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收稿日期: 2010- 05 - 05; 修回日期 2010- 10- 19

� 作者简介:张成志 ( 1982 - ),男 (汉族 ) ,安徽淮北人,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地质勘探院助理工程师,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从事水利水

电工程勘察工作,河南省洛阳市启明西路 34号, fengyun52@ 163. com。

钻孔压水试验测试仪及其在古贤水利枢纽工程

中的试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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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程地质勘察中进行干深孔的常规性压水试验是长期困扰水利水电钻孔压水试验的技术难题, 为解决该

问题,自行研制了钻孔压水试验测试仪,并在古贤水利枢纽工程中进行了试验应用,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结合工程

实践,综合分析了钻孔压水试验测试仪在古贤水利枢纽中的试验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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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ventiona lw ater pressure test in dry deep ho le of eng ineer ing geo log ical investiga tion has been a technical

problem in w ater pressure test for wa 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 er boreho le. T o so lve the prob lem, boreho lew ater pres-

sure test instrum ent w as deve loped and exper im enta lly applied in Gux ian hydro- junction pro ject w ith good results. Based on

the eng ineering practice, the paper made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the app lication situation.

Key w ords: dry deep ho le; wa ter pressure test instrum ent; in-situ perm eability test; Gux ian hydro- junction

钻孔压水试验是工程地质勘察中最常用的原位

渗透试验之一,其主要目的是测定岩体的透水性,为

岩体渗透特性的评价提供基本资料。目前在国内水

利水电钻孔压水试验方法中, 流量数据观测采用流

量表,压力数据观测采用压力表。流量表和压力表

均布置在孔外,试验压力的得出需综合考虑多方面

因素并经过繁琐的计算, 且在各个操作环节中人工

误差和设备误差较为明显, 得出的数据不够精确。

特别是在干深孔中,只能通过提升压力阶段来完成

压水试验。而根据压水规范的规定可知,三级压力

的值宜分别为 0. 3、0. 6和 1. 0 M Pa。压力过高容易

产生地层抬动,不能准确的反应地层的实际渗透情

况。而双管循环法不用考虑压力损失问题, 可以完

成干深孔三级压力 5个阶段的压水试验,但是需要

下两套管子,对小口径金刚石钻孔不适用,且操作过

程复杂费时,钻孔较深时尤其如此。

鉴于此,我院自行研制了钻孔压水试验测试仪,

并在古贤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建议书阶段的地质勘察

工作中试验应用。

1�工程概况

1. 1�工程概述

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位于黄河北干流的晋、

陕峡谷下段南部,左岸为山西省吉县文城乡古贤村,

右岸为陕西省宜川县阁楼乡南庄村。距离举世闻名

的黄河壶口瀑布上游约 10 km。该水利枢纽电站规

划装机 256万 kW, 具有防洪、减淤、供水、发电、调

水、灌溉等综合效益。该工程的建设不仅对晋陕两

省发展引水灌溉、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现实

意义,而且对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1. 2�工程地质条件

坝址区河水面高程 465 m,河谷底宽 455 m。河

床覆盖层厚度为 1~ 7 m;右岸高程 470 ~ 475 m处

残存 I级阶地,顺河带状分布, 宽度 20~ 30 m。两岸

谷坡不对称,高程 625 m以上为黄土覆盖,以下基岩

裸露。

根据已获得的地质资料,古贤水利枢纽工程地

质情况比较复杂,勘探任务书中的坝肩压水试验孔

绝大部分为干深孔, 在保证压水试验成果质量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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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如何进行正常的�五点法 �压水试验, 是需要解

