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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水运工程爆破技术规范》 
(JTS 204—2008)的公告

2008 年 第 2 3 号

现发布《水运工程爆破技术规范》。《水运工程爆破技术规范》为强制性行业标准，编 

号为JTS 204—2008,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水运工程爆破技术规范》(JTJ  286— 
90)和《爆炸法处理水下地基和基础技术规程》(JTJ 258—98)同时废止。

本标准的第3.0.3条、第4.4.1条、第5.1.3条、第5.2.1条、第6.1.3条、第6.1.4 

条、第6.1.7条、第6.2.1条、第6.2.2条、第6.2.6条、第6.2.8条、第6.2.9条、第6.2.10 

条、第6.2.11条、第6.2.12条、第6.2.13、第6.2.15条、第6.2.17条和第6.3.1条中的 

黑体字部分为强制性条文，与原建设部发布的《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水运工程部 

分)》(建标[2002]273号)具有同等效力，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我部组织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等单位编制完成，由我部水运司负责管理和 

解释，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发行。

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二○○八年八月十九日



修 订 说 明

本规范是在《水运工程爆破技术规范》(JTJ 286—90)和《爆炸法处理水下地基和基 

础技术规程》(JTJ258—98)的基础上，经深入调查研究，总结我国近年来水运工程爆破设  

计、施工和质量检验的实践经验，广泛征求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并结合我国水运工程 

爆破技术的现状和发展需要修订而成。主要包括爆破设计、爆破施工、爆破安全和质量检 

查与检验等内容。

本规范的主编单位为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参加单位为连云港港口工程设计研究所、 

贵州省航务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航务管理局、中交广州航道局有限公司、广东省航道  

局、黑龙江省航道局和浙江省高能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水运工程爆破技术规范》(JTJ 286—90)和《爆炸法处理水下地基和基础技术规程》(JTJ 

258—98)自发布实施以来，在保障水运工程质量，保证工程安全，降低建设成本，促进水运工程 

爆破技术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水运工程建设的发展和新材料、新技术、新方法在  

爆破工程中的应用，原规范中的部分内容已不能适应我国水运爆破工程的发展需要。为此，交 

通部水运司组织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等单位对上述规范进行合并修订。

本规范第3.0.3条、第4.4.1条、第5.1.3条、第5.2.1条、第6.1.3条、第6.1.4条、 

第6.1.7条、第6.2.1条、第6.2.2条、第6.2.6条、第6.2.8条、第6.2.9条、第6.2.10条、 

第6.2.11条、第6.2.12条、第6.2.13、第6.2.15条、第6.2.17条和第6.3.1条中的黑体  

字部分为强制性条文，与原建设部发布的《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水运工程部分)》 

(建标[2002]273号)具有同等效力，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共分7章和4个附录，并附条文说明。本规范编写人员分工如下：

1 总 则 ： 黄 超

2 术 语 ： 黄 超 武 可 贵

3基本规定：余俊华覃柳贤

4爆破设计：余俊华沙祖光席正明武可贵 王卫东

5爆破施工：梁毅沈 雁姜长华张校强张正忠

6爆破安全：张校强强杨明远张正忠

7质量检查与检验：梁毅沈雁武可贵

附 录A~D: 余俊华

本规范于2008年3月29日通过部审，于2008年8月19日发布，自2009年1月1日 

起实施。

本规范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司负责管理和解释，请各有关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将发现的 

问题和意见及时函告交通运输部水运司(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11号，交通运输部 

水运司工程技术处，邮政编码：100736)和本规范管理组(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长滨路111 

号，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邮政编码；400011),以便再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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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总    则

1.0.1  为统一水运工程爆破的设计、施工和质量检验技术要求，有效控制工程质量，保证

施工和环境安全，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水运工程中爆破开挖、拆除、清障，爆炸法处理水下地基和基础的设 

计、施工和质量检验。

1.0.3 从事爆破工程施工的单位，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证书和爆破作业许可证；爆破作 

业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的资格证书；爆破工程施工前，必须取得有关部门批准。

1.0.4  水运工程爆破的设计、施工和质量检验除应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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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气泡帷幕

