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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双液注浆法是在止水帷幕的渗漏处钻孔, 找到基坑止水帷幕的渗漏通道, 把一定浓度的

水玻璃溶液及水泥浆溶液的混合液注入渗漏通道中, 水玻璃与水泥浆的混合液快速凝结、迅速封

住渗漏通道, 起到隔水的作用。其施工步骤为成孔y找渗漏通道y双液注浆y巩固。文章还列举

了天津地区采用双液注浆法处理基坑渗漏的两则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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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坑渗漏及其危害

基坑渗漏是基坑止水帷幕施工中常见的一种施

工缺陷,基坑止水帷幕无论采用深层搅拌桩, 还是采

用高压旋喷桩, 均存在此类问题,故有/十坑九漏0之

说。天津沿海软土地区因地下水丰富、水位较高、地

下管线及人防工程密布, 基坑渗漏的情况更为多见。

基坑渗漏直接影响基坑安全, 影响基坑周边建筑物、

构筑物道路、地下管线的安全,增加施工费用。

2  基坑渗漏的处理方法

基坑渗漏的处理方法很多, 常用方法有内堵法

与外堵法。内堵法是在基坑支护结构的内侧封堵渗

漏通道,直接用防渗材料封堵渗漏点,这是一种被动

的处理方法,优点为施工方便、快捷, 但应用范围有

局限性,在渗漏通道直径和水压较小、渗漏量有限的

情况下有效;外堵法是在基坑止水帷幕的内外侧钻

孔,注入水泥浆及水玻璃溶液,封堵渗漏通道, 此法

为一种主动的处理方法, 优点是施工使用范围广,几

乎所有的渗漏均可用此法,但是施工难度比较大。

选用堵漏方法的前提为正确分析渗漏水的来

源、渗漏通道的位置及分布情况。

( 1)确定水源。渗漏点的水的来源可能有地表

水、管道水(污水管中水、自来水、人防工程中水)、地

下水 。这主要根据渗漏水的温度、颜色、味道、含有

物,渗漏量的大小在时间上有无规律性来判断,也可

通过做连通试验的方法进一步确认(表 1)。渗漏点

的水往往是多来源形成的混合水。

( 2)渗漏水源的处理。渗漏水如为地表水,应设

法改变地表水路径,使其不向基坑流动; 渗漏水若含

有地下管网的污水、人防中水、自来水, 应联系有关

部门修好有关管道,或采取直接封堵的办法, 不让水

渗入基坑。处理好渗漏水水源, 可以减少基坑渗漏

量,减小渗漏压力,为堵漏通道创造有利条件。

表 1  渗漏水源分析表

T able 1  Analysis o f seepage sour ce o f water

水源 地表水 污水管道水 人防工程中水 自来水 地下水

渗水的温度与气温的关系 接近 反差大 反差大 反差大 反差大

渗水的颜色 接近 黄色 黄色 无色 无色

渗水的味道 接近 有臭味 有腐味 无 无

渗水中含有物 树叶等 油脂、洗涤泡沫 腐殖质 无 无

与居民用水有无对应关系 无 成正比例关系 无 无 无



  ( 3) 查找渗漏通道。渗水通道的路径复杂多

变,不同的渗水水源有不同的渗水路径。查找时通

常在基坑渗漏点止水帷幕的外侧钻孔, 同时观察渗

漏水量大小、颜色变化、钻孔返水情况, 以便找到渗

漏通道。

3  双液注浆法的应用

3. 1  双液注浆法的原理

双液注浆是采用水泥浆溶液及水玻璃溶液混合

后生成水泥胶, 利用水泥胶凝结速度快、强度提高快

的特点封堵渗漏通道,达到堵漏目的。

水泥- 水玻璃浆液亦称 CS 浆液, C( Cement )代

表水泥, S( Silicate)代表水玻璃,两者按一定的比例

以双液方式注入。水玻璃不是单一的化合物, 而是

氧化钠( Na2O)与无水二氧化硅( SiO 2 )以各种比率

结合的化合物, 其分子式为 Na2O # nSiO2 , 注浆用

水玻璃对模数和浓度有一定的要求, 水玻璃模数的

大小对注浆影响很大, 模数小时, w ( SiO 2 )低, 凝结

时间长,结石体强度低;模数大时, w ( SiO 2 )高,凝结

时间短,结石体强度高; 模数太大太小对注浆都不

利,注浆时一般要求水玻璃的模数 2. 4~ 3. 4, 浓度

22~ 40bBec'较为合适。

水泥的水解产物 Ca( OH ) 2 与水玻璃相遇迅速

结合成一种水泥胶状体, 其反应机理:

