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信甲、乙级证号：232020010133、9144010145535119XP-21ZYY21 

设计甲、乙级证号：A144000713、A244000710 

勘察乙级证号：B244000710 

 

 

 

 

 

 

 

 

石北围排涝片区管网完善工程 

岩土工程详细勘察报告 

（报批稿） 

 

 

. 

 

 

 

 

 

 

 

 

 

 

 

 

 

 

 

 

 

 

 

 

广州市水务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刀

,
＇

石北围排滂片区管网完善工程

岩土工程详细勘察报告

法定代表人： 丘E仓rJ污K 汇私

总工程师： 林 彬 （ 高、．
工 ） 咋气

核 定： 魏海波 （教高）攻诊了勺 0、设

勘察项目负责人： 魏海波 （教高） 4妇、心
地质专业负责人： 杨 熘 （技术员）语棒

查： 杨小伟 （高 工）
飞

校 核： 杨伟麟 （高工） 悬恣

编 写： 杨 烟 （技术员）话也





 石北围排涝片区管网完善工程岩土工程详细勘察报告 

I 

目  录 

1 前言 ................................................................................................................................ 1 

1.1 工程概况 ............................................................................................................... 1 

1.2 勘察目的和任务 ................................................................................................... 1 

1.3 执行技术标准 ....................................................................................................... 1 

1.4 勘察工作量布置 ................................................................................................... 2 

1.5 钻探深度 ............................................................................................................... 2 

1.6 勘察方法和手段 ................................................................................................... 2 

1.7 完成工作项目和工作量 ....................................................................................... 3 

1.8 说明 ....................................................................................................................... 3 

2 区域地质条件 ................................................................................................................ 3 

2.1 地形地貌 ............................................................................................................... 3 

2.2 地层岩性 ............................................................................................................... 3 

2.3 地质构造与地震 ................................................................................................... 4 

2.4 水文地质条件 ....................................................................................................... 4 

3 场区岩土工程条件 ........................................................................................................ 5 

3.1 场区岩土工程条件 ............................................................................................... 5 

3.2 岩土物理力学性质及其参数建议值 ................................................................... 5 

4 岩土工程评价 ................................................................................................................ 8 

4.1 场地稳定性与适宜性评价 ................................................................................... 8 

4.2 地基稳定性与均匀性评价 ................................................................................... 8 

4.3 地表水、地下水的影响评价 ............................................................................... 8 

4.4 场地类别 ............................................................................................................... 9 

4.5 地震效应 ............................................................................................................... 9 

4.6 不良地质作用及特殊性岩土 ............................................................................. 10 

4.7 岩土工程性质评价 ............................................................................................. 10 

5 地基及施工方案建议 .................................................................................................. 10 

5.1 地基处理方案 ..................................................................................................... 10 

5.2 基坑支护建议及评价 ......................................................................................... 11 

5.3 地基基础设计与施工注意的问题及建议 ......................................................... 11 

5.4 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评价 ................................................................. 12 

5.5 基坑施工阶段的环境保护建议 ......................................................................... 12 

6 结论及建议 .................................................................................................................. 12 

7 附表 

附表 1：勘探点一览表 

附表 2：标贯试验统计表 

附表 3：岩土物理力学参数指标统计表 

 

8 附件 

附件 1：土工试验报告 

附件 2：水质分析报告 

附件 3：土中易溶盐分析报告 

9 附图 

附图 1：钻孔平面布置图（比例：1:1000） 

附图 2：综合图例图 

附图 3：工程地质剖面图（比例：1:1000/1:200） 

附图 4：钻孔柱状图（比例：1:100） 

附图 5：钻孔照片 

 





 石北围排涝片区管网完善工程岩土工程详细勘察报告 

1 

1 前言 

1.1 工程概况 

拟建“石北围排涝片区管网完善工程”实施范围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道诜村村，本工程主

要包含雨水埋地管网的建设及完善。共计新建雨水管网 1.13km，管径 d300-d1200，本次勘察管段为

工业一路（X=216145.388，Y=41410.116）至岗西路段（X=216227.651，Y=41890.358）（广州 2000

坐标），管底控制高程自西向东为 9.558m 至 9.094m（广州城建高程）。本工程管道的施工方法全部

采用明挖施工，雨水管道采用 II 级钢筋混凝土承插圆管。 

根据《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相关规定，本工程管道埋深为 0.5m~3.0m，工程重要

性等级为三级；场地复杂程度等级为二级场地（中等复杂场地）；地基复杂程度等级为二级地基（中

等复杂地基）。综上所述，岩土工程勘察等级划分为乙级。 

工程范围图详见图 1-1。 

 
图 1-1 工程范围示意图 

1.2 勘察目的和任务 

本次勘察为详细勘察，目的是详细查明拟建管道沿线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并作出定

性或定量评价，对不良地质作用提出治理措施，为本工程施工图设计提供必要的设计依据和岩土

参数。具体任务是： 

（1）查明路面结构（含路面材质（沥青+混凝土），沥青厚度，结构层厚度，基层厚度）、地层

结构、分布深度、厚度及垂直、水平方向的变化规律； 

（2）查明相对隔水层和透水层的埋深、厚度和特性，注意与江河相通的透水层； 

（3）查明主要漏水地段或主要通道的位置、形态和规模，估算渗漏量，提出防渗处理范围和深

度的建议； 

（4）查明软土层、粉细砂层的特性，地基持力土（岩）层的物理力学性质，对砂土的震动液化、

软土的稳定性进行评价； 

（5）查明不良地质单元，如：淤泥、砂层、特殊类土分布范围及厚度，以及断层、破碎带、软

弱夹层等； 

（6）查明岩土层的类型、深度、分布、工程特性、变化规律，分析和评价地基的稳定性、均匀

性和承载力； 

（7）应在管顶和管底部位采取土、水试样进行腐蚀性分析试验。 

1.3 执行技术标准 

（1）提资单； 

（2）主要规程规范和技术标准： 

国家标准: 

1）《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2021）； 

2）《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3）《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56-2012） 

4）《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 55003-2021)； 

5）《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2021）； 

6）《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11)； 

7）《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032-2003)； 

8）《岩土工程勘察安全标准》（GB 50585-2019）； 

9）《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2016 年版）； 

10）《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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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2008）； 

12）《工程岩体分级标准》（GB 50218-2014)； 

13）《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GB/T 50266-2013）； 

14）《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2019)； 

15）《岩土工程基本术语标准》（GB/T50279-2014）； 

16）《工程测量标准》（GB50026-2020）； 

17）《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18314-2009)。 

行业标准: 

1）《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 

2）《城市测量规范》（CJJ/T8-2011）； 

3）《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2012)； 

4）《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2012）； 

5）《建筑工程地质勘探与取样技术规程》（JGJ/T87-2012)； 

6）《软土地区岩土工程勘察规程》（JGJ 83-2011)； 

7）《建筑工程抗浮技术标准》（JGJ 476-2019）； 

8）《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 37 号）； 

9）住建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20 年版）。 

广东省标准: 

1）广东省《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BJ 15－31－2016）； 

2）广东省《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DBJ/T15－38－2019）； 

3）广东省《建筑基坑工程技术规程》（DBJ/T15-20-2016）； 

4）广东省《建筑工程抗浮设计规程》（DBJ/T15-125-2017）； 

5）《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实施

细则通知》粤建规范【2019】2 号。 

1.4 勘察工作量布置 

根据工程建设内容及位置，本工程在番禺区大石街诜村村：共计布置 6 个钻孔，其中技术孔 4

个，鉴别孔 2 个。 

本工程不涉及顶管施工工艺。 

明挖段在管道中线布置勘探点，埋深小于 5m 明挖施工勘察钻孔间距为 100～150m，埋深 5～

8m 明挖施工勘察钻孔间距为 75～100m。但由于本项目现状地下管线较多且地形起伏较大，可根据

现场实际情况调整勘察孔位置，但不宜偏离外边线超过 3m，钻孔定位允许偏差≤1m，孔口地面标

高允许偏差≤0.2m。 

1.5 钻探深度 

根据行业标准《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56-2012）及设计部门要求，详勘阶段勘探点平面布置