在爆源与被保护设施之间的水底设置气泡发射装置，气泡群自水底向水面运动，从而 

形成一道可以有效减小水中冲击波的“帷幕”,以达到保护水下设施的目的。

2.0.2 爆破排淤填石

在抛石体外缘一定距离和深度的淤泥质地基中埋放群药包，起爆瞬间在淤泥中形成 

空腔，抛石体随即坍塌充填空腔，经多次爆破推进，最终达到置换淤泥的方法。

2.0.3 水下爆破夯实

在水下块石、砾石地基或基础表面布置裸露药包或在表面上方布置悬浮药包，利用爆 

破振动使地基和基础密实的方法。

3    基 本 规 定

3  基 本 规 定

3.0.1  爆破工程施工前应编制爆破设计书或爆破说明书。

3.0.2  预裂爆破、光面爆破、水下拆除爆破、爆破排淤填石、水下爆破夯实、 一次起爆总装  

药量大于或等于0.5t的水下钻孔爆破、大型土石方爆破、重要设施附近及其他环境复杂、

技术要求高的水运工程爆破应编制爆破设计书；其他爆破可编制爆破说明书。 - 
3.0.3  爆破影响范围内有重要设施时应进行爆破试验和监测。

3.0.4  内河陆上爆破和水下爆破的分界线，应根据施工期间工程所在区域的水文资料、

施工条件和周边环境等因素综合确定。

3.0.5  水运工程爆破设计中应制定控制噪声、控制有害气体和飞石、减少粉尘、降低地震 

和冲击波效应等环境保护措施。

3.0.6  水运工程爆破可采取下列保护环境的措施：

(1)限制一次起爆的单段最大用药量；

(2)采用低爆力、低爆速炸药；

(3)采用微差爆破；

(4)采用预裂爆破；

(5)开挖减震沟槽；

(6)采用气泡帷幕；

(7)采取覆盖防护、洒水防护等；

(8)采取定向控制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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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爆 破 设 计

4.1  一 般 规 定

4.1.1  爆破工程设计前应进行现场勘察，并应收集有关资料。

4.1.2     爆破设计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1)设计依据；

(2)工程概况；

(3)工程水文、气象、地质、地形和环境等条件；

(4)爆破方案及施工方法；

(5)爆破器材选定；

(6)爆破参数和药量计算；

(7)起爆网路设计；

(8)安全距离确定及防护措施；

(9)环境影响评价；

(10)施工组织；

(11)施工预算及材料计划；

(12)附图和附表等。

4.1.3 爆破说明书应包括工程概况、施工条件、爆破方案、起爆网路设计、药量计算和安 

全措施等主要内容

4.1.4 施工区域和爆破区域地形图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测

量规范》(JMJ 203) 的有关规定，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图比：施工区域地形图1:1000~1:5000;爆破区域地形图1:100~1:500;

(2)范围：施工区域地形图满足施工总平面布置和安全警戒等要求

；爆破区域地形图 满足炮孔布置和工程量计算等要求。

4.1.5 施工区域的水文、气象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水位、潮汐、流速、流量、流态和波浪等有关资料；

(2)风、雨、雷暴、雾和雪等有关资料；

(3)封冻河流的冰冻期、冰层厚度、解

冻期和流冰期等； (4)多沙河流的泥

沙资料。

4.1.6 爆破区域的地质、地貌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爆破区的岩体结构、产状、岩性和风化程度；

(2)附近岸坡、边坡、危岩和潜在滑坡体等的稳定状态；



5



5

4 爆破设计

(3)石灰岩地区的岩溶和地下水资料；

(4)重点爆破或地质复杂地区的爆破工程地质详图，河床、海床覆盖层厚度、组成、粒 径及分布情况；

(5)砂土地质地区可能产生液化土层的分布范围。

4.1.7 施工区域周边环境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爆破影响范围内居民区、文物保护区和重要建筑物的结构特征及抗震要求等；

(2)距爆源1~3 km范围内的主航道、锚泊区、水产养殖场、游泳场和水上游乐场等 至爆源的距离及

其对环境保护的要求。

4.1.8 爆破工程量计算时，超深、超宽值可按表4.1.8选取，有特殊要求的水下爆破开挖

工程可另行确定。

爆破工程超深、超宽值                       表4.1.8

爆 破 类 别 超深(m) 超宽(m)

