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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ＭＰ 工法在敏感环境深基坑工程中的应用∗

杜　 策１，２，３，李　 青４，５，张　 振１，２，周　 振３，叶怀文３

（１．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地下建筑与工程系，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２ 同济大学岩土及地下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３． 上海渊丰地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上海　 ２０１０１５； ４．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　 ２０００１１；

５． 上海基坑工程环境安全控制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　 ２０００１１）

［摘要］ 针对传统搅拌桩数字化程度低、施工扰动不可控等问题，研发了数字化微扰动搅拌桩（ＤＭＰ 工法），并在上

海浦东机场四期项目中成功应用。 结果表明，ＤＭＰ 工法通过配置多通道异形钻杆、差速叶片、地内压力监控系统，
能够实现施工过程对周边环境的微小扰动，实测捷运维修基地沉降仅 １ ～ ２ｍｍ。 数字化施工控制系统可确保设备

按照输入的设计参数进行自动化施工并在云端展示施工进程。 桩体开挖后表观质量明显优于三轴搅拌桩，桩体芯

样强度及均匀性较好。 研究成果对于提升搅拌桩施工质量和施工数字化水平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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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搅拌桩作为岩土工程常用工艺，被广泛应用于

地基处理、基坑支护等领域。 常用的搅拌桩类型主

要有单轴搅拌桩、双轴搅拌桩、三轴搅拌桩等，不少

学者对搅拌桩的施工工艺及施工环境影响机理进

行了研究。 赵伟等［１］ 分析水泥土搅拌桩施工会引

起邻近地层位移，具有挤土效应。 赵春风等［２］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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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试验，证明五轴搅拌桩相较双轴及三轴搅拌桩