原则及孔深如下： 

明挖段：管道勘探孔深度应满足开挖、地下水控制、支护设计及施工要求，且应达到管底设计

高程以下不少于 3m；若基底下存在松软土层、厚层填土和可液化土层时，勘探孔深度适当加深。 

除满足上述条件外，钻孔深度应满足取样和测试要求；另外需满足设计工作对钻孔深度的要求。 

根据本工程特性，明挖部分管道埋深 h＜3 米的钻孔深度按 6 米控制，3 米≤h≤4米的按 7 米控

制，4 米≤h≤5米的按 8 米控制。 

详见附表（勘探点一览表）。 

1.6 勘察方法和手段 

本次勘察采用工程地质测绘、钻探、原位测试（标准贯入试验）与室内试验相结合的综合勘探

方法。 

各类勘察方法分述如下： 

（1）工程地质测绘 

对拟建场地周边规模较大且地质条件复杂的不良地质、特殊性岩土进行重点调查与测绘，测绘

内容有： 

1）调查地形、地貌的基本特征，划分地貌类型； 

2）调查地下水类型、基本特征、补给来源、排泄条件，以及地下水动态变化与地表水系的联系； 

3）划分对工程建设抗震有利、不利或危险地段。 

（2）钻探 

本次钻探采用 XY-100 型钻机，采用全孔段取芯法，用泥浆、钢管护壁回转钻进；在预定深度

进行取样和标准贯入试验；原位测试为标准贯入试验，采用 63.5kg 自动脱钩落锤进行锤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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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位测试（标准贯入试验） 

采用对开圆筒式贯入器，自由落锤、锤重 63.5kg，落距 76cm，预击 15cm，记录每 10cm 和累

计 30cm 的锤击数，当在 30cm 之内满 50 击，即停止试验，记录 50 击时贯入的尺寸。 

（4）试验 

全部原状土样均按国家标准《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2019）进行试验，以提供本阶段

设计所需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本次勘察除进行常规土工试验，砂土层、粉土层土样加做颗粒分析

试验，选择样品加做渗透系数。 

本次勘察在场地沿线采取地下水样、地表水样及土样分别进行水质分析试验、土的易溶盐分析

试验，测定水及地基土对建筑材料（混凝土、钢筋等）的腐蚀性，为工程防腐设计提供依据。 

本次钻探总共完成钻孔数 4 个，孔号为 JBZK01、JSZK01、JSZK02、JSZK04，具体完成工作量

见表 1-1。其中 JSZK03、JBZK02 原孔位因交通繁忙及地下管线复杂，出于施工及地下管线安全考

虑，本次暂未施工，已沟通等待施工围蔽后管线开挖明确后再进场施工。 

1.7 完成工作项目和工作量 

表 1-1 工作量一览表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工 作 量 

1 钻探 m／孔 26.4m/4 

2 取样 
土（砂）样 

组 

9 

水样 1 

3 室内试验 

土（砂）样 

组 

9 

水样 1 

易溶盐 1 

4 原位测试 标准贯入试验 次 12 

5 钻孔测量 测放孔 组日（天） 1 

6 钻孔物探 定点物探 组日（天） 1 

1.8 说明 

（1）工程地质剖面图中的地面连线为各勘探孔的孔口连线，并非实测地形线； 

（2）钻孔竣工验收后，采用 32.5 级以上水泥配制砂浆封孔； 

（3）本工程采用广州 2000 坐标及广州城建高程系统。 

（4）采用的测量控制点：T3（坐标：X= 216219.3910，Y= 41905.3738，H=12.09m）、T4（坐

标：X= 216206.6945，Y= 41669.8378，H= 12.01m）。 

 

2 区域地质条件 

2.1 地形地貌 

拟建项目场地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地貌主要属珠江三角洲冲淤积平原腹地。场地整体地形平坦，

场内为城镇区，分布纵横交错的路网，路网两侧多为居民住宅楼、商业楼、工业厂房和农田等等，

场地内车辆、人流量较大，钻孔高程约为 11.93m～12.09m。 

2.2 地层岩性 

根据 1:5 万区域地质图（图 2-1）以及现场钻探揭露，工程区岩性主要为震旦系（Z）、下统白鹤

洞组下段（K1b
1）、基岩风化残积（Qel）、第四系海冲积相（Q

4

3mc）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相（Q4
al+pl）

及第四系人工堆积（Qs）。现按地层时代由老至新简述如下： 

（1）震旦系（Z）：分布于西南部的白云山一红路水库和东部的霄箕窝一帽蜂山一带,面积 180km2。

为一套混合岩及混合岩化变质岩系，其原岩系一套浅海相泥砂质类复理石沉积建造。厚度>700m。

由于混合岩化作用强烈，在白云山至红路水库一带，仅可见混合岩化程度较低的残留变质岩，主要

为一些石英岩和黑云母石英变粒岩。本次勘察未揭露。 

（2）下统白鹤洞组下段（K1b
1）：分布于大石-南村一带。下部由紫红色泥质粉砂岩、铁泥质不

等粒砂岩，紫红色、灰白色粗-细粒岩屑石英砂岩及砾岩组成。中部有紫红色-褐色含钙质结核的泥

质粉砂岩夹灰白色中-细粒岩屑石英砂岩，含粉砂泥质岩及泥灰岩组成。上部由灰-灰白色粗-细粒岩

屑石英砂岩、紫红-黄褐色泥质粉砂岩、粉砂岩组成。厚度约 690m 左右。该段属干热环境下的内陆

湖沉积，为冲洪积相及湖积相，沉积物主要来源于西部。本次勘察钻探未揭露。 

（3）基岩风化残积（Qel）：主要为泥质粉砂岩风化残积土，本次勘察钻探部分揭露。 

（4）第四系海冲积相（Q
4

3mc）：分布于珠江两侧。上部为灰黄色、花斑色黏土、亚黏土，深灰

色淤泥、粉砂质淤泥；下部为淤泥、淤泥质砂、砂、砾。砂、砂砾层多分布于河道两侧。本次勘察

暂未揭露。 

（5）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相（Q4
al+pl）：分布于白云山一回龙亭之西麓和山间谷地。厚度一般 3—

10m。上部以花斑状黏土、亚黏土为主；下部为含砾亚黏土、黄色中粗砂、砾砂，分选差。本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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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钻探普遍揭露粉质黏土、含砂粉质黏土。 

（6）第四系人工堆积（Qs）：主要为新近回填的松散堆积物，多位于公路两旁或城镇周围，野

外易于识别。由砖块、碎石、混凝土块、砂、土等成分较复杂的松散物组成，厚度一般 0.6m～6.5m

不等，地表平整，不同地段组成不同。本次勘察普遍揭露。 

 
图 2-1 区域地质图 

2.3 地质构造与地震 

2.3.1 地质构造 

广州市位于华南褶皱系（一级单元），粤北、粤东北拗陷带（二级单元），粤中拗陷（三级单元）

的中部，为晚古生代至中三迭世的拗陷。在地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构造变动，主要有加里东、海西、

印支、燕山、喜山运动。其中燕山运动规模最为强大，影响深远，此次运动形成了一系列东西向，

北东向的深大断裂，并伴生深层岩浆岩的活动，同时还形成了许多中生代盆地，随后产生了新的北

西向断裂，还使东西向的老断裂复活，从而奠定了今日构造基本格局。 

根据区域地质资料，场地附近主要断裂为白泥塘断裂。断裂北起花县白坭，向南经南海县官窑、

松岗、大沥、平洲、陈村至番禺沙湾，沿蕉门没入伶仃洋，并断续潜伏延伸至大濠岛，于大澳复出

地表。断裂西北段推测起于北东向龙塘-金利断裂的东南侧，往东南经国泰、官窑至松岗一带。沿断

裂大部分被第四系覆盖，仅局部地段断裂在地表显露。断裂的东南段隐伏在第四系下，在沙湾至鱼

窝头一带大于 25m 及 40m 的第四系等厚线皆呈北西走向。据平洲厦教、番禺灵山、万顷沙等钻孔

样品 14C 年代测定，晚更新世中期以来，由断裂控制的断块下降速率平均为 2.19mm/a。在灵山大

岗后山也见断裂的次级构造，据中山大学陈国能等人在灵山采集的断层样品热释光测年资料，断层

在距今 7.13 和 5.66 万年曾有过强烈活动。该断层从场地西南北部约 1.2km 处经过，对场地稳定性

影响较大。 

2.3.2 地震 

项目区域地处华南地震区沿海地震带的中部。据记载，自公元 1045 年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共

发生地震 400 多次，其中，破坏性地震共 5 次，分别是广州 4.75 级、佛山 4.5 级、番禺 4.5 级、顺

德 5.0 级、中山小榄 5.0 级，其余多为低震级。此外，省内地震分布具有明显的区段性，主要沿三

组断裂分布，主要特征如下：①近东西向的瘦狗岭断裂，在广州及庙头曾发生过 3.0~4.75 级地震；

②北东向断裂，如广从断裂曾发生 4 次 4.75~5.0 级地震；东莞断裂于 1498 年和 1618 年曾先后发生

3 级地震 3 次；③北西向断裂，如沙湾断裂于 1045 年以来曾发生 3 级地震 12 次，4 级地震 2 次；

顺德断裂发生 3~4 级地震 21 次。项目区域所处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据地震记载，自公元 288 年至