陆上爆破 0.2 0

水下裸露爆破 0.5 2.0

沿海 0.5 1.0

水下钻孔爆破
内河 0.4 1.0

4.2 爆 破 方 法

4.2.1  爆破方法应根据工程规模、工况条件、施工水位、施工期限、施工设备和环保、安 全、技术、经济

等综合因素选择。

4.2.2 具有水下钻孔作业条件时，水下钻孔爆破可用于下列情况； (1)要求减少水

下冲击波危害的；

(2)炸区面积大，炸层较厚的；

(3)要求岩石破碎均匀的；

(4)水下基槽或沟槽开挖；

(5)水下建筑物拆除；

(6)对开挖断面形状有较高要求的。

4.2.3 水下裸露爆破可用于下列情况：

(1)受水流、地形和设备等影响，钻孔爆破困难的；

(2)零星礁石、大块石和浅点爆破；

(3)沙卵石浅滩松动爆破；

(4)破冰及冰下爆破；

(5)清除水下障碍物；

(6)盲炮处理。

4.2.4 预裂爆破可用于要求减震和保护围岩的工程。光面爆破可用于爆破面要求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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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挖工程。

4.2.5     水下拆除爆破可用于码头、船坞、船闸和船台等水工建筑物的拆除。

4.2.6 爆破排淤填石可用于抛石置换水下淤泥质地基的工程，置换厚度宜取4～25m, 置 

换厚度小于4m 或大于25m 时，应进行技术经济论证。

4.2.7 水下爆破夯实可用于水下地基或基础为块石或砾石的工程，分层夯实厚度不宜大 

于12m, 起爆药包在水面下的深度大于8m 时，分层夯实厚度可适当增加，但不得超 

过15m。

4.2.8 破冰爆破可用于港区、船坞水域和船闸上下游引航道等的除冰。

4.2.9 冰下爆破可用于有一定冰层厚度的水下炸礁工程。

4.3  爆 破 参 数

4.3.1 爆破参数应根据周边环境条件、地形地貌情况、岩土性质、施工机具和爆破器材性 

能，并结合工程要求计算确定。常用的炸药可按附录 A 选取。

4.3.2 规模较大、技术复杂、安全要求高的爆破工程应通过试爆校核确定爆破参数。

4.3.3 水下钻孔爆破的孔网参数和单孔装药量的计算，应结合施工区水深、岩石类别、开 

挖厚度和钻孔清渣设备等因素综合分析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4.3.3.1 炮孔直径可为75～150mm。钻孔设备在浅水区就位有困难或开挖深度不大

时，孔径可小于75mm。

4.3.3.2 超钻深度可在1.0～2.0m范围内选取。硬岩宜取较大值，软岩宜取较小值。 

每次起爆的首排炮孔宜比其后各排炮孔深0.2m。

4.3.3.3  最小抵抗线应小于炮孔深度。

4.3.3.4 炮孔间距宜大于炮孔排距。

4.3.3.5 爆破孔网参数可参照表4.3.3-1 选取。

水下钻孔爆破常用孔网参数和推荐的清渣设备               表4.3.3-1

炮孔直径(mm) 炮孔间距(m) 炮孔排距(m) 超钻深度(m) 推荐的清渣设备

75~95 1.6~2.0 1.5-1.8 1.0-1.2 1~4m³抓斗挖泥船

95~115 2.2~2.4 1.5~2.0 1.0~1.4 4~8m³抓斗挖泥船

115~150 2.4~3.5 2.0-3.0 1.4~2.0 4~13m³抓斗挖泥船

注：表中所列炮孔间距和炮孔排距，硬岩宜取较小值，软岩宜取较大值。

4.3.3.6     单孔装药量可按下式计算：

Q=q₀abH₀

式中 Q——单孔装药量(kg);

90——水下钻孔爆破单位炸药消耗量(kg/m²),   参照表4.3.3-2选取；

a—— 炮孔间距(m);

b——炮孔排距(m);

(4.3.3)

4.3.3.1
4.3.3.2
4.3.3.3
4.3.3.4
4.3.3.5
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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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₀——设计爆层厚度(m),  即开挖岩层厚度与计算超深值之和。

水下钻孔爆破单位炸药消耗量(kg/m³)                表4.3.3.2

底 质 类 别 水下钻孔爆破

软岩石或风化岩 1.72

中等硬度岩石 2.09

坚硬岩石 2.47

准；①表中单位炸药消耗量为2号岩石硝铵炸药综合单位消耗量的平均值，采用其他炸药应换算，换算系数可按附 录B 

确定；岩石类别与岩石分级可按附录C 确定；

② 水深超过15m 时，单位炸药消耗量可根据水深变化适当调整。

4.3,4 水下钻孔的孔位布置，应符合第4.3.2条的规定，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炮孔按三角形或梅花形错开布置；

