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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产品板式消浪块预制施工技术        
牟玉

摘　要：通过对专利产品板式消浪块的试制，对模板及构件本身的施工优化，使板式消浪块顺利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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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重叠开挖。在每条分条控制线外两边各跨条重叠开挖，

避免换条漏挖。③缩小步长。抓斗挖泥船需考虑前移的

步长，每次前移使步与步之间有重叠，避免纵向漏挖。

自检：①动态监控；②阶段性检测。

复检：一般是对补挖扫浅部分进行复检测量，但若

补挖扫浅面积较大或较分散时，应作全面复检测量。复

检不合格时，再补挖再复检，直至合格为止。

受检：施工过程中，随时接受并配合监理工程师的检查。

4 结论 

综上所述，嘉陵江川境段内河航道挖泥疏浚施工技

术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工作内容，本文所采用的施工方法

对后续航道施工工程有较好的启发作用，可以为后续工

程施工提供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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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项目中消浪构件的种类有很多种，常见的有扭

王字块、栅栏板、四角空心块等，多作为护面使用，用

来保护堤身，防止堤身被波浪掏刷损毁。本文要谈论的

是一种新型专利产品板式消浪块，在福建省诏安县田厝

一级渔港工程中首次进行生产及使用。

1 工程概况及特点
1.1 工程概况

福建省诏安县田厝一级渔港工程位于福建省最南端

的漳州市诏安县梅岭镇田厝村，南面有神童山为屏障，

西面为海边沙滩和防护林带所环抱，东面濒临诏安湾，

与东山岛隔海相望。

本工程由防波堤、码头、护岸等单位工程组成，其中防

波堤分为 A 堤和 B 堤，A 堤总长 1800m，B 堤总长 465m，

防波堤外海侧采用板式消浪块护面，共计 1429 块，板式消

浪块为某设计研究院自主研发的新型专利消浪构件。

1.2 本工程特点及难点

本工程消浪块设计量 1429 件，为素混凝土预制构件，

单件砼方量 3.98m³，抗压强度等级为 C30，专利产品设

计结构复杂，无生产先例，浇筑后拆模困难，板式消浪

块未设计吊点，预制后无法进行倒运。

2 试制阶段
2.1 施工准备

根据板式消浪块尺寸选择施工方式及模板加工，板

式消浪块尺寸如下：

     

     图 1  板式消浪块平面图                图 2  板式消浪块侧立面图

          

图 3  挡浪板 A-A 剖面图        图 4  挡浪板 2 断面图        图 5  挡浪板 1 断面图

板式消浪块外部尺寸为 3m×2.7m×1.3m，如竖向

预制高度 3m，需利用串筒进行混凝土浇筑，并且挡浪

板与下部翼板连接处振捣困难，混凝土质量无法保证，

水平倒立预制在预制结束后倒运及安装困难，并且圆弧

倒角处振捣困难，质量不易控制，故采用制作底模的方

式进行正向水平预制，同时方便运输安装。

2.2 模板安装

模板采用钢模拼接的形式进行加工，底模为整体式

钢模板，其余模板均为独立式钢模通过螺栓进行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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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对模板进行除锈涂模板油，同时将预制场混凝土垫层

清理干净，清理结束后在垫层上进行施工放线，准备工

作结束后进行模板拼装。以消浪块模板示意图及拼装示

意图为参考，将底模 4 吊运至已测量好的施工线内，再

将两片下层外模 2 分别吊运至底模两侧拼装，底部利用

螺栓与底模进行连接，外侧利用木棍进行支顶临时固定，

下层外模 2 临时固定完成后将两片堵头模板 3 吊运至安

装位置，利用螺栓分别与两片下层外模 2 及底模进行连

接固定，最后将两片上层外模 1 吊运至底模上进行安装，

尾端利用螺栓分别与两片下层外模 2 进行连接固定，压

浆钢板 5 准备在施工过程中进行使用，检查其模板安装

尺寸，整体尺寸及细部尺寸测量无误后，模板拼装即完成。

 
图 6  消浪块模板示意图                 图 7  消浪块模板拼装示意图

2.3 试制

模板拼装完成后进行首件板式消浪块试制，根据设

计配合比进行混凝土的拌合，通过搅拌车自卸进行混凝

土浇筑，混凝土下料位置固定在底模挡浪板 1 的平面中

心处，通过混凝土的流动性逐渐向板式消浪块侧板移动。

振捣采用 Φ50 插入式振捣器进行振捣。第一层混凝土

浇筑至挡浪板 2 顶面位置，为防止继续浇筑导致挡浪板

2 顶面混凝土溢出，第二层与第一层施工间隔半小时，

停留半小时时间将消浪块两侧翼板斜坡面及坡脚平面利

用压浆钢板进行覆盖（见图 7 压浆钢板 5），通过螺栓

与相邻钢模进行固定，半小时后进行第二层混凝土浇筑，

一次浇筑至挡浪板 1 顶面，浇筑完成后初凝前取下压浆

钢板，对翼板斜坡面及坡脚平面进行收面。

  