今，珠江三角洲地区有感地震超过 400 多次。多数地震强度不大，震级多在 3~4 级，最大地震烈度

Ⅴ~Ⅵ度。据 1954、1960 和 1965 年大地水准测量资料，珠江正在以北上升约 20mm，平均上升速率

为 1.8mm/a；以南则下降约 40mm，平均下降速率 3.6mm/a。三角洲平原目前仍在下沉，沉降速率为

0.59~0.88mm/a，近海地区为 3.44~3.6mm/a；而周缘地区则仍在上升，上升速率为 1.03~1.8mm/a。可

见珠江三角洲地区新构造运动以大面积垂直升降运动为特征，但活动强度较弱，总体上稳定性较好。

地震运动以及热矿水沿断裂分布，亦是本区新构造运动特征之一。 

从地震活动时空分布来看，广州地区属于东南沿海地震带中部，具有“外带强，内带弱”的特

征，有史以来记载的最大地震震级为 4.75～5 级，多属中小型有感地震，无大于 6 级的灾害性强震

记载。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6），

场区的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50 年超越概率 10%的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10g，设计地震分组

为第一组。 

2.4 水文地质条件 

2.4.1 地表水 

场地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温暖潮湿，雨量充沛。场地周围地表水系发育。拟建工程场



 石北围排涝片区管网完善工程岩土工程详细勘察报告 

5 

地地表水体主要为珠江河道和三支香河道。 

2.4.2 地下水类型及分布 

工程区地处珠江流域中下游的河网区，地势平坦，水系较为发育，河涌水受狮子洋海潮的影响，

具有潮起潮落现象。根据地质条件、场地及周围地形地貌分析，场地内地下水主要有两种类型：一

类是第四系地层中的孔隙水，主要赋存于人工填土层属弱~中透水层，接受大气降水及地下水、河

水侧向补给；与河水有一定的水力联系；粉质黏土透水性弱，局部含水层顶部分布有一定厚度相对

隔水层，稍具水头压力。场地地下水水位受大气降水及地形控制，枯水期地下水从两岸向河流排泄，

丰水期地下水从河流向两岸补给。另一类为基岩裂隙水，主要赋存于岩体的风化及构造裂隙中，受

节理裂隙和断裂构造发育程度的控制。受基岩裂隙控制，其储水量和透水性具有不均匀性，地下水

补给源丰富，地下基岩裂隙水量可能偏大，主要接受河水及地下水补给，排泄方式主要以径流为主，

地下水水位受大气降水及地形控制。 

沿线地下砂层分布广泛，地下水位与河水位关系密切，地下水位的变化与河水位变化相关。根

据钻孔所测得的地下水位资料，地下水稳定水位深度一般 1.10m~1.50m，水位高程一般

10.54m~10.92m，水位变化幅度一般 1m~2m。 

 

3 场区岩土工程条件 

3.1 场区岩土工程条件 

拟建工程项目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地貌上属于丘陵地貌。工程区地形地貌单元环境复杂程度为

简单。经现场勘察，工程区周围较多工厂、市政道路及居民区，未发现有滑坡、地陷、崩塌、土洞

和溶洞，工程区内的不良物理地质现象不发育。 

场地原为村道、空地，后经人工填土整平经压实，地面较为平整。道路两侧地下埋设有给、排

水、路灯、电信电缆等地下管线，交通较为便利。地面总体较不平整，局部起伏较大，钻孔孔口高

程为 11.93m～12.09m。 

工程区域共完成钻孔 4 个，钻孔编号见勘探点一览表。在勘探深度范围内，地层岩性从上而下

主要由第四系人工堆积（Qs）、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相（Q4
al+pl）。现由上到下分述如下： 

（1）第四系人工堆积（Qs）： 

①-1 杂填土：杂色，主要由砂、石块、砂质黏性土、花岗岩块回填而成，成分复杂，结构松散，

硬杂质含量大于 25%～50%，顶部普遍 5cm～40cm 为水泥路面。根据区域地质资料及揭露成分判

断，该勘察区域的填土回填时间推测在 10 年之内。该层钻探深度范围内所有钻孔均有揭露，层底

标高 9.64m～11.49m，层厚 0.60m～2.40m。共做标准贯入试验 1 次，统计样本数 1 次，试验值 N

12 击。承载力特征值建议取 
ak

f 90 kPa （根据广东省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BJ15-31-

2016）表 4.5.2-4，结合相近工程经验值综合提出）。土、石工程等级为Ⅱ级，土石类别为普通土。 

①-2 素填土：红褐、褐色，松散～欠压实状态，稍湿，主要成分为黏性土，局部为灰黑色填淤

泥，不均匀夹少量填砂碎石。该层钻探深度范围内所有钻孔均有揭露，层顶标高 9.64m～11.49m，

层底标高 8.73m～10.49m，层厚 0.60m～1.50m。共做标准贯入试验 3 次，统计样本数 3 次，试验范

围值 N 8 击～9 击，平均击数 N 8.3 击。该层取试样 3 组，统计样本数 3 组，承载力特征值建议

取 
ak

f 80 kPa （根据广东省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BJ15-31-2016）表 4.5.2-4，结合孔隙

比、液性指数、标准贯入试验综合提出），渗透系数 Hk 3.88×10-5
scm / ，渗透性等级为弱透水。 

（2）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相（Q4
al+pl）： 

②-1 含砂粉质黏土：灰黑、灰色，可塑状态，含有机质及砂质，无异臭味，易污手，局部含砂

较多。该层钻探深度范围内所有钻孔均有揭露，层顶标高 8.73m～10.49m，层底标高 6.43m～8.09m，

揭露层厚 1.80m～2.40m。共做标准贯入试验 4 次，统计样本数 4 次，试验范围值 N 6 击～8 击，

平均击数 N 7.3 击。该层取试样 3 组，统计样本数 3 组，承载力特征值建议取 
ak

f 120 kPa （根据

广东省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BJ15-31-2016）表 4.5.2-4，结合孔隙比、液性指数、标准

贯入试验综合提出），渗透系数 Hk 4.38×10-5
scm / ，渗透性等级为弱透水。 

②-2 粉质黏土：红褐，夹褐黄色，可塑状态，湿，成分为粉黏粒，韧性强，干强度高，土质均

匀，切面光滑，岩芯呈土柱状。该层钻探深度范围内所有钻孔均有揭露，层顶标高 6.43m～8.09m，

层底标高 5.23m～5.59m，揭露层厚 1.20m～2.50m。共做标准贯入试验 4 次，统计样本数 4 次，试

验范围值 N 14 击～18 击，平均击数 N 16.0 击。该层取试样 14 组，统计样本数 14 组承载力特

征值建议取 
ak

f 180 kPa （根据广东省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BJ15-31-2016）表 4.5.2-4，

结合孔隙比、液性指数、标准贯入试验综合提出），渗透系数 Hk 2.57×10-6
scm / ，渗透性等级为

微透水。 

3.2 岩土物理力学性质及其参数建议值 

根据拟建工程特征，结合现场钻探及野外鉴别、原位测试和室内土工试验分析结果，参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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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和地区经验，综合研究分析，推荐设计采用的部分主要岩土参数建议值见表 3-1。本报告所列

的岩土参数建议值，是在统计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计算、查表并结合资料、地区经验综合判断之后

给出的。 

关于本报告室内试验和原位试验参数统计表中所列的标准值和平均值的使用，特作如下说明：

根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 版），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所需的岩土参数标准

值，可参考本报告统计表、建议表中各岩土参数标准值；当设计规范另有专门规定标准值的取值方

法时，按有关规范进行；抗剪强度取标准值，压缩指标取平均值，地基承载力取特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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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主要岩土地层物理力学参数建议值 

地层 

编号 

岩土 

名称 

天然 

含水率 
湿密度 比重 孔隙比 

压缩 

系数 

压缩 

模量 

剪切指标 

承载力 

特征值 

混凝土预制桩 水下钻（冲）孔灌注桩 

渗透系数 
直接快剪 

 
桩侧摩

阻力特

征值 

端阻力特征值 

桩侧摩

阻力特

征值 

端阻力特征值 

w ρ 

Gs e 

av1-2 Es1-2 c Φ fak qsa qpa（kPa） qsa qpa（kPa） K（垂直） 

（%） （g/cm3） （MPa-1） （MPa） （kPa） （°） kPa kPa L≤9 9＜L≤16 kPa ≤15m ＞15m （cm/s） 

①-2 素填土 15.5 2.03 2.68 0.528 0.238 6.62 24.4 
15 

（建议值） 
80 12 / / 10 / / 3.88×10-5 

②-1 含砂粉质黏土 15.3 1.97 2.69 0.577 0.236 6.84 22.2 24.1 120 25 900 1200 20 400 500 4.38×10-5 