(2)钻机位置固定而不能调整炮孔间距时调整炮孔排距；

(3)水下炸礁分带进行时，带与带之间的距离为炮孔间距的0.7～1.2倍；岩体节理、 裂

隙，风化发育取较大值，不发育取较小值。

4.3.5 水下钻孔的同排炮孔底高程应一致，炮孔装药长度宜为孔深的2/3～4/5,软岩宜 取

较小值，硬岩宜取较大值。

4.3.6 水下裸露爆破的药包排列和用药量应根据岩层性质、岩层形态、被炸岩石顶部的 水

深和炸层厚度等确定。炸层厚度小于0.7m时，单药包重量宜为8～12kg,间距与排距宜

为1.0~1.5m。 水下裸露爆破单药包用药量可按下式计算：

Q=△Habq₀

式中  Q——单药包用药量(kg);

AH——炸层厚度(m);

a——药包间距(m);

b——药包排距(m);

 水下裸露爆破单位炸药消耗量(kg/m³),   参照表4.3.6选用。 水
下裸露爆破单位炸药消耗量(kg/m³)

底 质 类 别 水下裸露爆破

软岩石或风化岩 15.17

中等硬度岩石 30.34

坚硬岩石 44.94

注：①表中单位炸药消耗量为2号岩石硝铵炸药综合单位消耗量的平均值，采用其他炸药应换算，换算系数可按附

录B 确定；岩石类别与岩石分级可按附录C 确定；

②水深超过15m时，单位炸药消耗量可根据水深变化适当调整。

4.3.7 陆上钻孔爆破的孔网参数和装药量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4.3.7.1 陆上浅孔爆破的爆破参数确定应满足下列要求；

(1)炮孔孔距为最小抵抗线的1.0~2.0倍；硬岩取较小值，软岩取较大值；

(4.3.6)

表4.3.6

4.3.3.2
4.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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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后排同时起爆时的炮孔排距为孔距的0 .8～1 .0倍；硬岩取较小值，软岩取较 

大 值 ：

(3)单孔装药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Q=(0.4+0.6n²)qW

W=(0.4～1.0)H
式中 Q——单孔装药量(kg);

n——爆破作用指数；

q——陆上钻孔爆破单位炸药消耗量(kg/m³),   参照表4.3.7-1选取；

W—— 最小抵抗线(m);

H——   台阶高度(m)。

陆上钻孔爆破单位炸药消耗量(kg/m³)             表4.3.7-1

软岩石 中等硬度岩石 坚硬岩石岩石类别与岩石分级

饷孔
5~7 8~9 10-13

首排炮孔 0.40-0.41 0.43-0.55

后排炮孔 0.48~0.52 0.52-0.66 0.66-0.84

微差爆破各炮孔 0.21~0.47 0.39~0.5 0.44-0.58

注：表中单位炸药消耗量为2号岩石硝铵炸药综合单位消耗量的平均值，采用其他炸药应换算，换算系数可按附录 

B    确定；岩石类别与岩石分级可按附录C     确定。

4.3.7.2    陆上深孔爆破的爆破参数确定应满足下列要求：

(1)首排炮孔孔距为最小抵抗线的0 . 7～1 . 0倍；首排后的各排炮孔为最小抵抗线 

的1.0～1.3倍；硬岩取较小值，软岩取较大值；

(2)前后排同时起爆时，炮孔排距为孔距的0 .6～0 .9倍；前后排微差起爆时，炮孔 

排距为孔距的0.8 ～1.0倍；硬岩取较小值，软岩取较大值；

(3)台阶爆破的底盘抵抗线根据岩石性质、台阶高度和炮孔直径等参照表4.3.7-2确 

定，并满足下式要求：

W₁≤Hctgβ+B                                                             (4.3.7-3)

式中 W;——底盘抵抗线(m);

H—— 台阶高度(m);

β——台阶坡面角，取60°~75°;

B——首排钻孔孔口中心至坡顶线的距离(m),  不小于2m。

(4)单孔装药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Q₁=qWaH                                        (4.3.74)
Q₂=gabH                                         (4.3.7-5)

式中 Q₁——首排炮孔的单孔装药量(kg);

q——  陆上钻孔爆破单位炸药消耗量(kg/m³),     参照表4.3.7-1选取；

W₂—— 底盘抵抗线(m);

9

(4.3.7-1)

(4.3.7-2)

4.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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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炮孔间距(m);