强度高、试样离散性小。 叶观宝等［３］ 总结了搅拌桩

施工产生扰动的原因为搅拌叶片对周边土体的挤

压和拉裂作用以及水泥浆液的渗透和劈裂作用。
龚灵迪等［４］ 通过现场试验发现水泥掺量是影响土

体挤压变形的重要因素，三轴搅拌桩施工对周边土

层的影响同水泥掺量正相关。 Ｖｅｓｉｃ［５］ 提出无限土

体中圆孔扩张的解析解，Ｓｈｅｎ 等［６］、Ｃｈａｉ 等［７］ 基于

该理论推导了考虑叶片剪切作用的圆柱扩张公式，
认为搅拌桩施工对周边土体的影响来自搅拌叶片

转动和浆液压力引起的超孔隙水压力。
随着搅拌桩工艺的逐渐发展，传统搅拌桩由于

数字化程度低、施工扰动不可控，制约了其在敏感

环境工程中的应用［８］。 智能建造已成为建筑业发

展的必然趋势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面向人机共

融的智能化工程机械是智能建造的关键领域［９］，搅
拌桩工艺也迫切需要采用数字化程度高、施工扰动

小的装备及工艺。 郭克诚等［１０］建议研发和改进桩机

设备装备，构建地层自动识别系统，进行施工搅拌与

喷浆的自动优化控制，加快桩工行业数字化与智能化

升级步伐。 张振等［１１］结合远程监测系统，以段灰量、
搅拌次数和桩长作为控制指标，建立了搅拌桩施工质

量评定办法。 万瑜等［１２］针对目前国内水泥土搅拌桩

施工自动化程度低、施工质量监控方法落后等问题，
研发水泥土搅拌桩智能化施工控制系统。

数字化微扰动搅拌桩，又称 ＤＭＰ 工法，是一种

自主研发的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搅拌桩工艺。 施工

装备配置先进的数字化施工控制系统［１３］，能够便捷

地控制施工过程中浆液流量、钻杆下沉提升速度、
加气量等各种施工参数，施工过程可视可控，同时

具备微扰动施工工艺，是一种面向敏感环境的智能

化施工机械。 本文详细介绍了 ＤＭＰ 工法在上海浦

东机场四期南区地下交通枢纽及配套工程中的实

施效果及同常规工艺的工后比较。
１　 工程概况

１ １　 基坑概况

　 　 浦东机场南区地下交通枢纽及配套工程为新

建四期航站楼地下工程部分，基地 Ｊ１⁃７ 分区环境如

图 １ 所示，基坑面积 ２ １００ｍ２，开挖深度 ９ ８５ｍ，呈狭

长形，长度约 １３５ ７ｍ，宽度 ２５ｍ。
Ｊ１⁃７ 基坑东侧为既有捷运车辆维修基地，地上

为 １ ～ ２ 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结构宽度约

３２ １ｍ，其下设置直径 ５００ｍｍ 管桩基础，桩长约

３３ｍ。 基地内有两条捷运轨道，基坑距离建筑最近

约 ４ ５５ｍ，距离捷运轨道最近约 ９ ４０ｍ。 既有捷运

图 １　 基地环境总平面（单位：ｍ）
Ｆｉｇ． 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ｔ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ｕｎｉｔ：ｍ）

线的环境保护要求较高，需要控制变形≤１０ｍｍ，并
且建筑外侧分布有众多管线。
１ ２　 工程地质条件

　 　 基坑施工影响范围内典型地层剖面及土层参

数如图 ２ 所示，场地浅部以流塑 ～软塑状态的黏性

土和松散 ～稍密的砂质粉土为主，其中第②３ 层和

③２ 层粉土渗透性强，易产生流砂风险，对基坑止水

帷幕结构的施工质量提出了较高要求。 基底则普

遍位于流塑状态的淤泥质土中，土性软弱，并具有

含水量高、压缩性高、易流变、开挖易扰动等特点。
上海地区地下水位设计埋深一般为 ０ ５ｍ，止水帷幕

设计首先考虑对粉土进行有效阻隔，同时桩端进入

基坑底以下一定深度，满足抗渗流稳定性的要求。

图 ２　 典型土层剖面及参数

Ｆｉｇ． ２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ｏｉｌ ｓｔｒａｔｕｍ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２　 支护设计方案

　 　 基坑紧贴运营中的既有捷运维修基地，捷运线

变形控制要求苛刻，基坑支护结构设计应采取合理

的针对性措施控制支护体侧移以满足规范要求以

及捷运系统的变形控制标准。
基坑支护典型剖面如图 ３ 所示，基坑东侧临近

捷运区域止水帷幕采用 ＤＭＰ 工法，以降低帷幕施工

对捷运线路的影响。 由于施工空间较小，支护墙采

用双排 ＤＭＰ 工法内套打 ϕ９００＠ １ １００ 灌注桩排桩，
灌注桩有效桩长 ２６ ６５ｍ，嵌入基底以下 １６ｍ，帷幕

有效桩长 １８ ８５ｍ，水泥掺量 １５％，帷幕嵌入基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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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７ｍ。 基坑西侧环境条件相对宽松，采用直径

ϕ８５０ｍｍ 三轴搅拌桩内插 Ｈ 型钢的 ＳＭＷ 工法，桩
体水泥掺量 ２０％。 基坑内首道支撑采用钢筋混凝

土支撑，其下设置两道预应力伺服钢支撑，支撑采

用对撑结合少量角撑的布置形式。

图 ３　 基坑支护剖面（单位：ｍ）
Ｆｉｇ． ３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ｕｎｉｔ：ｍ）