②-2 粉质黏土 20.7 2.03 2.68 0.601 0.289 5.81 22.6 16.6 180 25 900 1200 20 400 500 2.57×10-6 

备注：1.承载力特征值、摩阻力特征值及端阻力特征值根据土工试验相关参数参考广东省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BJ15-31-2016）经验值提取； 

2.土工试验依据国家标准《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 5012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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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岩土工程评价 

4.1 场地稳定性与适宜性评价 

工程区地处华南地震区东南沿海地震带的中部，地震活动具有“频度高，震级低”的特点。

拟建场地地势平缓、开阔，勘察期间未发现断裂构造迹象，未见岩溶、滑坡、崩塌(危岩)、泥石

流、采空区、地面沉降等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分布；场地内未揭露软弱土和可液化土层，属

抗震一般地段。且无总体而言，场地稳定性较好。 

场地内土层成因、种类、性质变化较大，地层层位变化较大，存在地震液化、沉降变形等稳

定问题，洪水的影响较少，周边也未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点；本工程结构规模较小，且对抗震设防

要求较低，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加以解决后，基本适宜本工程的建设。 

4.2 地基稳定性与均匀性评价 

① -1 杂填土：结构松散为主，局部稍压实，无明显密实度分界线，土质不均，填土主要由

黏土、砂粒及碎石等组成，顶部普遍 5cm~40cm 混凝土路面，部分路段上部有 5cm 沥青砼。

土层结构不均匀。作为基础持力层时，易产生不均匀沉降。按工程经验土体渗透性分级

为中等-强透水。不宜直接作为基础持力层，建议进行换填处理。该层土体若作为基础持力层，

地基稳定性较差。岩土类别为Ⅲ类。 

① -2 素填土：结构松散为主，局部稍压实，无明显密实度分界线，土质不均，填土主要由

黏土、砂粒及碎石等组成作为基础持力层时，易产生不均匀沉降。土体渗透性分级为极微

透水。不宜直接作为基础持力层，建议进行换填处理。该层土体若作为基础持力层，地基稳定

性较差。岩土类别为Ⅱ类。 

② -1 含砂粉质黏土：可塑，局部含较多砂粒，含少量有机质。具有一定的承载力，土

体渗透性分级为弱透水。水平分布及层厚不均，可作为管道基础持力层或稳定的下卧层。岩土

类别为Ⅱ类。 

②-2 粉质黏土：可塑状，具有一定的承载力，土体渗透性分级为弱透水。水平分布及层厚

不均，可作为管道基础持力层或稳定的下卧层。岩土类别为Ⅱ类。 

从场地岩土类型分布情况分析，场地地基岩土类型主要为素填土、含砂粉质黏土及粉质黏

土，地层种类较多，土体性质、状态、密实度和厚度不均一，厚薄变化较大，层面起伏大，属

欠均匀地基。拟建场地地基欠均匀，存在软弱下卧层，地基主要变形特征为差异沉降变形。建

议结合拟建工程的特点，对欠均匀地基采取适当的加固处理措施  

4.3 地表水、地下水的影响评价 

4.3.1 地表水 

工程区位于番禺区大石村居，管道主要沿道路两侧，地面高程为 11.93m～12.09m 之间，地

表水体主要为珠江河道和三支香河道。 

4.3.2 地下水： 

工程区地处珠江流域中下游的河网区，地势平坦，水系较为发育，河涌水受狮子洋海潮的影

响，具有潮起潮落现象。根据地质条件、场地及周围地形地貌分析，场地内地下水主要有两种类

型： 

一类是第四系地层中的孔隙水，主要赋存于人工填土层，属弱~中透水层，接受大气降水及

地下水、河水侧向补给；与河水有一定的水力联系；粉质黏土透水性弱，局部含水层顶部分布有

一定厚度相对隔水层，稍具水头压力。场地地下水水位受大气降水及地形控制，枯水期地下水从

两岸向河流排泄，丰水期地表水从河流向两岸补给地下水。 

另一类为基岩裂隙水，主要赋存于岩体的风化及构造裂隙中，受节理裂隙和断裂构造发育程

度的控制。受基岩裂隙控制，其储水量和透水性具有不均匀性，地下水补给源丰富，地下基岩裂

隙水量可能偏大，主要接受河水及地下水补给，排泄方式主要以径流为主，地下水水位受大气降

水及地形控制。 

沿线地下水位与河水位关系密切，地下水位的变化与河水位变化相关。根据钻孔所测得的地

下水位资料，地下水稳定水位深度一般 1.10m~1.50m，水位高程一般 10.54m~10.92m，水位变化

幅度一般 1m~2m。 

4.3.3 环境水、土腐蚀性评价 

本次勘察于钻孔 JSZK04 中，采取孔内地下水样 1 组进行了地下水的水质分析，地表水参

考附近工程试验成果，在钻孔 JSZK04 中采取的 1 组土样进行了土的腐蚀性分析。结果详见附

件“水质分析报告”和“土的腐蚀性分析报告”。 

根据采取地表水及钻孔内地下水试料的室内水质分析结果，参照《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50021-2001)2009 年版相关规定：拟建管网场地内分布的地层属弱~强透水性地层，场地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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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类型属Ⅱ类环境。详细判别结果见表 2.4-1 和 2.4-2。 

 4-1             

取样位置 

对混凝土结构的腐蚀性 对钢筋混凝土 

结构中钢筋 

的腐蚀性 

按环境类型 (Ⅱ类) 

按地层渗透性 

pH 值 
侵蚀性 

CO2 

( mg/L) 

HCO3- 

(mmol/L) 
水中的 Cl-含量 (mg/L) 

SO42- 

(mg/L) 

Mg2+   

(mg/L) 
总矿化度(mg/L) A B A B A 

长期 

浸水 

干湿 

交替 

地表水 

（礼村村） 

18.82 1.94 118.89 7.01 7.35 1.53 9.03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微 - 微 微 

JSZK04 
17.81 1.66 72.88 7.13 4.17 0.84 2.44 

微 微 微 微 微 - - 弱 微 微 

注： 1、表中 A 是指直接临水或强透水层中的地下水；B 是指弱透水层中的地下水。强透水层是指碎

石土和砂土；弱透水层是指粉土和黏性土。 

2、HCO3
-含量是指水的矿化度低于 0.1g/l 的软水时，该类水质 HCO3

-的腐蚀性； 

按照《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 年版)，本场地按Ⅱ类环境考虑，结合上表

综合判定：按环境类型Ⅱ类综合判定地下水对混凝土结构的腐蚀性等级均为微腐蚀；按地层渗透

性综合判定地下水对混凝土结构的腐蚀性等级均为微腐蚀性；地下水对混凝土结构中钢筋在长

期浸水条件下均为微腐蚀性，在干湿交替条件下为微腐蚀性。 .按照《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50021-2001)(2009 年版)，本场地按Ⅱ类环境考虑，结合上表综合判定：按环境类型综合判定

地下稳定水位以上的土对混凝土结构的腐蚀性等级为微腐蚀；按地层渗透性综合判定地下稳定

水位以上的土对混凝土结构在强透水层时为弱腐蚀性、弱透水层时为微腐蚀性；地下稳定水位以

上的土对混凝土结构中钢筋在弱、强透水层中均为微腐蚀性，对钢结构(按 pH 值)为微腐蚀性。 

.4-2             

孔号 土类 

土的腐蚀性评价 

对混凝土结构 对钢筋混凝土 

结构中钢筋 

对钢结 

构 按环境类型 (Ⅱ类) 按地层渗透性 

SO42- 

(mg/L) 