H——   台阶高度(m);

Q₂——  首排后的炮孔单孔装药量(kg);

b——  炮孔排距(m)。

陆上台阶焊破底盘抵抗线

爆破类别及条件 岩石类别及对应分级

软岩石 中等硬度岩石 坚硬岩石
爆破类别

孔径

(mm)

台阶高度

(m)
5-7级 8-9级 10~13级

0.90~1.00 0.90~1.00

1.15~1.25 1.15-1.2038

1.25

族孔爆破

50

4

2.55~2.70

2.35~2.45
75

10 2.80~2.95 2.45~2.55

5 3.20-3.40 3.10~3.25

6 3.20~3.40 2.95~3.20

8 3.65~3.85 3.40~3.60
100

10 3.75-3.90 3.50-3.70

6 5.10-5.45 4.80~5.10

5.45~5.75 5.10-5.40

深孔爆破

150

10 5.60~5.85 5.25~5.55

注：表中所列的岩石类别及岩石分级可按附录C确定。

(5)炮孔超钻深度根据岩层性质按下式确定：

(4.3.7-6)

h         =μW₁

式中 h——超钻深度(m);

μ—— 超钻系数，软岩石取0. 1～0. 15,中等硬度岩石取0. 15～0.25,坚硬岩石取 

0 . 25~0 . 35,底部处为破碎层时超钻系数取0;

W₁——底盘抵抗线(m)。

4.3.8   陆上预裂爆破的爆破参数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4.3.8.1    钻孔直径应根据预裂孔的深度、爆破岩体的性质确定，宜取40～100mm。软 

岩和浅孔取小值，硬岩和深孔取大值。

4.3.8.2炮孔间距可取孔径的8～12倍，硬岩宜取小值，软岩宜取大值。

表4.3.7-2

4.3.8.1
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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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3   预裂孔深度应大于主爆孔深度，并不宜大于15m; 边坡较高且预裂孔深度大

于 1 5m 时，宜分层钻爆，分层处可留0.3～0.5m宽的边坡平台。

4.3.8.4   预裂爆破的线装药密度应通过实地试爆确定，试爆地段地质条件应具有代表 

性，每排应至少有5个预裂孔。试爆时线装药密度初值可按下式计算：

                    (4.3.8)

式 中 q'—— 线装药密度 (kg/m);

Gm——岩石极限抗压强度(MPa);

a—— 炮孔间距(m);

d—— 炮孔直径(m)。

4.3.8.5  预裂孔装药的径向不耦合系数宜为2～3。

4.3.8.6 装药段可分为底部加强段、中部正常段和顶部减弱段等3段。加强段宜为装

药段全长的0.2倍；正常段宜为装药段全长的0.5倍；减弱段宜为装药段全长的0.3倍。 

4.3.8.7预裂孔超前主爆孔的起爆时间，软岩不应短于150ms,硬岩不应短于75ms。

4.3.9    边坡预裂爆破后，预裂缝宽度宜为10～20mm;  预裂面应平顺整齐，坡面局部凹凸 

差不宜大于150mm; 在完整边坡上应留有半个炮孔痕迹，其长度不宜小于钻孔深度的  

70%,且炮孔周围岩石无明显碎裂。

4.3.10  采用预裂爆破减震时，预裂孔应深于主炮孔0.10～0.15m, 预裂缝两端应延长

1~2m。

4.3.11  陆上光面爆破的孔网参数和装药量的确定应满足下列要求： 

(1)炮孔直径，浅孔取38～50mm,  深孔取75～150mm;

(2)炮孔间距取孔径的9~15倍，硬岩取较小值，软岩取较大值； 

(3)最小抵抗线取炮孔间距的1.0~1. 15倍；

(4)超钻深度取孔径的2～6倍，硬岩取较大值，软岩取较小值；

   (5)梯段高度，浅孔不超过5m, 深孔不超过15m;

(6)线装药密度按下式计算：

q'=qaW                                                             (4.3.11)

式中    q',—— 光面爆破线装药密度(kg/m);

9 — 光面爆破计算单位用药量(kg/m²),    露天开挖时取0.14~0.26kg/m³;

a——炮孔间距(m);

W——最小抵抗线(m)。

4.3.12    光面爆破可采用预留光爆层或分段延时一次起爆法，采用分段延时起爆时光
爆

孔宜延迟100～200ms 起爆。

4.3.13  爆破排淤填石的装药量和布药线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4.3.13.1    药量计算应满足下

