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简介 

1. 项目名称：淮安智慧物流港建设工程一期 

2. 业主单位：淮安市清江浦区临港产业管理发展中心 

3. 项目起止时间：2021年 12月 27日至 2022年 05月 10日 

4. 项目地点：淮安市清江浦区黄码镇，南临规划通港路，东临规划   港东路，

北临规划天明路。 

5. 项目规模：总用地面积 94284.00m2，总建筑面积 53331.27m2。地上建筑面积

52391.71m2；地下建筑面积 939.56m2。拟建工程由 2栋水上运转中心、1栋

分拣中心、2栋应急物资储备中心、1栋管理用房及 1栋泵房组成。拟建建

筑物为地上 1~3F，7#泵房为地下 1F；各拟建建筑物的室外地坪标高均为

8.30m。 

6. 项目内容： 

6.1 勘察目的 

勘察目的是通过地质调查和环境调查、钻探、取样、原位测试（标准贯

入试验、静力触探、波速测试）、室内试验等，查明场地工程地质、水文地

质条件，对建筑地基进行岩土工程评价，为施工图设计及施工提供所需岩土

技术参数，提供场地内不良地质、特殊性岩土的处治措施，为建筑物的设计

及基坑开挖、支护提供地质建议。 

6.2 勘察任务 

（1）搜集附有坐标和地形的建筑总平面图、建筑物的性质、规模、荷

载、结构特点，基础形式、埋置深度等资料。 

（2）搜集相邻场地的岩土工程勘察成果资料。 

（3）搜集场地区域地质构造和地震、气象和水文等资料。 

（4）查明场地地形地貌，各岩土层的成因、时代、地层结构和均匀性，

尤其应查明基础下卧层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各岩土层的物理力学性质。 

（5）查明不良地质作用和特殊性岩土的类型、成因、分布范围、发展

趋势和危害程度，提出整治方案的建议。并对场地稳定性与适宜性进行评价。 

（6）查明埋藏的河道、沟浜、墓穴、防空洞、孤石等对工程不利的埋

藏物，并提供地基处理方案。 



（7）查明地下水类型、埋藏条件、补给、迳流及排泄条件，提供与基

坑围护和地下水控制设计及施工相关的各层地下水水位，潜水平均年水位变

化幅度，建议场地抗浮设计水位。 

（8）对地基岩土层的工程特性和地基的稳定性进行分析评价，提供各

岩土层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论证采用天然地基基础型式的可行性、对持力

层选择、基础埋深等提出合理性建议。 

（9）对桩基类型、适宜性、持力层选择进行经济技术比选并提出合理

建议；提供桩的极限侧阻力和极限端阻力等桩基设计参数，估算单桩竖向极

限承载力标准值。 

（10）对成（沉）桩可行性进行分析与评价，并对桩基施工过程中对环

境的影响及施工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意见，评价地下水对桩基设计和施工的

影响。 

（11）预测地基沉降、差异沉降和倾斜等变形特征，提供桩基沉降计算

所需的参数。 

（12）分析基坑施工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影响，提供基坑开挖和降水设计

所需的岩土参数，分析评价场地地下水对基坑开挖、支护的影响，对基坑围

护和降水方案提出建议，并对施工阶段的环境保护和监测工作提出建议。 

（13）评价场地地震效应，并确定建筑场地类别，判别场地液化等级。 

（14）判定水和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15）分析说明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 