决的问题。

1. 3�技术要求

古贤水利枢纽工程的项目建议书阶段地质勘察

任务书规定,钻孔终孔孔径不小于 75 mm,压水试验

按三级压力、5个阶段进行。定出了 P3,其余两级压

力 (P1、P2 )应分别为 1 /3P 3、2 /3P 3。三级压力值宜

分别为 0. 3、0. 6和 1. 0 M Pa。

2�钻孔压水试验测试仪
2. 1�钻孔压水试验测试仪结构原理

钻孔压水试验测试仪严格按照 �水利水电工程

钻孔压水试验规程�( SL 31- 2003)研制,为全汉化

菜单操作, 具有标定、参数设置、回零、数据采集、数

据存储、P - Q曲线绘制、数据处理、输出等功能。

它主要包括: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流量传感系统、

压力传感系统等。流量传感系统和压力传感系统分

别将流量、压力信号传输到数据采集系统,然后在数

据处理系统中进行运算并以数字形式显示到操作界

面。整体结构及工作原理如图 1、图 2所示。

图 1� 钻孔压水试验测试仪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 2� 工作原理示意图

2. 2�钻孔压水试验测试仪的操作方法

地面管路及信号传输通道按要求连接完毕后,

选择塞位安装栓塞,压力传感探头从钻杆内管下至

试段内 (注:由于压力传感器直径稍大,不能完全下

至试段中,只能下至栓塞上部位置 ) , 安装孔口密封

器,整套压水试验测试系统则连接完毕。

仪器的使用操作步骤可概述如下:

仪器设备准备及检查 �试验管路连接 �试验仪

器连接�地下水位测量�压力置零�开泵试压、管路

检查 �五点法压水试验 �试验数据保存及打印输出

�管路卸压、停泵 �程序退出、线路拆除�管路拆除。

3�工程应用

3. 1�试验概况

2008年底,我院承担了古贤水利枢纽项目建议

书阶段的勘探工作,其中有不少压水试验孔。根据前

期勘测资料分析,此次压水试验钻孔大多为干深孔。

在此次勘探工作中, 由于该仪器尚处于试验阶

段,因此试验过程采用常规方法与压水测试仪器同

时工作的方式,即把 2套测量仪器的地面管路系统

串联起来。同时记录常规仪器和钻孔压水试验测试

仪的测量数据,并把 2组数据进行比对。

仪器首先在右岸坝肩孔压水试验中使用。在开

始阶段,试验过程中硬件、软件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如硬件的牢固性不够,采集到的流量数据波动较大,

软件的人性化操作需完善等。技术研发人员及时跟

进,对相应问题做了改进。到了勘探工作的中期,该

仪器的各项功能得到基本完善,机组操作人员经过

简单的培训后均可熟练的掌握整套仪器的操作方法

和日常维护事项。

该仪器的数据采集程序操作界面如图 3所示,

压力和流量窗口显示均为瞬时值, 由现场操作人员

通过调节地面管路系统中的进水、回水阀门进行控

制,界面左侧的数据栏为采集到的压力、流量值。在

数据满足该阶段的结束标准后,操作人员再通过调

节阀门控制流量进入下个试验阶段, 最终按要求完

成该试段压水试验。

图 3� 钻孔压水试验测试仪电脑操作界面

3. 2�效果分析

通过 3个多月的试验应用, 钻孔压水试验测试

33� 2010年第 37卷第 12期 � � � � � �探矿工程 (岩土钻掘工程 )