３　 施工关键技术

３ １　 施工微扰动

　 　 施工速度和浆气压力是搅拌桩施工对周边土

层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６］，较高的进尺速度和转速

将会提升施工效率，但速度过快对设备稳定性、能
耗、搅拌均匀性和周边环境都会产生影响。 增大浆

液压力和加气压力能够降低钻进阻力，提升施工效

率，但过大的压力会显著增加桩周超孔隙水压力，
进而引起地层位移［１４］。 本工程环境保护要求较高，
止水桩紧靠既有建筑施工，需要采用对环境影响较

小的设备和工艺。 ＤＭＰ 工法通过以下 ４ 个方面实

现施工微扰动［８］：①配置了 ４ 根三通道异形钻杆，１
个通道对应喷气口，剩余 ２ 个通道分别对应钻头上

下部的喷浆口，下部喷浆口喷射的浆液降低了钻头

底部的土体强度，可以有效减小搅拌的阻力和对周

边土体的拖带作用；②异形钻杆在旋转过程中形成

圆形孔道，异形钻杆和圆形孔道间形成了浆气压力

释放通道，从而避免了搅拌钻头附近浆气压力因缺

少通道不断累积增大并对周边地层产生较大侧压

力的情况；③钻杆设置差速叶片，差速叶片和钻杆

滑动连接，同刚接的普通叶片在旋转时速度不一

致，都能够防止黏土粘附钻杆和泥球的形成；④搅

拌钻头上配备地内压力监控系统，成桩全过程实时

监测地内压力变化。 通过大量现场成桩试验，发现

地内压力分布如图 ４ 所示，总体上地内压力随着深

度的增加而增加，浅部 １０ｍ 左右范围地内压力小于

静止土压力，超过此深度后逐渐增大，近似呈线性

分布。 根据上述规律，引入地内压力控制系数 ξ［１３］，
通过数字化施工控制系统自动调整加气压力和下

沉速度，确保地内压力控制在合理范围以内。

图 ４　 地内压力测试

Ｆｉｇ． ４　 Ｉｎ⁃ｓｉｔｕ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３ ２　 变水灰比参数自动控制

　 　 常规搅拌桩采用单一水灰比施工，浆液在下沉

或者提升阶段全部喷射完毕，较大的水灰比会降低

桩体强度，单一的喷浆方式增加了置换土量，造成

了资源浪费。 ＤＭＰ 工法下沉和提升阶段采用不同

的水灰比，其中下沉阶段水灰比相对较大，便于钻

进的同时减小施工扰动。 提升阶段采用较低的水

灰比，这样桩体总用水量将显著减小，水泥土强度

得到了保证。 变水灰比由数字化施工控制系统自

动控制，显著提升了控制精度和施工便利性。
本项目 ＤＭＰ 工法施工下沉速度取 ０ ８ｍ ／ ｍｉｎ，

下沉单杆浆液流量 ６８Ｌ ／ ｍｉｎ，提升速度 １ ０ｍ ／ ｍｉｎ，
提升 单 杆 浆 液 流 量 ７９Ｌ ／ ｍｉｎ， 加 气 压 力 ０ ２ ～
０ ４ＭＰａ，下沉水胶比 １ ５，提升水胶比 ０ ８，下沉喷

浆占比 ４０％，提升喷浆占比 ６０％，地内压力控制系

数取 １ ３。 以上参数在施工前输入数字化施工控制

系统，设备据此参数自动成桩。
３ ３　 自动化施工

　 　 ＤＭＰ 工法成桩按照“Ｗ”形成桩曲线施工，数据

实时上传云平台进行展示，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ＤＭＰ 工法施工云平台

Ｆｉｇ． ５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ｌｏｕ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ｆ ＤＭＰ 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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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施工控制系统控制浆液流量同下沉或

者提升速度相匹配，单杆浆液流量、下沉速度同深

度的对应变化情况如图 ６ 所示，可以看出，随着钻进

深度增加，下沉速度受到土层不均等因素影响有所

波动，但总体以设定参数为均值变化。

图 ６　 单杆浆液量同下沉速度曲线

Ｆｉｇ． 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ｒｏｄ ｓｌｕｒｒｙ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地内压力控制情况如图 ７ 所示，可以看出浅部