6.3勘察工作量布设原则 

本工程地基复杂程度等级为二级（中等复杂），勘探孔数量和位置由项

目负责人根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年版）第 4.1.15～

4.1.16和 4.8.3及 4.9.2条、江苏省《岩土工程勘察规范》（DGJ32/TJ208-2016）

10.2.1和 10.4.2及 10.5.4条、设计方案确定。 

勘探孔布置原则：勘探点基本沿拟建建筑物角点及周边线按网格状布设，

间距在 20～25m，一般性勘探孔深度 15m，控制性勘探孔深度 20～25m。当钻

至预估深度遇软弱层时，勘探孔深度应予以加深。选择代表性钻孔进行波速

测试。 



共布设勘探点 163个，其中控制性勘探孔（取土试样兼标准贯入试验孔）

58个，占比约 35.58%；一般性勘探孔（静力触探孔）105个。 

7. 主要成果：通过本次勘察，提供设计所需岩土参数，并得出以下结论及建议： 

7.1 结论 

1）本项目为详细勘察阶段，采用钻探、原位测试（静力触探、标准贯入、

波速测试）和室内试验及简易地调相结合，基本查明了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水

文地质条件，满足规范及设计要求。 

2）区域内断裂均为隐伏断裂，在第四纪全新世或晚更新世以来没有活动，

属非全新活动断裂，新构造运动缓慢，区域属较稳定区。场地稳定、地基稳定，

拟建建筑可以兴建。 

3）场地地貌分区为徐淮黄泛平原区，地貌单元为泛滥冲积平原。勘探深度

范围内揭露土层为第四纪全新世沉积物、晚更新世沉积物，②21层呈透镜体状

分布，②1、②3和②4层局部缺失，其余土层分布相对稳定、均匀。各拟建建筑

物均为不均匀地基。 

4）定性分析各拟建建筑物倾斜值、沉降差和平均沉降量在规范允许范围内，

具体地基变形值大小应由结构设计人员计算确定，并对拟建建筑在施工及使用期

间应按相关规范要求进行沉降观测，直至沉降相对稳定为止。 

5）场区分布多处暗塘，塘底标高 3.09～5.18m，于 2021年底回填。暗塘的

位置和分布范围详见勘探点位置平面图（HZWG-4）。实际勘探点位置未发现埋藏

的河道、墓穴、防空洞、孤石等对工程不利的埋藏物。 

6）勘探深度范围内的地下水主要为赋存于松散沉积物中的孔隙水，含水介

质主要为①层杂填土、②1层砂质粉土、②4层粉土夹粉质黏土、③1层粉砂夹

粉土，①和②1层具潜水性质，透水性和富水性一般，②4层粉土夹粉质黏土③1

层具承压水性质，透水性和富水性好。勘探时实测潜水初见水位埋深 1.00～

3.60m（平均值 1.84m）、标高 4.16～7.16m（平均值 5.46m），稳定水位埋深 1.10～

3.50m（平均值 1.66m）、标高 4.62～7.36m（平均值 5.69m）。历史和近 3～5年

最高地下水位埋深 0.50m；平均年水位变幅 2.0m左右。实测承压水水位埋深

6.50～6.80m（平均值 6.65m），水位标高 2.20～2.50m（平均值 2.32m），平均年

水位变幅 1.0m左右，该层水对本工程影响不大。场地无对地下水的污染源，无



污染土、有害气体分布。潜水与承压水水力联系弱。 

7）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年版），场地环境类型

为Ⅰ类，据江苏省《岩土工程勘察规范》（DGJ32/TJ208-2016），场地环境类型为

Ⅰc类；场地地下水对混凝土结构具微腐蚀性，潜水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

长期浸水时具微腐蚀性、干湿交替（非长期浸水）时具弱腐蚀性。地下水位以浅

土对混凝土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均具微腐蚀性。 

8）拟建建筑岩土工程勘察等级为乙级，建筑抗震设防类别为标准设防类（简

称丙类），场地抗震设防烈度为 7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10g，设计地

震分组为第三组，场地土类型为软弱土，建筑场地类别为Ⅳ类，按不利因素考虑，

调整后设计特征周期为 0.90s，属建筑抗震不利地段；场地②1层砂质粉土为可

液化土层，液化等级为轻微液化，液化折减系数取 0，②2层淤泥质黏土（淤泥）

可不考虑软土震陷影响。 

9）地基变形和桩基沉降计算所采用各地基土在自重压力至自重压力加附加

压力之和时的压缩模量 Es值，应根据分层压缩曲线（附图表 HZWG-9）进行取值。 