仪表显出了良好的性能, 很好地完成了古贤水利枢

纽工程项目建议书阶段的压水试验工作。

( 1)压力传感系统性能稳定, 且可测量地下水

位。

�水利水电工程钻孔压水试验规程 �( SL 31-

2003)规定,下栓塞前应首先观测 1次孔内水位, 试

段隔离后,再观测工作管内水位。水位观测应每隔

5 m in进行 1次, 当水位下降速度连续 2次均小于 5

cm /m in时,观测工作方可结束。

地下水位观测的常规方法是采用测绳结合万用

表来测定,人为因素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影响很大,误

差在所难免且相对误差常常较大。利用钻孔压水试

验测试仪测量地下水位是在地面管路系统连接好

后, 压力传感端头下入孔内并固定安装,通过压力传

感器测出净水头压力,压力值即时反应到系统操作

界面,利用简单的水柱压力计算公式可反推计算出

地下水位。该方法相较于传统的测绳更方便准确,

�所见即所得 �的操作界面方式使得操作人员能够

更直观地了解地下水位的变化过程, 也在很大程度

上减少了常规方法中由于孔内情况复杂导致的试验

者对于真实水位主观性判定带来的误差。水位测量

结束后,相较于常规观测, 无需进行测绳提取、长度

测量等辅助工作,可直接进行下一步的压水试验,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

( 2)压力数据的采集过程简洁明了, 无需考虑

管路压力损失和水柱压力的影响。

常规压水试验中, 为了保证压水试验数据的精

确性,试段压力值应综合考虑压力计指示压力,水柱

压力以及管路压力损失。水柱压力要通过计算压力

计中心至压力计算零线的垂直距离来获得。管路压

力损失要综合考虑管路长度、接头个数和瞬时流量

等因素的影响,计算相当复杂且存在一定的误差。

钻孔压水试验测试仪压力采集系统的传感探头

置放在试段中间,首先通过压力传感器置零操作消

除了地下水位对试段产生的水柱压力影响, 试验进

行中传感探头反映到操作界面上的瞬时压力示值即

为试段所承受的真实压力, 无需再考虑水柱压力和

管路压力损失的影响,免去了繁复的计算,不仅保证

了数据的准确性,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 3)流量传感系统工作效果良好,相对误差小。

通过大量的现场对比试验论证, 钻孔压水试验

测试仪的流量传感系统性能稳定, 采集到的流量数

据真实可靠。

表 1为现场采集到的古贤工区某钻孔压水试验

的流量对比资料。相应对比数据均为每一压力阶段

下 5个流量数据中的最终值。

试验人员在古贤工区共采集了 13个试验孔计

237段的压水试验对比数据。

经过权威部门检定, 仪器采集的数据相对误差

较小,满足试验要求。图 4为现场压水试验现场。

表 1� 压水试验流量数据比对表 / ( L� m in- 1 ) �

段次 段长 /m
0. 30 /MPa

人工 机读

0. 60 /MPa

人工 机读

1. 00 /M Pa

人工 机读

0. 60 /MPa

人工 机读

0. 30 /MPa

人工 机读

透水率 /Lu

人工 机读

1 5. 00 10. 5 10. 14 17. 7 17. 53 40. 2 39. 68 22. 0 22. 07 13. 5 13. 62 8. 04 7. 94

2 5. 00 13. 5 13. 78 24. 4 24. 67 40. 0 40. 32 25. 3 25. 34 15. 0 14. 85 8. 00 8. 06