地内压力距控制线相对较远，１０ｍ 以下地内压力逐

渐靠近控制线，但总体成桩过程地内压力处于可控

状态。

图 ７　 地内压力控制曲线

Ｆｉｇ． ７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ｕｒｖｅ

４　 工程实施效果

４ １　 监测结果

　 　 １４２ 幅 ＤＭＰ 工法施工完成后，西侧捷运建筑累

计沉降情况如图 ８ 所示，累计沉降范围处于 １ ２７ ～
２ １２ｍｍ，变化幅度较小，没有发生结构开裂、日变形

报警等情况，建筑周边散水等构筑物完好，证明施

工对既有捷运结构扰动较小。
４ ２　 强度质量

　 　 养护 ２８ｄ 后，对 ＤＭＰ 工法进行了取芯检测，搅

图 ８　 捷运建筑 ＤＭＰ 工法完工后累计沉降

Ｆｉｇ． ８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拌桩芯样完整度高、均匀连续、胶结度好。 强度检

测结果如图 ９ 所示，试验结果表明不同深度水泥土

２８ｄ 无侧限抗压强度分布在 ０ ８３～１ ０１ＭＰａ，满足设

计要求。

图 ９　 ＤＭＰ 工法取芯检测结果

Ｆｉｇ． 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ｕｎ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ＭＰ ｍｅｔｈｏｄ

４ ３　 同三轴搅拌桩比较

　 　 基坑开挖后照片如图 １０ 所示，图中左侧为基坑

西侧采用 ＳＭＷ 工法施工的区域，其表面渗水较多，
桩体呈现湿润的深色。 右侧为 ＤＭＰ 工法，其成桩均

匀性好，桩体表面没有渗水，桩体颜色较浅，证明桩

体搅拌均匀，在水泥掺量更少的情况下，止水性能

明显优于三轴搅拌桩。
５　 结语

　 　 本文通过在上海浦东机场四期项目中应用

ＤＭＰ 工法，现场实测施工环境影响小，成桩质量显

著提升，具体结论如下。
１）ＤＭＰ 工法通过配置多通道异形钻杆、差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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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ＤＭＰ 工法同 ＳＭＷ 工法开挖后对比

Ｆｉｇ． １０　 Ｒｅａｌ ｓｃｅｎｅ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ＭＰ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ＳＭＷ ｍｅｔｈｏｄ

片、地内压力监控系统，能够实现施工过程对周边

环境的微小扰动，实测临近建筑沉降 １～２ｍｍ。
２）数字化施工控制系统可实现按照输入的设

计参数进行自动化施工，成桩过程记录详细，系统

自动将浆液流量同钻杆下沉及或提升速度相互匹

配，并且施工过程云端实时展示。
３）ＤＭＰ 工法在同一基坑、相同地层条件下，开

挖后表观质量优于三轴搅拌桩，桩体芯样强度高、
均匀性好。

研究成果对于提升搅拌桩施工质量和施工数

字化水平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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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３（４）： ２９９⁃３０６．

［１１］ 　 张振，沈鸿辉，程义，等．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水泥土搅拌桩施

工质量评价［Ｊ］ ． 施工技术，２０２０，４９（１９）：７⁃１１．
ＺＨＡＮＧ Ｚ， ＳＨＥＮ Ｈ Ｈ， ＣＨＥ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ｍｅｎｔ ｄｅｅｐ ｍｉｘｅｄ ｃｏｌｕｍ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Ｊ］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０，４９（１９）：７⁃
１１．

［１２］ 　 万瑜，朱志铎，高波，等． 水泥土搅拌桩智能化施工控制研究

［Ｊ］ ． 施工技术，２０１９，４８（１３）：４３⁃４７．
ＷＡＮ Ｙ， ＺＨＵ Ｚ Ｄ， ＧＡＯ Ｂ，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ｃｅｍ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ｍｉｘｉｎｇ ｐｉｌｅ［Ｊ］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４８（１３）： ４３⁃４７．