10）场地特殊性岩土主要为软土和杂填土。②2层淤泥质黏土（淤泥）具有

高含水量、大孔隙比、高压缩性、低强度、中～高灵敏性等特征，为软土，属不

良工程地质层，不宜直接作为基础持力层。本工程采用桩基穿越该层，可不再另

做地基处理，但预制桩桩基施工时易发生挤土效应。根据淮安地区经验，②2层

土属正常固结土，但仓储用房存在地面堆载时，桩基设计应考虑桩侧负摩阻力对

桩基承载力的影响。①层杂填土未经处理不宜直接作为天然地基持力层，且会对

基坑工程产生影响，建议彻底挖除暗塘处杂填土，基坑开挖时减小基坑开挖坡度，

采用水泥土搅拌桩进行基坑截水应增加水泥掺量。 

11）7#泵房基坑工程为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地质条

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主要为基坑开挖使侧壁土体产生水平和垂直向变形、基坑

降水使地下水位下降导致周边土层附加有效应力增加，从而可能造成基坑边坡或

支护结构失稳（坍塌）、周边已建道路及地下管线等建建筑物的损坏等，进而容

易导致人员伤亡或者造成重大经济财产损失。 

12）基坑开挖时承压水无冲破上覆隔水层的可能性。 

7.2 建议 



1）建议各拟建建筑物采用桩基，选择②3层及以下地层作为桩端持力层，

桩基类型宜采用预制桩（如预应力管桩），宜采用静压法沉桩。 

2）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建议使用期场地抗浮设计水位埋深

取建成后的室外地坪下 0.50m、施工期场地抗浮设计水位埋深取施工时自然地面

下 0.50m。建议 7#泵房采用抗拔桩，桩基类型宜采用预制桩（如预应力管桩）。 

3）③1层为中密状粉砂夹粉土，属较难穿越土层。预制桩（如预应力管桩）

施工过程中存在截桩和接桩现象，沉桩时应以压桩力或贯入度为主、桩端标高为

辅进行控制，并选择较大吨位或锤重的桩机和桩身强度高的预制桩，确保顺利沉

桩。 

4）7#泵房基坑支护结构的安全等级为三级，采用的支护方案应根据基坑周

边环境条件确定，建议基坑支护采用排桩支护方案，截水可采用水泥土搅拌桩作

止水帷幕。基坑周围地面应采用抹砂浆等地面防护措施，防止雨水渗入，并不得

在影响边坡稳定的范围内行驶重载车辆、堆载或积水，具体坡度等参数应在基坑

稳定计算后确定。基坑支护设计人员应根据基坑周边环境和最终实际挖深对安全

等级进行复核。 

5）建议 7#泵房基坑降水采用管井降水，施工时地下水位应保持在基坑底面

下 0.5～1.5m。 

6）7#泵房基坑施工时应进行基坑工程监测，监测应采用仪器监测与巡视检

查相结合的方法，监测项目应根据基坑围护设计文件和相关规范确定。 

7）建议 7#泵房基坑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专项基坑支护和降水及截

水方案设计，并经审查合格且满足主管部门要求后方可实施。 

8）桩基施工前应进行试桩，单桩竖向抗压极限承载力和单桩竖向抗拔极限

承载力均应以静载试验为准，单桩承载力特征值取单桩极限承载力标准值的一半。

若选择不同的桩基类型、桩长、桩径或边长、桩端持力层，应分别对其进行试桩，

同时试桩数量应满足规范要求。工程桩施工完毕后，应按规范和设计要求进行相

关检测。 

9)5#应急物资储备中心西北角有地下顶管穿越的电力管线，埋深约 5.0m，

设计、施工前应注意收集相关资料，注意其影响。 

10）基坑施工中产生的噪音、扬尘、污水等，会对施工场地周边居民、在校



学生和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产生一定影响，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环境保护措

施，并严格遵守。 

11）基坑（槽）开挖后，请及时通知我公司验槽。 

12）根据设计信息，本工程仓储用房存在地面堆载，鉴于②2层淤泥质土工

程性质差，设计时应进行沉降变形验算，不能满足时应采取地基处理。 

8. 项目技术特点： 

1）本项目为工民建项目，查明场区浅部土层性质为该项目的重难点问题。

项目区浅部分布软土，且软土厚度变化大，工程性质差，前期应在方案中作精细

化勘察布置，实施过程中应请技术领导现场指导。 

    2）勘探孔布置方式调整：在软土分布变化大的地段，适当增加布置勘探孔，

提高软土勘察准确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