N a2O # nSiO 2 + Ca ( OH ) 2 + mH 2O y CaO #

nSiO2 #mH2O+ 2NaOH

水玻璃能显著加快水泥浆的凝结时间, CS 浆液

的凝结时间可在几秒钟到几十秒内准确控制, 其规律

是:在一定范围内,水玻璃浓度越小,凝结时间越短,

两者呈直线关系; 水泥浆越浓、水泥与水玻璃之间反

应越快,凝结时间越短。S︰ C的比例越小、浆液的

温度越高,浆液的凝结时间就越短; 反之则长。在同

一条件下,水泥中含硅酸钙越多,胶凝时间就越短,因

而普通硅酸盐水泥比矿渣硅酸盐水泥及火山灰水泥

凝结快。不同因素对凝胶时间的影响见图 1。

图 1 不同因素对凝胶时间的影响图解

F ig . 1  Factor s influencing the w ater g lass congealment t ime

  水泥浆与水玻璃的体积比对抗压强度影响较
大,当水泥浆与水玻璃的体积比在 1B 0. 4~ 1 B 0. 6

时,抗压强度最高;实际上,浓水泥浆需要浓水玻璃,

稀水泥浆需要稀水玻璃。水泥浆与水玻璃的体积比

为 1B0. 5~ 1B0. 8。

CS 浆液的凝固后的结石率高, 可达 98% ~

100%。结石的抗压强度较高。表 2说明,水泥浆的

浓度是决定强度大小的关键因素。龄期虽有影响,

但 14天后变化已不明显。

水玻璃对强度的影响呈现一个峰值, 超过此峰

值后结石强度 S 值降低(图 2)。

综合考虑胶凝时间、抗压强度、施工及造价等因

素,注浆时, 水泥浆- 水玻璃浆液适宜配方为:水泥

为 32. 5或 42. 5 级普通硅酸盐水泥, 水泥浆的水灰

比为 0. 8B1~ 1B 1, 水泥浆与水玻璃的体积比为 1

B0. 5~ 1B 0. 8,水玻璃的模数在 2. 4~ 3. 4, 浓度为

22~ 40bBe. 。

表 2 CS 浆液的结石强度

Table 2  Strength o f the CS cement

S 浓度
(bBe. )

S与 C
体积比

C浓度
(水灰比)

抗压强度( 9. 8@ 104 Pa)

7天 14天 28天

40 1B 1

0. 5B 1 204 244 248

0. 75B 1 116 177 185

1B 1 44 106 113

35 1B 1

0. 5B 1 174 200 202

0. 75B 1 144 142 148

1B 1 73 85 104

3. 2  双液注浆法施工
双液注浆法的施工步骤分为封堵阶段及巩固填

充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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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SB C对结石强度的影响