Mg2+ 

(mg/L) 

pH 值 
土中的 Cl-含 

量 (mg/kg)  

pH 值 强透 

水层 

弱透 

水层 
A B 

JSZK04 土样 
127.75 8.16 6.39 17.4 6.39 

微 微 弱 微 微 微 微 

注：A 是指地下水位以上的碎石土、砂土，稍湿的粉土，坚硬、硬塑的黏性土；B 是指湿、很湿的粉

土，可塑、松散、流塑的黏性土。对土的腐蚀性评价，按环境类型参考规范数值并乘以 1.5 的系数。 

按照《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 年版)，本场地按Ⅱ类环境考虑，结合上表

综合判定：按环境类型综合判定地下稳定水位以上的土对混凝土结构的腐蚀性等级为微腐蚀；按

地层渗透性综合判定地下稳定水位以上的土对混凝土结构在强透水层时为弱腐蚀性、弱透水层

时为微腐蚀性；地下稳定水位以上的土对混凝土结构中钢筋在弱、强透水层中均为微腐蚀性，对

钢结构(按 pH 值)为微腐蚀性。 

4.4 场地类别 

根据《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2021）规定，场地土类型应按剪切波速

范围划分，对多层土可取地表下20m且不深于场地覆盖层厚度范围内各土层剪切波速，按土层

厚度加权的平均值确定等效剪切波速，再按等效剪切波速范围来确定场地土类型，建筑场地类

别则按等效剪切波速和场地覆盖层厚度范围这两个指标来确定。 

根据地层工程地质剖面图和钻孔柱状图分析，钻孔20m深度范围内主要岩土层为杂填土、

素填土、含砂粉质黏土及粉质黏土。本工程场地范围较广，管线较为分散，因本次钻孔深度未

超过20m，参考邻近场地波速报告——《三支香水道-沥滘水道流域（洛溪系统）城中村截污纳

管工程--上漖村钻孔波速测试报告》结果如下： 

表 4-3      各土层等效剪切波速值计算表 

钻孔 

编号 

等效剪切波速     

Vse（m/s） 

覆盖层厚度

do（m） 

计算所取覆盖层厚度

do（m） 

场地土        

类型 

建筑场地 

类别 

SZK26 207.56 15~50 20 Ⅱ 中软土 

SZK44 139.95 15~50 20 Ⅲ 软弱土 

SZK69 132.72 15~50 20 Ⅲ 软弱土 

可得本场地土的类型主要为软弱土，局部为中软土，场地根据钻孔揭露覆盖层厚度介于

15~50m，建筑场地类别主要为Ⅱ类~Ⅲ类，场地特征周期值为0.35s。建议按《中国地震动参数

区划图》（GB18306-2015）第8条规定进行场地地震动参数调整。勘察区从地貌形态、覆盖层

厚、基岩出露状态及钻探揭露地层看，根据该规范表4.1.6，工程场地类别为Ⅱ、Ⅲ类。拟建场

地基础位于地下水位以下，按不利因素考虑，综合划分为Ⅲ类场地，场地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反

映谱特征周期为0.45s。 

4.5 地震效应 

4.5.1 抗震设防烈度 

据查《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按Ⅱ类建筑场地，广州市番禺区设计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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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加速度为 0.10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35s。按附录 E，Ⅲ类场地对应的调整系数为

1.25，因此场地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取 0.125g；50 年超越概率 10%，按 8.2 节Ⅲ类场地地震动反

应谱特征周期调整为 0.45s。据查《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 年版，工程区设计

地震分组为第一组。 

4.5.2 抗震设防分类 

根据《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8)，本工程拟建管道采用明挖法施工，基坑最

大开挖深度约 3m，工程重要性等级为三级，属于标准设防类(丙类)建构筑物，其抗震设防标准

应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确定其抗震措施和地震作用。因此，本工程建筑抗震措施设防烈度为 7

度。 

4.5.3 抗震地段划分 

工程区地处华南地震区东南沿海地震带的中部，地震活动具有“频度高，震级低”的特点。

场地地势平坦，无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沉降等不良地质作用发育，场地内未揭露软土及液

化土层，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表 4.1.1，拟建工程场地属抗震一般地段。 

4.5.4 软土震陷 

本工程未揭露软土，可不考虑软土震陷影响。 

4.5.5 地震液化 

勘察场地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地震设防烈度为 7 度。本次钻探未揭露有可液化土层，故在本

工程建设范围内暂不考虑液化影响，横向扩展影响较小。 

4.6 不良地质作用及特殊性岩土 

4.6.1 不良地质作用 

工程区地处珠江三角洲平原区，地形平坦，经现场调查及地表地质测绘，未发现滑坡、崩塌

及泥石流等不良地质作用，未发现采空区、地面沉降、岩溶、土洞等不良地质现象。 

4.6.2 特殊性岩土 

本场地的特殊性岩土主要为：填土。 

本场地浅表层普遍分布的人工填土为杂填土、素填土，松散~稍压实，主要由黏性土、砂粒

和少量碎石组成，土层结构不均匀。作为基础持力层时，易产生不均匀沉降。可采用灌浆法对其

进行加固或换填。 

4.6.3 地下不利埋藏物 

场地内除存在地下埋设有给、排水、路灯、燃气、电信电缆等地下管线外，根据工程地质钻

探结果显示，场地内未现水井、墓穴、防空洞、地下洞穴及孤石等对工程不利的埋藏物。 

4.7 岩土工程性质评价 

由于本管道工程沿线属珠江三角洲凹陷区，第四系沉积层厚度较大，土层种类较多，土的物

理力学性质差，以填土及粉质黏土为主，根据设计管网埋深，管道基础大部分为填土及含砂粉质

黏土地段。 

（1）人工堆积层（Qs） 

杂填土、素填土：场地内广泛分布，成分不均匀，多以砂性土为主，含碎石块、砖块及局部

混凝土块等，土质不均，结构松散，填筑时间长，多呈稍压实状态，有一定承载力，适当压实加

固后可作为管道的基础持力层。管道开挖施工时坑槽侧壁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支护。开挖时注意

对周边房屋稳定性的影响。 

（2）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相（Q4
al+pl） 

②-1 含砂粉质黏土、②-2 粉质黏土：广泛分布于工程区，可塑为主，局部呈硬塑状，具有

一定的承载力，水平分布及层厚不均，可作为管道基础持力层或稳定的下卧层。 

 

5 地基及施工方案建议 

5.1 地基处理方案 

根据设计要求，管道采用天然地基，本工程管道穿越杂填土及素填土层，需地基处理后方可

作为持力层。常用的处理方法如下： 

（1）换填垫层法，适用于浅层软弱地基及不均匀地基的处理。其主要作用是提高地基承载

力，减少沉降量，加速软弱土层的排水固结，防止冻胀和消除膨胀土的胀缩。 

（2）水泥土搅拌法，基底可采用水泥土搅拌法加固处理，利用水泥等材料作为固化剂，通

过深层搅拌机械，在地基中将软弱土固化剂强制搅拌，使其成为具有整体性、稳定性和一定强度

的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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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基坑支护建议及评价 

5.2.1 基坑开挖 

管道主要沿道路侧边敷设，而道路两边多为建筑物及管网等，管槽开挖时涉及周边建筑物安

全及不利于公共环境交通等，基坑周边环境条件中等复杂。根据设计方案，管道管槽开挖后形成

的土质基坑深度为 1~3m，根据《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120-2012)，基坑安全等级为三级。

此类基坑开挖后整体欠稳定，局部会产生坍塌、滑动。为确保基坑开挖及地下结构施工的顺利进

行和施工安全，基坑工程施工时应采取相应的防护和地下水防治措施。 

场地沿线的填土局部厚度较大，基槽开挖后，槽壁大部分由①-1 杂填土、①-2 素填土、      

②-1 含砂粉质黏土层构成，①-1 杂填土、①-2 素填土自稳能力差，易产生滑塌。当管线埋深 H

≤3.0m 且有放坡开挖条件时，可采用放坡开挖方式。开挖边坡应参照《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GB50268-2008)第 4.3.3 条的规定执行，严格按设计坡比开挖。当管道不具备放坡

开挖条件时，建议采用拉森钢板桩或排桩支护方式，钢板桩等入土深度应符合规范要求。 

工程大多位于道路中，为保证施工期间交通顺畅，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最大限度的减少

开挖断面，建议采用钢板桩支护开挖方式，且采用分段开挖、随挖随护。 

 5-1             

岩土名称 状态 
开挖坡比 (H≤3.0m) 

水上 水下 

①-1杂填土 松散～欠压实 1:1.75~1:2.00 1:2.25~1:2.5 

①-2素填土 可塑 1:1.75~1:2.00 1:2.25~1:2.5 

②-1 含砂粉质黏土 可塑 1:1.50～1:1.75 1:1.75～1:2.00 

②-2 粉质黏土 可塑~硬塑 1:1.50～1:1.75 1:1.75～1:2.00 

5.2.2 基坑排水 

本工程位于珠江三角洲冲淤积平原地带，区内河网发育，地下水类型主要为孔隙潜水，地下

水与河水水力联系密切，水位变化与河水位变化相关。拟建管道线路距离河涌较近，综合考虑汛

期降水水位上涨等因素，且区内暴雨强度大，街道易发生短时淹水现象，建议抗浮水位取地面标

高。 

场地范围内分布的岩土类型①-2 素填土属弱透水层，②-1 含砂粉质黏土属弱透水层，②-2

粉质黏土属微透水层，为相对隔水层。杂填土及素填土位于表层。 

管道沿线的地下水补给水源较近，水位埋深浅，基槽开挖后，可能存在基槽积水问题，积水

量可能较大，需做好基槽排水工作，以保证槽壁的稳定。基础埋深较小，可采用浅井或轻型井点

降水，也可考虑布置深井抽水、浅井作渗水井相结合的降水方案，降低水位来疏干浅层地下水。 

基槽降水，水位应降至基底下 1~2m 为宜，并持续至地下结构的施工荷载大于地下水的最大

浮力为止，以保证坑底土层的稳定性和地下结构的施工质量。雨期施工时，应在基坑四周开挖截

水沟或修筑土堤，以防地表水流入坑内。 

5.2.3 观测监测 

本工程现场地质情况和周围环境较复杂的，需对基坑进行监测。特别是对基坑边坡稳定性是

否受基坑开挖影响产生沉降进行监测，以避免造成重大灾害。 

基坑工程施工前，建设方应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对基坑工程实施现场监测。监测单位