［１３］ 　 杜策， 张振， 张力， 等． 微扰动四轴搅拌桩数字化施工应用

研究 ［Ｊ］ ．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２０２３，５０（６）： １０９⁃１１６．
ＤＵ Ｃ， ＺＨＡＮＧ Ｚ， ＺＨＡＮＧ Ｌ， 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ｏｒ⁃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ｆｏｕｒ⁃ａｘｉａｌ ｓｏｉｌ ｍｉｘｉｎｇ ｐｉｌｅ
［Ｊ ］ ． 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３， ５０ （ ６ ）：
１０９⁃１１６．

［１４］ 　 沈水龙，蔡丰锡，顾伟华． 有明黏土中搅拌桩施工时的孔隙水

压力［Ｊ］ ． 岩土力学，２００６，２７（４）：６４８⁃６５２．
ＳＨＥＮ Ｓ Ｌ， ＣＡＩ Ｆ Ｘ， ＧＵ Ｗ Ｈ． Ｅｘｃｅｓｓ ｐｏｒ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ｒｏｕｎｄ
ｄｅｅｐ ｍｉｘｉｎｇ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 ｓｏｆｔ Ａｒｉａｋｅ ｃｌａｙ ［ Ｊ］ ．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０６，２７（４）： ６４８⁃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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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 Ｗ Ｑ． Ｃｌｅａｎ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ｅｎ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ｅ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ｔａｒｇｅｔｓ［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２，４４（１１）：４２⁃４８．

［ ２ ］ 　 荆春宁，高力，马佳鹏，等． “碳达峰、碳中和” 背景下能源发

展趋势与核能定位研判［ Ｊ］ ． 核科学与工程，２０２２，４２（１）：
１⁃９．
ＪＩＮＧ Ｃ Ｎ， ＧＡＯ Ｌ，ＭＡ Ｊ Ｐ，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ｅ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 ［ Ｊ ］ ．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２，４２（１）：１⁃９．

［ ３ ］ 　 ＯＲＨＡＮ Ｍ Ｆ，ＤＩＮＣＥＲ Ｉ，ＲＯＳＥＮ Ｍ Ａ，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Ｊ］ ．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２，１６（８）：
６０５９⁃６０８２．

［ ４ ］ 　 王飞． ＣＡＰ１４００ 核电站示范工程常规岛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技

术［Ｊ］ ． 施工技术，２０１６，４５（Ｓ１）：５６１⁃５６４．
ＷＡＮＧ Ｆ． ＣＡＰ１４００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Ｉ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Ｊ ］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４５（Ｓ１）：５６１⁃５６４．

［ ５ ］ 　 陈晶晶，张加军，孙克彬，等． ＡＰ１０００ 核电站安全壳厂房建造

施工逻辑分析［Ｊ］ ． 施工技术，２０１４，４３（２１）：３６⁃３９．
ＣＨＥＮ Ｊ Ｊ， ＺＨＡＮＧ Ｊ Ｊ， ＳＵＮ Ｋ Ｂ，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ｏｑ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ＡＰ１０００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４３
（２１）：３６⁃３９．

［ ６ ］ 　 何锦，蔡松，刘向荣． ＡＰ１０００ 核岛屏蔽厂房与人员闸门施工

逻辑研究［Ｊ］ ． 施工技术，２０１３，４２（Ｓ２）：３９３⁃３９５．
ＨＥ Ｊ，ＣＡＩ Ｓ，ＬＩＵ Ｘ 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ｓｈｉｅｌｄ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ｇａｔｅ ｉｎ ＡＰ１０００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ｉｓｌａｎｄ ［ Ｊ ］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４２（Ｓ２）：３９３⁃３９５．

