浅表层采用偏心潜孔

锤跟管钻进实现钻进与护壁下管同步，防止孔壁垮

塌效果好、钻进效率高。

（4）稳定基岩地层采用空气潜孔锤钻进效率

高，无溶洞地层钻速 25~32 m/h、遇溶洞漏风钻速

23~25 m/h。避免常规工艺液体冲洗介质钻进全

漏、岩屑不能排出的埋钻风险。除尘使用的简便除

尘器加工方便，安拆快速，满足地埋管快速成孔施

工要求，除尘效果好，钻进无粉尘飞扬，施工 2.5个
月无粉尘污染投诉和环境影响事件。

（5）下部钻遇溶洞时采取固结封堵和圆木支撑

封隔措施，避免下管跑管和减少回填难度，保证工

程质量和提高施工效率。

7 结语

（1）贵州浅层地热能资源丰富，开采开发潜力

巨大，但碳酸盐岩分布广，浅表岩溶裂隙极为发育，

局部区域在溶蚀和断裂构造及河流深切割影响下，

溶洞发育，地下水位埋深大。在地埋管施工中应根

据地层特性采取合理和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以提

高施工效率和确保工程质量。

（2）岩溶裂隙（溶洞）发育地层地埋管施工，应

认真、详细记录钻进岩溶裂隙、溶洞情况，尤其是准

确记录钻遇溶洞位置和深度并及时采取措施处理。

（3）厚度较大的松散破碎浅表层偏心潜孔锤跟

管钻进护壁效果好，钻效高，可有效避免孔壁垮塌

引发的复杂情况发生。

（4）溶洞发育的稳定基岩地层宜采用带扶正器

的防斜组合钻具防斜，有效深度以浅钻遇溶洞采用

水泥砂浆固结封堵，有效孔深以深钻遇溶洞采用止

浆垫+圆木封隔以减少回填料用量和确保回填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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