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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阳逻长江公路大桥工程地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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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武汉阳逻长江大桥桥址区断层和褶皱发育"襄樊?广济断裂带位置不清’在初勘阶段"
针对不同的桥型方案"运用多种勘探手段进行了同等深度的勘察’勘探结果表明"在勘探深度

范围内"没有发现襄樊?广济断裂从桥址区通过"仅在BC)D@A)E和BC*DC")E处发现两

正断层"其中F* 对三塔斜拉桥桥型方案的中塔影响较大"F! 处于南引桥部位"对大桥的影响

较小’从地质条件方面考虑"阳逻长江大桥选用悬索桥方案比较合适"如果采用斜拉桥方案"
则中塔位置需要向南移’
关键词!地质概况#初步勘察#襄樊?广济断裂带#桥型方案’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H
文章编号!*)))?!ACA$!))*%)#?)AC@?)A
作者简介!刘章捷$*I""?%"男"高级工程师"*ICC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地质专

业"现主要从事公路与桥梁岩土工程勘察&地基处理等方面的生产与研究工作’

!!拟建的武汉阳逻长江公路大桥是京珠&沪蓉国

道主干线武汉绕城公路东北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控

制性工程"它位于武汉市东北郊"距武汉关下游约

A)JE"桥址北岸为武汉市新洲区阳逻镇观音阁"南
岸为武汉市洪山区向家尾’

目前"武汉阳逻长江公路大桥正处于初步设计

阶段"主桥桥型拟定有’双塔悬索桥&三塔悬索桥&三
塔斜拉桥(A种比选方案"该桥的初步工程地质勘察

是在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工程地质勘察的基础上"
针对A种比选方案"采用综合手段进行的’

*!区域地质条件

!’!!地层岩性

勘察区地层主要有人工筑填土$KE&%&第四系全

新统冲积层$K#-&%&下更新统冲积层$K*-&%&第四系

残坡积层$K4L&%&白垩!下第三系东湖群$B!,%!"
及下石炭统和洲组$9*#%’
!’"!地质构造

根据区域地质资料"勘察区的断层主要有两组)
$*%北东!北北东向断裂’包括谌家矶?嘉鱼断裂

$相当于长江断裂%&东湖?鲁湖断裂$相当于鲁湖?

赵李桥断裂%&龙口?流芳断裂等#$!%北西!北西西

向断裂’包括北西向李家集?新集镇断层$其西北端

与青山口断裂相连%&土庙镇?樊口断层#北西西向

有沿俯河?白水湖南岸?后湖南部&经谌家矶跨天

兴洲的断裂"在天兴洲以东"另有一断层"它延伸至

北湖以后与龙口?流芳断层相交’有些资料认为"北
西西向两断层是襄樊?广济断裂的一部分"而实际

上"从俯河向西"它并没有与襄樊?云梦断裂相连"
而是在其南部’由此可见"襄樊?广济断裂在勘察区

并不连续"其具体位置尚待确定’
!’#!新构造运动与地震

勘察区的新构造运动主要表现为缓慢的振荡式

升降和局部掀斜"造成河流变迁"多级阶地形成"新
断裂产生和微震活动’

勘察区第四纪裂隙和断层比较发育"多集中在

阳逻?青山?黄岗这个沿江三角形地带"多发育在

下更新统砂砾石层中"个别错断中更新统王家店组"
影响到更新统青山组沉积’区内孕育地震发生的主

要是北东!北北东向活动性大断裂和少数北西向继

承性活动断裂$如襄樊?广济断裂%"从这些断裂的

活动历史来看"最近一次活动多集中在新第三纪至

晚更新世之间"全新世表现为振荡式升降且活动微

弱’因此"近期内发生强震的可能性不大’桥址区的

地震基本烈度为!度"大桥设计应按"度进行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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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地质条件