［ ７ ］ 　 兰学文，周少丽． ＡＰ１０００ 钢制安全壳施工技术优化分析［ Ｊ］ ．
中国核电，２０１６，９（２）：１５１⁃１５５．
ＬＡＮ Ｘ Ｗ， ＺＨＯＵ Ｓ 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１０００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ｖｅｓｓｅ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６，９（２）：１５１⁃１５５．

［ ８ ］ 　 李子朋． ＡＰ１０００ 安全壳贯穿件安装逻辑和进度优化研究

［Ｊ］ ． 项目管理技术，２０１４，１２（６）：９３⁃９５．

ＬＩ Ｚ 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ｏｐｔｉｍ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Ｐ１０００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１２（６）：９３⁃９５．

［ ９ ］ 　 刘国星，黄永辉，万洋． 桥墩大体积混凝土水化热试验研究及

数值模拟［Ｊ］ ．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２０１８（９）：９４⁃９７．
ＬＩＵ Ｇ Ｘ， ＨＵＡＮＧ Ｙ Ｈ， ＷＡＮ 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ｔ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ｉｄｇｅ ｐｉｅｒ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Ｊ］ ．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ａｎｄ ｃ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２０１８（９）：９４⁃９７．

［１０］ 　 胡立飞，辛景舟，张兰，等． 拱座大体积混凝土水化热及温控

措施［Ｊ］ ． 中国科技论文，２０２３，１８（２）：１５２⁃１５７．
ＨＵ Ｌ Ｆ， ＸＩＮ Ｊ Ｚ， ＺＨＡＮＧ Ｌ， ｅｔ ａｌ． Ｈｅａｔ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ｆｏｒ 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 Ｊ］ ．
Ｃｈｉｎ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ａｐｅｒ，２０２３，１８（２）：１５２⁃１５７．

［１１］ 　 何骏炜，黄政哲，谢旻杲，等． 不同厚度大体积混凝土底板温

度控制分析及施工［Ｊ］ ． 建筑施工，２０２３，４５（１１）：２３５５⁃２３５８．
ＨＥ Ｊ Ｗ， ＨＵＡＮＧ Ｚ Ｚ， ＸＩＥ Ｍ Ｇ， ｅｔ 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ｆｌｏｏｒ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Ｊ］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３，４５（１１）：２３５５⁃２３５８．

［１２］ 　 董事尔，刘杨，侯立群，等． 某核电站 １ 号核岛底板大体积混

凝土养护与测温技术［Ｊ］ ． 施工技术，２０１１，４０（１４）：９８⁃１０１．
ＤＯＮＧ Ｓ Ｅ， ＬＩＵ Ｙ， ＨＯＵ Ｌ Ｑ，ｅｔ ａｌ．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ｃ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Ｎｏ． １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ｉｓｌａｎｄ ｆｌｏｏｒ
ｓｌａｂ ｏｆ 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Ｊ］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
４０（１４）：９８⁃１０１．

［１３］ 　 邓晓阳，赵平，张冰冰． 基于动态设计养护法的核电站大体积

混凝土裂缝控制研究［Ｊ］ ． 施工技术，２０１３，４２（１８）：５４⁃５７．
ＤＥＮＧ Ｘ Ｙ，ＺＨＡＯ Ｐ，ＺＨＡＮＧ Ｂ Ｂ．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ｒａｃ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ｉ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ｕ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 Ｊ］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 ４２ （ １８ ）：
５４⁃５７．

［１４］ 　 ＬＩ Ｌ， ＤＡＢＡＲＥＲＡ Ａ， ＤＡＯ Ｖ．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ｅｒｏ⁃ｓｔｒｅｓ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ｒａｃｋ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ａｔ ｅａｒｌｙ ａｇｅｓ［Ｊ］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２２，５５（７）：
１８１．

［１５］ 　 ＺＨＯＮＧ Ａ Ｃ， ＳＯＦＩ Ｍ， ＬＵＭＡＮＴＡＲＮＡ Ｅ，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ａｇ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Ｊ］ ．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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