应编制监测方案，并经建设方、设计方、监理方等认可，必要时还需与基坑周边环境涉及的有关

管理单位协商一致后方可实施。当基坑周边有对位移有特殊要求的建筑及设施时，监测项目应与

有关管理部门协商确定。 

5.2.4 沉降变形 

本工程构筑物下伏土层①-2 素填土层压缩性高、承载力低，为中高压缩性土，地基土层需验

算其总沉降量与目前沉降量，新建构筑物区域加载后可能引起较大的沉降变形，须采取适当的软

基处理措施。由于①-2 素填土层不同部位厚度差异较大，可能引起不均匀沉降问题，建议进行沉

降稳定分析，并针对不同部位采取差异化排水固结等措施。 

5.2.5 地下水力学作用 

在地下水位以下开挖基坑时，应伴随降水工作的进行，以创造有利的施工条件，管道敷设 时

应保持基底干燥。基坑降水可考虑采用明排法设集水坑降水，水位宜降至基底下 1~2m 为宜。  

在地下水位下降的影响范围内，应考虑地面沉降及其对工程的影响，水位下降速度不宜过

快，当地下水位回升时，应考虑可能引起的回弹和附加的浮托力对基坑稳定性的影响。. 

5.3 地基基础设计与施工注意的问题及建议 

（1）基坑支护选型和施工应注意周边环境影响，基坑支护选型时要考虑支护结构有足够的

刚度；施工时应做好可能的淤孔、有害气体的排除及通风等应急措施，避免有害气体的中毒事故

发生。 

（2）基坑支护、边坡开挖施工应结合场地内地下管线探测技术报告制定相关方案，避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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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周边地下管线产生安全事故，施工时应进行边坡及周边建（构）筑物监测。 

（3）基坑（槽）施工期间，应在基坑（槽）内设置一定数量的集水井集中抽排到坑外，同

时对基坑（槽）周边采取地表水截水措施，防止地下水、地表水的入渗对基坑开挖造成不利影响，

有必要时设置止水帷幕，还应注意暴雨及其它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采用一定的应急措施，防止

地下水水位突然暴涨。 

5.4 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评价 

根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建设部【2018】37 号令“勘察单位应当

针对工程实际，在勘察文件中说明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的要求，本工程挖深度超过 3m

(含 3m)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拟建截污管道涉

及区域较广，基本沿市政道路、住宅区道路、河岸及村道铺设，距离较近。场地地质条件可能造

成邻近建筑物的工程风险主要为管道基槽开挖和降水过程中引起的地面沉降、地面开裂、邻近建

筑物不均匀沉降、坍塌等，以及管道基坑支护过程中引起的垮塌、滑坡等工程风险。 

①-1、①-2 填土层：松散~欠压实状，场地沿线均有分布，岩土体工程性质差，管道在管槽

开挖及基坑支护过程中易产生垮塌及滑坡，造成坑壁土体及支护结构失稳，地面沉降、地面开裂、

邻近建筑物不均匀沉降等工程风险，若不能及时支护或支护不当时，则很有可能引发滑坡/垮塌

等地质灾害，威胁临近建筑物及相关人员的安全，应做好相应的施工安全措施。 

5.5 基坑施工阶段的环境保护建议 

(1)拟建场地周边有居民区，施工区域应进行围蔽隔离，防止施工时对行人、车辆安全造成影

响；同时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尽量减小施工机械的噪声及油烟，对附近居民和周边环境造成的

干扰及污染。 

(2)树立文明施工、安全生产。对裸露场地、土堆等采用扬尘防治网覆盖等防尘措施；对围壁

的围挡隔离墙按标准安装喷水装置；对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应定点投放科学处理。 

(3)做出合理的施工方案，同时制定应急预案，防止出现工程事故，万一有事故及时抢救。 

(4)本工程场地靠近居民区，附近道路较多，车辆多人流量大，对拟建工程的施工建设带来局

限性，应做好防扰民措施，工程车辆注意交通安全。 

(5)本工程周边有河流，在施工过程中，应尽量减小泥浆排放对地表水体的过度污染。 

 

6 结论及建议 

(1)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按不利条件考虑，本工程场地类别为Ⅲ

类，相应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为 0.125g，场地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反映谱特征周期为 0.45s，50

年超越概率 10%，基本地震烈度为 7 度。 

(2)本场地特殊性岩土为人工填土层，特殊性岩土对土方开挖、基桩施工均有影响。设计施工

时应引起重视。 

(3)本场地内未发现活动断裂、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第四系地层埋深及厚度变化

大，为不均匀地基，为抗震一般地段，场地稳定性较好。场地内土层成因、种类、性质变化较大，

地层层位变化较大，存在地震液化、沉降变形等稳定问题；但本工程结构规模较小，且对抗震设

防要求较低，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加以解决后，基本适宜本工程的建设。 

(4)拟建建筑建基面地层主要为杂填土、素填土、含砂粉质黏土，局部为粉质黏土。工程地质

条件差，填土层承载力低、抗剪强度低，高压缩性，存在地基沉降变形大等问题。建议根据相依

建筑荷载对地基进行处理，可采用换填、木桩加固或复合地基等方法进行处理。 

(5)依据《岩土工程地质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 版)地下水腐蚀性评价标准，综合判

定：本工程场地内按环境类型Ⅱ类综合判定地下水对混凝土结构的腐蚀性等级均为微腐蚀；按地

层渗透性综合判定地下水对混凝土结构的腐蚀性等级均为弱腐蚀性；地下水对混凝土结构中钢

筋在长期浸水条件下均为微腐蚀性，在干湿交替条件下均为微腐蚀性；依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50021-2001)(2009 年版)分析判断结果，本工程场地土按环境类型综合判定地下稳定水位以上

的土对混凝土结构的腐蚀性等级为微腐蚀；按地层渗透性综合判定地下稳定水位以上的土对混

凝土结构在强透水层时为弱腐蚀性、弱透水层时为微腐蚀性；地下稳定水位以上的土对混凝土结

构中钢筋在强透水层中为弱腐蚀性，在弱透水层中为微腐蚀，对钢结构(按 pH 值)为微腐蚀性。 

(6)场地沿线的①-1 杂填土、①-2 素填土自稳能力差，易产生滑塌。当管线埋深 H≤3.0m 且

有放坡开挖条件时，可采用放坡开挖方式，严格按设计坡比开挖。当不具备放坡开挖条件时，建

议采用拉森钢板桩或排桩支护方式，钢板桩等入土深度应符合规范要求。 

(7)场地地下水丰富，基坑施工过程中采用合理的施工工艺控制地下水，保证周边构建筑物

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当管槽开挖深度在地下水位以下且临近水沟边时，基坑开挖过程中沟槽壁

可能会因水压力作用而产生流泥或崩塌，建议采用拉森钢板桩等进行支护，防止槽避崩塌，影响

施工安全。并随时注意附近建筑物及其地基是否出开裂、下沉等异常现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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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拟建管线及构筑物位于已建成居民区，施工期间应加强周边环境的监测，建立完善的全

方位监测系统，实现信息化施工，组建高效的应急项目管理班组，出现应急险情及时处理。 

(9)施工过程中加强环境保护，保护和改善作业现场的环境，施工弃土应合理、有序堆放，控

制现场和各种粉尘、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噪声、振动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保证人们身

体健康、保护生存环境、保证施工顺利进行。 

(10)在施工前必需与电信、电力、煤气、自来水等公司取得联系。了解道路埋置的电缆、煤

气管道和自来水管道等的具体位置及高程，以免在施工中损坏或发生安全事故。 

(11)场地内第四系含砂粉质黏土层是潜在的含水地层，当明挖埋设雨、污水管网开挖施工时

遇到砂层，可能会出现涌水现象，且由于地下水水力梯度的骤变，还有可能产生管涌、流砂等局

部失稳的现象，因此需采取适当的降排水和临时支护措施。 

(12)工程施工开挖应做好现状管线的保护工作。 

(13)建议雨、污水管道基槽工程充分考虑岩土体的时空效应，明挖段基槽应分段开挖、及时

支护、分段铺设。 

(14)鉴于勘察过程中钻探受地形及地下管线条件的限制，部分钻孔距离管道中心线具有一定

的偏移，其中 JSZK03、JBZK02 原孔位因交通繁忙及地下管线复杂，出于施工及地下管线安全

考虑，本次暂未施工，建议等待施工围蔽后管线开挖明确后再进场施工。且地层层位不稳定、变

化较大，本报告所提供的剖面图所反映的地质情况以钻孔连线为推测结果，实际施工中地质条件

可能出现与报告不一致的情况，若出现异常情况，应及时通知相关各方协商解决。在地基基础施

工过程中应加强验槽工作，当遇到地质情况异常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处理，必要时建议进行

施工钻探，对施工中遇到地质条件复杂地段适量增补钻孔，进一步查明该地段地质详细情况，为

雨、污水管网埋设提供更详实依据。. 