在勘察深度范围内"桥址区地下水主要以A种

形式存在#$*%上层滞水’主要赋存于上部素填土及

粘性土中"无统一的自由水面"接受大气降水和地面

排水的垂直下渗补给"水量一般较小&$!%孔隙承压

水’主要赋存于粉’细砂及砾’卵石层中"具较稳定的

承压水头"与长江水力联系密切"水量丰富&$A%基岩

裂隙水’主要赋存于东湖群砂砾岩中"水量贫富不

均"并具有一定的承压性质’
水质分析试验结果表明"桥址区地下水对混凝

土结构无腐蚀性"对钢结构具弱腐蚀性’

!!工程地质初勘

根据公路工程勘察规范"初勘阶段应对各桥位

方案进行工程地质勘察"为此"笔者针对A种不同的

桥型方案进行了同等深度的勘察’勘察方法包括#工
程物探’工程地质钻探’水文地质钻探’标准贯入试

验’重$#%型动力触探测试’抽水试验"室内岩’土’
水试验等’
"’!!工程物探

采用地震反射波法’地震映射波法"查明桥址区

断层分布’地层岩性分层’基岩面起伏情况"为此"沿
大桥中轴线及平行于轴线且距轴线下游A)E布置

了两条测线"并顺江布置了多条小测线"采用炸药震

源"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采用声波测试’钻孔彩电录

像查明孔内岩土的实测波速及岩土层的完整性"共
完成声波测试#C@’AE(C孔"钻孔彩电录像I+E(
A孔’
"’"!工程地质钻探

本桥初勘阶段"共完成AA个工程地质钻孔"总
进尺*#A+’I+E"采取土样@))件’岩样*"*组’水
样#组"标准贯入试验A#@次"重$#%型动力触探

*A#次’
"’#!水文地质钻探与抽水试验

现场抽水试验的目的在于获取场地下部砂土层

及砾卵石层的综合渗透系数及影响半径"从而为南

锚碇区深基坑开挖承压水控制设计提供依据’本次

勘察采用的是完整井定流量抽水模式’两观测井布

置在主井一边"勘探线平行长江’
为满足抽水试验的要求"共完成水文地质钻孔

A个"总进尺**C’)E’现场抽水试验历时!#0"进行

了一个落程的抽水试验’

"’$!室内试验

为满足该桥设计的需要"笔者对所采取的原状

土样进行了常规的物理力学试验’渗透试验’高压固

结试验&砂类土’碎石类土采取扰动样进行筛分试

验"粉细砂进行动三轴试验&岩石岩矿薄片鉴定’单
轴极限抗压试验’劈裂法拉伸试验’三轴抗剪试验&
水的简分析试验’

A!勘察结果

本次勘察由于准备工作充分"选用方法合理"技
术措施正确"取得了比较圆满的效果"查明了桥址区

的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地层岩性’水文地质条件及

地震对大桥的影响等"为本阶段大桥设计提供了科

学的依据’
勘察成果表明#在勘探深度范围内"没有发现襄

樊?广济断裂从桥址区通过"仅在BC)D@A)E’
BC*DC")E处发现两正断层$F*’F!%"其中F* 对三

塔斜拉桥桥型方案的中塔影响较大"F! 处于南引桥

部位"对大桥的影响相应较小’仅从地质方面考虑"
悬索桥方案较为适宜"若采用斜拉桥方案"其中塔需

向南移$往北为主航道%’
依据岩土的年代成因’岩性’物理力学性质及风

化程度的差异"可将桥址区岩土由上至下划分为"
个单元层组$见表*%#$*%单元层填土层’依据其成

因又可分为$*?*%层人工筑填土$KE&%和$*?!%层
长江近期冲积沉积的冲填土$K-&%两个亚层&$!%单

元 层 第 四 系 全 新 统 冲 积 形 成 的 一 般 粘 性 土 层

$K#-&%’依据层内土性’包含物及物理力学性质的差

异又可分为$!?*%层亚粘土’$!?!%层淤泥质亚粘

土及$!?A%层亚粘土夹亚砂土’粉砂A个亚层&$A%
单元层第四系全新统冲积形成的砂土层$K#-&%’依

据土性及物理力学性质的差异又可分为$A?*%层粉

砂’$A?!%层细粉砂及$A?A%层粉细砂A个亚层&
$#%单元层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砂砾层$K#-&DM&%’依
据土性及物理力学性质的差异又可分为$#?*%层含