列要求： (1)线药量按下列

公式计算：

q't=q₀LmH                                                     
(4.3.13-1)

11

4.3.8.3
4.3.8.4
4.3.8.5
4.3.8.6
4.3.8.7
4.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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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3-2)

式中 q——  线布药量(kg/m),   即单位布药长度上分布的药量，炸药为2号岩石硝铵炸 药，采

用其他炸药时按附录B 确定；

——炸药单耗(kg/m³),    即爆除单位体积淤泥所需的药量，按表4.3.13-1 选取； Lg——
爆破排淤填石一次推进的水平距离(m),   按表4.3.13-2选取；

H——   计入覆盖水深的折算淤泥厚度(m);

H。——置换淤泥厚度(m),  含淤泥包隆起高度；

y.—— 水重度(kN/m³);

γs—— 淤泥重度(kN/m³);

H.—— 覆盖水深(m),    即泥面以上的水深。

炸药单耗值(kg/m³)

H/H_ (m/m) ≤1.0 >1.0

9a 0.3-0.4 0.4~0.5

住：①表中 H, 为泥面以上的填石厚度(m);

②必要时通过超高填石加大H。

爆破排淤填石一次推进的水平距离

H(m) 4-10 10~15 15~25

L(m) 5~6 6~7 4-5

(2)一次爆破排淤填石药量按下式计算

Q=q'₁L                                                      (4.3.13-3)

式中 Q———次爆破排淤填石药量(kg);

— 线布药量(kg/m),   即单位布药长度上分布的药量，炸药为2号岩石硝铵炸

药，采用其他炸药时可按附录B 确定； 

L₂         爆破排淤填石的一次布药线长度(m)。

(3)单孔药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Q₁—— 单孔药量(kg);

Q———次爆破排淤填石药量(kg);

m———次布药孔数；

L—— 爆破排淤填石的一次布药线长度(m); 
a——药包间距(m)。

(4.3.13-4)

(4.3.13-5)

4.3.13.2       布药线平面位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布药线平行于抛石前缘，位于前缘外1~2m;
表4.3.13-1

表4.3.13-2

4.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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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堤端推进爆破，布药线长度根据堤身断面稳定验算确定；堤侧拓宽爆破，布药线 

长度根据安全距离控制的一次最大起爆药量和施工能力确定。

4.3.13.3       药包在泥面以下的埋入深度可按表4.3.13-3选取。

药包埋入深度

覆盖水深(m) <2 2-4 >4

埋入深度(m) 0.50H。 0.45H. 0.55H

注：表中药包埋人深度取值，泥面上水深小于或等于4m时，不计入水深的折算淤泥厚度，仅以置换的淤泥厚度为 

准；泥面上水深大于4m时，以折算的置换淤泥厚度为准。

4.3.14  水下爆破夯实的药量和药包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4.3.14.1  单药包药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4.3.14-1)

(4.3.14-2)

式中  Q——单药包药量(kg);

90——爆破夯实单耗(kg/m²),    指爆破压实单位体积石体所需的药量，可取4.0~ 

5.5kg/m³,   较松散石体取大值，较密实石体取小值；

a—— 药包间距(m);

b—— 药包排距(m);

H—— 爆破夯实前石层平均厚度(m);

η — — 夯实率(%),取10%～15%;

n——爆破夯实遍数，取2~4;

AH——爆破夯实后石层顶面平均沉降量(m)。

4.3.14.2      药包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药包平面取正方形网格布置。间、排距取2~5m, 压密层厚度大时取大值，反之

取小值。分遍爆破时，各遍间药包采用插档布置；

(2)起爆时药包中心至水面的垂直距离满足下式要求：

h₁≥2.32Q                                     
(4.3.14-3)

式中  h₁—— 药包中心至水面的垂直距离(m);

Q—— 单药包药量(kg)。

(3)起爆时药包悬高满足下式要求：

h₂≤(0.35~～0.50)Q²                                 
(4.3.14-4)

式中 h₂—— 药包悬高(m),   即爆破夯实药包中心在石面以上的垂直距离；

Q——单药包药量(kg)。

(4)爆后石面平整度要求不高或石层下卧层为非岩石地基的工程，药包

直接布放在 石层顶面；

(5)在平面上分区段爆破夯实时，相邻区段搭接一排药包布药。

表4.3.13-3

4.3.13.3
4.3.14.1
4.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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