X Y  原状样 易溶盐 水样 埋深 标高
稳定水位
日期

m m m m 件 件 件 m m - 次

1 JBZK-01 技术孔 6.50 12.02 41605.808 216185.840 1.10 10.92 2023.10.08 3 2023.10.07 2023.10.07

2 JBZK-02 技术孔 0.00 11.99 41804.242 216222.166 未施工

3 JSZK-01 技术孔 6.50 12.09 41410.116 216145.388 3 1.20 10.89 2023.10.08 3 2023.10.07 2023.10.07

4 JSZK-02 技术孔 6.70 11.93 41708.511 216214.088 2 1.20 10.73 2023.10.08 3 2023.10.07 2023.10.07

5 JSZK-03 技术孔 0.00 12.00 41890.358 216227.651 未施工

6 JSZK-04 技术孔 6.70 12.04 41524.587 216170.408 3 1 1 1.50 10.54 2023.10.08 3 2023.10.07 2023.10.07

合计 26.40 8 1 1 12

杨小伟 日期： 2023.11

石北围排涝片区管网完善工程

制表： 杨熠 校核： 杨伟麟 审查：

勘探终止
日期

备 注

附表A：勘探点一览表

勘探点类型

勘探点
深度

地面
高程

标贯
试验
次数

勘探开始
日期

工程名称：

坐        标 取样件数 地下水位

序号
勘探点
编号



定名按

漂石 卵石 圆砾

(块石) (碎石) (角砾) 粗 中 细 黏粒

ρ o ρ d γ G s ω e S r n ω L ω p I p I L α V1-2 E s1-2 c φ c′ φ′ k 20 O m >200 200~20 20~2 2~0.5 0.5~  0.25 0.25~

0.075

0.075~

0.05或
<0.075

0.05~

0.01
0.01~

0.005
<  0.005 d50 d10 Cu Cc

kN/m3 / % / % % % % / / MPa-1 MPa kPa ° kPa ° cm/s g/kg % % % % % % % % % mm mm ／ ／

9472 JSZK02-1 1.80 - 2.00 2.01 1.74 20.1 2.67 15.7 0.537 78.1 34.9 23.0 15.2 7.8 0.06 0.296 5.19 33.5 20.3 2.01E-05 3.9 12.5 14.9 28.7 9.4 16.7 3.9 10.0 0.114 0.005 34.60 2.66 细粒土质粉砂

9475 JSZK01-1 0.80 - 1.00 2.02 1.78 20.2 2.70 13.3 0.514 69.8 34.0 27.3 16.9 10.4 ＜0 0.191 7.93 21.0 31.2 5.56E-05 5.6 12.1 9.2 4.1 6.4 5.2 32.5 8.5 16.4 0.036 含砂粉质黏土

9478 JSZK04-1 1.30 - 1.50 2.05 1.74 20.5 2.67 17.6 0.532 88.4 34.7 23.3 14.9 8.4 0.32 0.227 6.75 18.7 23.7 4.08E-05 5.1 13.9 15.2 28.1 8.0 16.4 3.3 10.0 0.127 0.005 39.00 2.67 细粒土质粉砂

3 3 3 3 3 3 3 3 3 3 3 2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2 2 2

3 3 3 3 3 3 3 3 3 3 3 2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2 2 2

2.05 1.78 20.5 2.70 17.6 0.537 88.4 34.9 27.3 16.9 10.4 0.32 0.296 7.93 33.50 31.20 5.56E-05 12.1 13.9 15.2 28.7 9.4 32.5 8.5 16.4 0.127 0.005 39.000 2.670

2.01 1.74 20.1 2.67 13.3 0.514 69.8 34.0 23.0 14.9 7.8 0.06 0.191 5.19 18.70 20.30 2.01E-05 3.9 9.2 4.1 6.4 5.2 16.4 3.3 10.0 0.036 0.005 34.600 2.660

2.03 1.75 20.3 2.68 15.5 0.528 78.8 34.5 24.5 15.7 8.9 0.19 0.238 6.62 24.40 25.07 3.88E-05 7.0 11.9 11.4 21.1 7.5 21.9 5.2 12.1 0.092 0.005 36.800 2.665

2.03 1.75 20.3 2.68 15.5 0.528 78.8 34.5 24.5 15.7 8.9 0.19 0.238 6.62 24.40 25.07 3.88E-05 7.0 11.9 11.4 21.1 7.5 21.9 5.2 12.1 0.092 0.005 36.800 2.665

9473 JSZK02-2 4.80 - 5.00 1.98 1.72 19.8 2.70 15.0 0.568 71.3 36.2 25.3 16.7 8.6 -0.20 0.186 8.43 20.7 29.2 6.75E-05 11.9 9.8 5.8 10.5 11.3 29.2 6.3 15.2 0.049 0.002 34.00 2.38 含砂粉土

9476 JSZK01-2 3.30 - 3.50 1.96 1.68 19.6 2.67 16.9 0.592 76.2 37.2 23.6 15.8 7.8 0.14 0.263 6.05 14.6 25.9 3.03E-05 6.0 1.7 12.4 16.1 30.4 8.0 14.8 3.7 12.9 0.115 0.002 84.50 6.26 细粒土质粉砂

9479 JSZK04-2 3.00 - 3.20 1.96 1.72 19.6 2.70 14.1 0.572 66.6 36.4 25.0 14.9 10.1 -0.08 0.260 6.05 31.2 17.1 3.37E-05 2.1 5.3 3.4 6.1 7.8 40.1 8.7 26.5 0.020 粉质黏土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2 2 2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2 2 2

1.98 1.72 19.8 2.70 16.9 0.592 76.2 37.2 25.3 16.7 10.1 0.14 0.263 8.43 31.2 29.2 6.75E-05 11.9 12.4 16.1 30.4 11.3 40.1 8.7 26.5 0.115 0.002 84.500 6.260

1.96 1.68 19.6 2.67 14.1 0.568 66.6 36.2 23.6 14.9 7.8 -0.20 0.186 6.05 14.6 17.1 3.03E-05 1.7 5.3 3.4 6.1 7.8 14.8 3.7 12.9 0.020 0.002 34.000 2.380

1.97 1.71 19.7 2.69 15.3 0.577 71.3 36.6 24.6 15.8 8.8 -0.05 0.236 6.84 22.2 24.1 4.38E-05 5.2 9.2 8.4 15.7 9.0 28.0 6.2 18.2 0.061 0.002 59.250 4.320

1.97 1.71 19.7 2.69 15.3 0.577 71.3 36.6 24.6 15.8 8.8 -0.05 0.236 6.84 22.2 24.1 4.38E-05 5.2 9.2 8.4 15.7 9.0 28.0 6.2 18.2 0.061 0.002 59.250 4.320

9474 JSZK02-3 6.00 - 6.20 2.05 1.74 20.5 2.68 17.8 0.540 88.3 35.1 28.2 17.3 10.9 0.05 0.203 7.59 40.8 25.9 7.31E-07 5.3 10.5 22.1 9.4 21.0 6.7 25.0 0.042 含砂粉质黏土

9477 JSZK01-3 5.30 - 5.50 2.06 1.75 20.6 2.68 17.4 0.527 88.4 34.5 28.0 16.8 11.2 0.05 0.325 4.70 25.1 21.3 8.21E-07 0.8 7.7 11.2 20.6 8.0 18.3 6.7 26.7 0.043 含砂粉质黏土

9480 JSZK04-3 5.40 - 5.60 1.97 1.55 19.7 2.69 27.0 0.734 98.9 42.3 33.6 22.0 11.6 0.43 0.338 5.13 20.0 11.9 6.15E-06 6.1 8.3 9.4 19.5 10.8 15.9 7.4 22.6 0.060 含砂粉质黏土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2 2 3 2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2 2 3 2 3 3 3 3 3 3 3 3