3 5. 00 3. 5 3. 44 9. 5 9. 20 17. 8 17. 73 9. 5 9. 52 2. 9 2. 97 3. 56 3. 55

4 5. 00 1. 7 1. 44 4. 8 4. 62 9. 1 8. 82 4. 9 5. 01 1. 5 1. 38 1. 82 1. 76

5 5. 00 2. 2 2. 06 4. 5 4. 21 10. 3 10. 15 4. 3 4. 27 2. 0 1. 89 2. 06 2. 03

6 5. 00 0. 7 0. 73 2. 2 2. 06 5. 4 5. 28 2. 2 2. 14 0. 8 0. 65 1. 08 1. 06

7 5. 00 1. 1 0. 98 3. 0 2. 81 4. 7 4. 57 2. 4 2. 57 1. 2 1. 01 0. 94 0. 91

8 5. 00 9. 0 9. 41 12. 7 13. 19 19. 5 19. 70 12. 5 12. 86 8. 8 8. 97 3. 90 3. 94

9 5. 00 2. 1 1. 84 4. 0 3. 75 10. 7 10. 40 3. 6 3. 40 2. 0 1. 66 2. 14 2. 08

10 5. 00 1. 1 0. 91 3. 7 3. 44 7. 6 7. 65 3. 0 2. 87 1. 6 1. 45 1. 52 1. 53

11 5. 00 2. 4 2. 44 4. 6 4. 57 10. 4 10. 29 4. 4 4. 28 2. 2 2. 06 2. 08 2. 06

12 5. 00 1. 2 1. 05 3. 9 3. 97 8. 5 8. 34 3. 8 4. 00 1. 3 1. 22 1. 70 1. 67

13 5. 00 1. 2 0. 86 2. 2 1. 86 3. 9 3. 71 1. 9 1. 64 0. 7 0. 57 0. 78 0. 74

14 5. 00 1. 8 1. 81 4. 9 5. 00 9. 9 9. 91 5. 4 5. 19 2. 2 2. 32 1. 98 1. 98

15 5. 00 1. 4 1. 43 2. 6 2. 72 6. 1 6. 10 3. 1 3. 00 1. 2 1. 50 1. 22 1. 22

16 5. 00 1. 7 2. 19 3. 5 4. 07 7. 4 7. 98 3. 8 4. 12 1. 5 1. 87 1. 48 1. 60

17 5. 00 1. 2 0. 91 3. 0 2. 74 4. 8 4. 57 3. 2 2. 74 1. 2 0. 88 0. 96 0. 91

18 5. 00 1. 0 0. 85 4. 8 4. 73 9. 0 8. 81 5. 2 5. 14 0. 9 1. 10 1. 80 1. 76

19 5. 00 1. 3 1. 00 4. 1 3. 98 5. 8 5. 61 4. 0 3. 79 1. 5 1. 35 1. 16 1. 12

20 5. 00 1. 8 1. 83 4. 1 4. 00 8. 3 8. 22 3. 3 3. 68 1. 9 2. 14 1. 66 1. 64

21 7. 60 1. 9 1. 61 3. 2 2. 94 7. 3 7. 31 3. 1 3. 03 2. 0 1. 88 0. 96 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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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现场采集对比数据

( 4)数据记录反映真实,自动完成数据分析与输

出, 数据保存便利。

钻孔压水试验测试仪的数据均采用传感技术自

动采集、识别, 采集后的数据通过信号传输通道直接

进入操作电脑的程序面板进行显示。数据精度高,

且避免了人工读取数据过程中的不及时、不精确、不

均匀及随意性等缺陷, 从而对地层情况的反映更真

实、更可靠。

数据采集程序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处理后, 可

直接将记录的数据、自动生成的曲线通过普通打印

机进行打印输出, 而无需人工填表、绘制曲线, 从而

可直接进行统计分析, 减省了对每个孔段的数据计

算和曲线绘制,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图 5、6为电

脑自动生成的古贤工区某一试段压水试验的相关参

数和曲线。

钻孔压水试验测试仪在古贤水利枢纽坝肩压水

试验孔的应用过程中,自身性能得到了很好的检验,

同时也通过不断的改进与完善, 数据采集更趋稳定,

操作界面的人性化设计也得到很好的提高,并考虑

图 5� 仪器自动生成的试验数据图

图 6� 仪器自动生成的 P - Q曲线

到外业施工环境的制约, 设备硬件结构上更密闭牢

固。钻孔压水试验测试仪符合压水试验规程的规

定, 很好的完成了古贤水利枢纽项目建议书阶段的

地质勘察工作,解决了�干深孔压水试验三级压力五

个阶段压力量测�的技术难题。

4�结论
钻孔压水试验测试仪可以在干深孔中, 不需提

高压力而进行常规性压水试验, 测定的数据精确、可

靠。其结构轻巧、携带方便, 能够适应野外恶劣的工

作环境,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 数据采集稳定, 不用

考虑管路压力损失及水柱压力对真实结果的影响,

免去了繁琐的计算与甄别。此外还可方便准确地测

量孔内地下水位。通过此次试验应用, 证明该仪器

采集数据准确便捷, 相比于人工读数的误差大大减

小,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钻孔压水试验测试仪能够很好的应用于各种地

层情形中的钻孔压水试验, 在钻孔压水试验中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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