砾细中砂及$#?!%层圆砾两个亚层&$@%单元层白垩

!下第三系东湖群$B!,%!"’依据岩性及风化程度

的差异又可分为$@?*%层强风化砂’砾岩"$@?!?
*%层弱风化含砾粉砂岩’泥岩"$@?!?!%层弱风化

砾岩"$@?A?*%层微风化含砾粉砂岩’泥岩及$@?
A?!%层微风化砾岩共@个亚层&$"%单元层下石炭

统和洲组$9*#%’灰色’深灰色钙质不等粒岩屑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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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同岩土层参数

N-O&4* G-.-E4/4.<%8L3884.45/.%2J<-5L</.-/-

地层编号 !"#/$E?A%
容许承载力

")"JG-
变形模量

$<"PG-
抗压强度

%-"PG-
抗拉强度

&"PG-
摩阻力

#’"JG-
抗剪强度

$"#Q% ("JG-
渗透系数

)"#2E$<?*%
#*?*% *’CA *A) @’) !@ !! *+ !’)R*)?"

#*?!% *’C@ *)@ "’@ !! !@ *# "’+R*)?"

#!?*% *’CA *@) #’@ #A *@ *" !’)R*)?"

#!?!% *’+C I@ A’@ !) *A C’) @’!R*)?+

#!?A% *’CA *A@ @’@ A" *C *@ I’@R*)?+

#A?*% *’C! *!) *)’) !! !" )
#A?!% *’I) *+) *#’@ #@ A! ) 综合渗透系数为

#A?A% *’I@ !)) *"’@ @@ A# ) *’CCR*)?!2E"<&
##?*% !’)@ A)@ !!’) +) A" ) 影响半径为#++E
##?!% !’!) +@) #@’)#$)% *!@ #@ )
#@?*% !’A" ")) AC’)#$@)% *))
#@?!?*% !’AI **)) *C@’)#$@)% #’#A
#@?!?!% !’"@ !@)) !+@)’)#$@)% *I’#! *’A!
#@?A?*% !’#+ !@)) +@)’)#$@)% *#’+) )’@)
#@?A?!% !’"@ "@)) @"))’)#$@)% A"’C" *’A!
#"?*% !’@" !+)) !+’)
#"?!% !’"+ +))) #!’A

!!#*%表中#A?!%’#A?A%’##?*%’##?!%层土的!值据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场地#A?*%’#A?!%’#A?A%’##?*%层的$

值据省规深基坑工程技术规定中经验公式$* !)" +,*@-确定&其中+值为标准值.##?!%层$值系地区经验值(#A%表中#*?*%层渗透数

)系地区经验值’$)’初始变形模量($@)’@)JG-压力下的变形模量’

岩’钙质粉砂质细砂岩’依据其风化程度的差异又可

分为#"?*%层强风化岩屑砂岩’细砂岩&#"?!%层弱

风化岩屑砂岩’细砂岩!个亚层’

桥址区各岩土层的主要物理力学参数’钻孔桩

桩基设计参数’深基坑开挖边坡支护设计参数及地

下水控制设计参数可按表*建议值采用’

%&’(&%%)(&’’%*+*’(,-+%.-+/-0(*&*1
2-&’+/*2-&’03%4)(5’%&6/7-&

S37T0-5UV34&W-5UX75Y-5
#/0112"’(34’0"536024789:’;"<(3!9160=>2?9’@A0B’"(9&C2#3"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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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03&4/04F!8-7&/35/04<%7/0O.3LU4-MM.%-200-L&3//&4’1%&/04<204E4%8.%M4O.3LU4Z-<O4//4.38%5\
&=U4%&%U32-&2%5L3/3%5<Z4.42%5<3L4.4L’]8/04<-EM&4%8</388O.3LU4Z-<<4&42/4L&/04E3LL&4/%Z4.
E7</O4E%;4L/%/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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