2.06 1.75 20.6 2.69 27.0 0.734 98.9 42.3 33.6 22.0 11.6 0.43 0.338 7.59 25.1 21.3 6.15E-06 6.1 8.3 11.2 22.1 10.8 21.0 7.4 26.7 0.060

1.97 1.55 19.7 2.68 17.4 0.527 88.3 34.5 28.0 16.8 10.9 0.05 0.203 4.70 20.0 11.9 7.31E-07 0.8 5.3 9.4 19.5 8.0 15.9 6.7 22.6 0.042

2.03 1.68 20.3 2.68 20.7 0.601 91.9 37.3 29.9 18.7 11.2 0.18 0.289 5.81 22.6 16.6 2.57E-06 3.5 7.1 10.4 20.7 9.4 18.4 6.9 24.8 0.048

2.03 1.68 20.3 2.68 20.7 0.601 91.9 37.3 29.9 18.7 11.2 0.18 0.289 5.81 22.6 16.6 2.57E-06 3.5 7.1 10.4 20.7 9.4 18.4 6.9 24.8 0.048

制表： 杨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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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B：岩土物理力学指标统计表
附表B

编    号

取
样
深
度

天然状态指标 固结指标

液
性
指
数

孔
隙
比

塑
性
指
数

剪切指标

最小值

平均值

建议值

地
层
编
号

及
名

称

含
水
率

湿
密
度

g/cm3

最小值

平均值

②-1

含砂粉质
黏土

②-2

粉质黏土

样本总数（个）

统计样本数（个）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建议值

样本总数（个）

统计样本数（个）

最大值

校核： 杨伟麟 审查： 杨小伟 日期：2023.11



1 1-1 杂填土

统计个数:1
最大值:12.0
最小值:12.0
平均值:12.0
推荐值:12.0

JSZK-04 1.65-1.95 12

2 JBZK-01 2.15-2.45 8

3 JSZK-01 1.15-1.45 8

4 JSZK-02 2.15-2.45 9

5 JBZK-01 4.15-4.45 6

6 JSZK-01 3.65-3.95 8

7 JSZK-02 5.15-5.45 7

8 JSZK-04 3.35-3.65 8

9 JBZK-01 6.15-6.45 14

10 JSZK-01 5.65-5.95 15

11 JSZK-02 6.35-6.65 18

12 JSZK-04 5.75-6.05 17

审查：杨小伟

2-2
粉质黏

土

统计个数:4
最大值:18.0
最小值:14.0
平均值:16.0
推荐值:16.0

2-1
含砂粉
质粘土

统计个数:4
最大值:8.0
最小值:6.0
平均值:7.3
推荐值:7.3

序号

编制：杨熠 校核：杨伟麟

附表C：标贯试验统计表
工程名称： 石北围排涝片区管网完善工程

备 注

1-2 素填土

统计个数:3
最大值:9.0
最小值:8.0
平均值:8.3
推荐值:8.3

地层编
号

岩土名
称

标贯原始击数场区地层统
计

勘探点编
号

试验段深
度(m)

标贯击
数N(击)



sKY/D CO⒈ 01 广 东 省 工 程 勘 察 院

土 工 试 验 报  告
工程

委托

报告

管 完善工程 (初设阶段 )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T583

送样 日期 :

检测日期 :

报告日期 : 共 1页 第 1页
编 ~号

)0227θ4
取

样
深

度

天然状态指标 稠度指标 固结指标 剪切指标

渗

透

系

数

有

机

质

酸

碱
度

j¨ ¨   d￠
平
均
粒
径

有

效

粒

径

不

均

匀

系

数

曲

率

系

数

休止角 定名按

GB50021-2001

(⒛Og年版 )

GB严r50145~2oo7

实

验

V‘ l

野

夕卜

密 度
天

然

重

度

土

粒

比

重

含

水

率

孔

隙

比

饱

和

度

孔

隙

度

液

 
限

塑

 
限

塑

性

指

数

液

性

指

数

压

缩

系

数

压
缩
模

量

儿
期

固

结

压

为

压
缩

指
数

固

结

系

数

直接快剪 固结快剪 碎石土 莉烂 Xlll依苜 / 水

上

水

下

湿

密

度

干

密

度

黏

聚

力

内

摩

擦

角

黏

聚

力

内

摩

擦

角

漂石

(块石)

卵石

碎石 )

圆砾

(角 砾 粗 中 题 粉旷 黏 粒

粒 径 大 小 〈

`。

冫 C$
'p 'L

Gyt-z ￡ s” Pc a Cv an犭 PrJ 20⒓ 2~05 o Os或

οˉ

οο
Cu C￠

￡;/cm3
`

% / % % % % / / MPfl MPa /

"-'la
cln/s Ξkg / % % % % % % % % % % / /

9472 JsZKO2-1 267 157 o537 152 o296 33j5 201E-05 125 oI14 o005 3460 266 细粒土质粉砂

9473 JsZKO2-2 172 270 o568 713 362 253 167 o186 292 675E-05 292 152 o049 o002 3400 238 含砂粉土

9474 JsZKO2J 205 o540 883 282 o203 759 731E-07 o042 含砂粉质黏土

9475 JsZKO1J 202 270 133 o514 698 273 0̄35 793 556Eˉ05 o036 含砂粉质黏土

9476 JsZKO卜 2 330 o592 762 372 o263 303Eˉ 05 17 129 o115 o002 626 细粒土质粉砂

9477 JsZKO1-3 530 550 175 206 o527 280 o325 251 82】 E-07 112 o043 含砂粉质黏土

9478 JsZKO4丬 】 74 267 o532 o32 o227 237 408Eˉ 05 152 o127 o005 3900 细粒土质粉砂

9479 JsZKO4ˉ 2 320 270 o572 666 o260 171 337Eˉ05 o020 粉质黏土

9480 JszKO4ˉ 3 560 197 155 269 o734 989 336 o338 615Eˉ 06 195 226 o060 含砂粉质黏土

说明:l、 本报告执行GB/T501232019标 准;2、 对本报告如有意见或疑问,

5、 未经本院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内容。
须在一周内提出:3、 液限为76g锥入土深10n ll时 的含水率 ;

地址:广州大道北

"3号
^  联系电话:87“辊39

4、 Cv为 压 力 (10020ll,kPa下 的 固 结 系 数 :

酏奋
爆扔 匝

审 核 签发 :

`
^`

?
卜



SKY/D-C03ˉ 01

工程

委托单

广 东 省 工 程 勘

水 质 分 析 报

-~屮
c

'、

'  ~k。

院痴尔
 生
口

n

管网完善工程 (初设阶段 )

勘测设计研宄院

33A —S330

∫  1页共1页 濯

期 :⒛23年 10

检测

取样深度 (m) 1.60— 1.80

c(1i丞
z±

)

/lmmo1Lˉ
1)

fE( ca'*)

氨氮(NH3ˉN)

氯化物(Clˉ)

硫酸盐(So42^)

重碳酸根(HCo3D

碳酸根 Go32^)

氢氧根 (oHˉ )

游离二氧化碳/mgL闩

侵蚀性二氧化碳/mgL门

总硬度 (以 Caco3计 )/mgL·

总碱度 (以C犯%计 )/mgL·

溶解性固体总量/mgL I

说 明 △ .本 报 告 执 行 DZ/T006⒋ 2021标 准 ,总 碱 度 、 氯 化 物 、 溶 解 性 固 体 总 量 执 行 TB10104-2O03(J2ω ⒓ 0∞ )标

准 ;

2.对本报告如有疑问,须在一周内提出 ;

3.本报告只对来样负责。  4未 经本院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内容。

试验者 :影

屡 臼 砗

签发
>丿ff^彳

λ
签

彳 阝 `么

sKY/D-C03-04 省

溶

东

口芴

广

中土

工 程 勘 察 院

盐 分 析 报 告

工程名称扌f

委托单位:1

网完善工程 (初设阶段 )

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TR270 告 日; 2023至F10

送样

检测

JSZK04

COr'-1o/o)

CO32ˉ (mg/kg土 )

blHCo3)rmm。 队 g土 )

HCo3【 mg//kg土 )

Clˉ(%)

Clˉfmg/k黑土 )

so42-(%)

127.75so42ˉ(mg/kg土 )

Ms.2*(oh)

说明:1、 本报告执行C,B/T5012⒊⒛19标准;2、 对本报告如有意见或疑问,须在一周内提出 ;

3、 本报告只对来样负责;4、 未经本院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内容。

地 址 :广 州 市 广 州 大 道 北 743号  邮 编 :510510 电话 :8763绲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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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6
061

0775
061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辉煌长江塑料厂

0773
061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诜村村经济合作社

0774
061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诜村村经济合作社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展力五金塑料厂

0790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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