图 8  板式消浪块第一层砼浇筑           图 9  板式消浪块第二层砼浇筑

2.4 拆模

首件板式消浪块施工完成后，在第二日进行外片模

板拆除。松开各模板间紧固螺栓，逐片进行拆除，由于

板式消浪块未设计吊点，外模全部拆除后只能利用龙门

吊将底模及板式消浪块整体吊起。在消浪块四角利用方

砖进行支垫，支垫好后进行底模拆除。底模为一体式底

模，挡浪板 2 内侧为直角边圆弧过渡，经尝试未能顺利

完成底模的拆除，故分析原因如下：

（1）挡浪板 2 内侧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对底模存在

侧向压力，混凝土凝固后将底模卡死；

（2）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对底模存在吸附力。

3 施工优化

3.1 构件优化

由于板式消浪块为首次生产专利产品，尚存个别技

术问题，经与设计（专利方）沟通协调，共同研究，并

经设计（专利方）同意，不改变板式消浪块的外部尺寸

及整体重量，对其进行细部优化，局部尺寸进行微调，

并在挡浪板 1 中设置贯穿吊孔。具体调整如下：

   

      
图 10  板式消浪块平面图      

图 11  挡浪板 2 断面图                             图 12  挡浪板 1 断面图

3.2 底模优化

为保证板式消浪块混凝土浇筑完成后能够顺利拆除

模板，除板式消浪块局部尺寸进行优化外，对底模同样

进行了优化，将原整体底模改为两片拼接底模，通过对

穿拉杆进行拼接固定，并利用合页将挡浪板 2 内侧模板

由固定片改为活动片，通过松紧螺栓进行活动调节，具

体底模优化示意图如下：

图 13   优化后底模立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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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优化后两片底模平面示意图          图 15  优化后拼接底模示意图

经优化，板式消浪块在混凝土预制完成后，先对外

片模板正常进行拆除，然后旋转两片底模挡浪板 2 内侧

活动片的松紧螺栓，使活动片与挡浪板 2 内侧混凝土分

离，再利用钢棒配合龙门吊将板式消浪块吊起，利用方

砖对板式消浪块四角进行支垫，拆除两片底模间连接的

对穿拉杆，再按顺序分别拆除底模 1 和底模 2。经尝试，

拆除过程顺利。目前板式消浪块已正常投产，并且形成

流水作业。

4 结语
通过对专利产品板式消浪块的施工技术研究，有效

地解决了板式消浪块拆模难的问题。板式消浪块能够顺

利地生产，为本项目防波堤的推进提前做好了防护准备

工作，同时为日后其他项目遇到类似的预制构件提供技

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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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堰管涌破坏分析及防治方法研究        
杨之良

摘　要：在吹填造陆工程中，围堰的稳定性至关重要，而渗透破坏是造成围堰失稳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工程实践证明，

如何截断排水通道、延长渗流路径，是解决此类工程问题的关键。本文依托具体工程，对围堰渗流破坏原理及防治方法

在工程中进行了探索，并进行经验总结，对其他相似工程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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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堰，无论是作为围海造陆的圈围设施，还是保滩

护岸的防波堤结构，其作为一种重要的水工建（构）筑

物，在水工工程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其结构稳定、位移

安全历来是参建各方关注的重点，预防措施到位与险情

治理得当，更是此类工程的重中之重。本文结合具体工

程实践，探索围堰管涌破坏原因及防治方法，并进行经

验总结，以利相关工程借鉴。

1 项目背景

某 A 工程位于 X 港口，F1~F4 为新建围堰，堰体高

度约为 4m，堰体顶高程为 +8.0m，后方设计吹填高程

为 +7.5m。围堰结构采用斜坡式，采用素土做为堤心材

料。围堰建设前原地面高程为 +4.0~+4.6m。建设过程为：

首先在原地面铺设一层 400g/m2 土工布，之后进行上部

素土施工，整平并分层碾压。内侧坡面采用复合土工膜

+300mm 袋装土（或素土）压护。内侧复合土工膜端头

须深入表层透水层以下并采用原土回填。

在 A 工程建设过程中，另外一个 B 工程同时建设

E1~E5 围堰，与本工程相接，故圈围形成两大部分，将

作为 A、B 两项工程港池疏浚纳泥区。挖泥采用绞吸式

挖泥船施工，通过管道运输的方式将疏浚的淤泥从开挖

区直接输送到纳泥区。

图 1  工程平面图

根据工程工期安排，B 工程疏浚工作先行开展。疏

浚泥方自开始吹填至标高 +6.0m 时，A、B 纳泥区中间

共用隔堰（E1~F2~E5 段）在未吹填侧出现个别位置渗

水情况，施工单位对个别出水位置采用现场取土进行简

易封堵，期间并未中断纳泥区吹填施工。吹填施工至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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