Fig. 4 Influence o f SB C on the cemented strength

3. 2. 1  渗漏通道的封堵阶段

渗漏通道封堵阶段的关键是在确保 CS 浆液的

结石强度的前提下, 确定双液的凝固时间 T 1 与双

液的输送时间 T 2。若 T 1 < T 2 , 容易造成输浆管堵

塞,封堵渗漏通道就不会成功, 若 T 1 比 T 2 大很多,

双液到达渗漏通道后还不凝固, 双液就会从渗漏通

道中流出,达不到封堵渗漏通道的目的, 只有 T 1 略

大于 T 2 ,即 T 1 \T 2 ,双液的凝固时间与被输送到渗

漏通道的时间才匹配,双液到达渗漏通道后即凝固,

才能达到封堵渗漏通道的目的。

只要确定了 T 1 与 T 2 的关系,才能更有效的工

作。通过大量的堵漏实践统计表明, T 1 与 T 2 分别

与水玻璃的掺和比例及注浆泵压有对应关系。

( 1)双液的凝固时间 T 1 与水玻璃的掺和比例

的关系。T 1 由水泥浆与水玻璃的掺和比例确定,水

泥为 32. 5的普通硅酸盐水泥, 水灰比为 0. 5~ 0. 6,

硅酸钠溶液的浓度为 40%, 在水泥浆的水灰比确定

之后, T 1 与水玻璃的掺和比例成反比, 即水玻璃的

掺和比例越小, T 1 越小。

( 2) T 2 与注浆泵压的关系。在 T 1 确定的情况

下, T 2 与注浆泵压基本成反比例关系, 即注浆泵压

越大, T 2 越小。注浆泵设备的种类较多, 每一种设

备的参数不同, 一般情况下, 注浆泵压在 0. 5 MPa

时,双液的输送时间为 1 m/ s。一般情况下, T 2 恒

定,根据 T 2 确定 T 1 ,最终通过现场试验调试使 T 1

略大于 T 2。

3. 2. 2  巩固填充阶段
巩固填充阶段所用浆液为单液,即水泥浆。巩固

填充阶段为在渗漏通道被双液封堵后,对渗漏通道中

的双液进行加固作用,防止渗漏通道外侧的土层变形

后,渗漏通道中的双液产生裂缝,造成新的渗漏。

基坑渗漏时,渗漏水若是清水,可不需要巩固填

充阶段; 渗漏水若是浑水, 且渗漏水含砂土,巩固填

充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因基坑渗漏, 渗漏通道处附近

土层中的某些物质随渗漏水到达基坑中,造成帷幕

外土层中的某些物质流失,甚至形成空洞,渗漏量越

大,渗漏的时间越长, 渗漏水中的含有物越多, 形成

的空洞越大,需要填充空洞所需要的水泥量越大,巩

固填充阶段的注浆量越大。

4  双液注浆法的应用案例

4. 1  案例 1

4. 1. 1  基坑概况

天津市某基坑面积为 40 m @ 70 m, 基坑深 8. 7

m,局部深 11. 3 m;支护体系为:钢筋砼钻孔灌注桩

做支护,灌注桩桩径 800 mm, 桩长 15. 6 m ,单排深

层搅拌桩做止水帷幕, 搅拌桩的桩径 700 mm ,桩长

15. 6 m , 桩间距 1. 0 m , 桩与桩之间的咬合为 200

mm,钢结构做斜撑和对撑。

基坑西临马路, 马路靠基坑一侧的地下 1 m 埋

有直径为 0. 5 m 的污水管道,污水来自周围的居民

楼,此管道年久失修, 在基坑所在段已经不通, 污水

管道中的污水通过污水井返到马路上, 常年在马路

上形成明流,流到下一个污水井中, 故造成此段地下

土层含水极为丰富, 为此段的基坑止水埋下隐患。

在马路便道上基坑中间的位置有 1台 10 kV 变

压器, 由于变压器与基坑的距离满足不了深层搅拌

桩的施工, 此段改为高压旋喷桩做止水帷幕, 高压旋

喷桩桩径为 600 mm, 最靠基坑的一排支护桩之间

施工 2 根高压旋喷桩, 桩与桩之间的咬合为 300

mm,其外为两密排,桩间距为 350 mm,桩长为 15. 6

m,桩与桩之间的咬合为 250 mm。

4. 1. 2  基坑渗漏情况

开槽后,发现变压器处的止水帷幕局部漏水,水

从两根支护桩之间漏出,漏点开始离槽底 1. 5 m处,

用/水不漏0防水剂采取内堵法封堵漏点,随着/水不

漏0的封堵,漏点逐渐下移,最后漏点移至槽底标高以

下,形成水从槽底向上冒,漏量逐渐增大, 泥砂含量增

大,泥砂成分为槽底标高之上的杂填土层、海相层、陆

相层之物,漏水有臭味。经对污水井和渗漏点做连通

试验证实两者有水力联系,说明渗漏水来自于污水管

道。渗漏水量与居民用水时段相一致:用水高峰时的

渗漏量增大,其他时段的渗漏量明显减少。

4. 1. 3  封堵污水管道,切断污水源

由于污水管道基坑所在段已经不通, 所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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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硬水泥封堵污水管道堵塞段来水方向的一个可用

污水井的下口, 同时在此井安装污水泵,把污水抽到

管道堵塞段下方的污水井中, 使污水不再向基坑中

渗漏。封堵后, 发现槽底渗水中的污水特征消失,说

明污水已经不再渗漏到槽中, 成功地切断了污水源,

渗漏量及渗漏水压明显降低, 为进一步的封堵漏点

创造了有利条件。

4. 1. 4  双液注浆法的施工过程

7月 18日~ 21日,发现基坑西侧有渗漏点后,

用/水不漏0防水剂内堵处理, 没有堵住渗漏点。21

日,切断了污水源,发现渗漏点处渗漏量减小,决定

用外侧双液注浆法进行渗漏封堵。

7月 22日,钻机、注浆设备及注浆材料(水泥及

水玻璃)进场。14B 00,在基坑止水帷幕外侧正对渗

漏点处钻 1号孔, 孔深 12 m, 成孔后将 1英寸塑料

管下至孔底,塑料管上口接通水泥单液泵进行单液

注浆,寻找渗漏路径,浆液从孔口返出, 而渗漏点处

没发现水泥浆液,说明此钻未找到渗漏路径。钻机

从1号孔位向南平移 0. 5 m 施工 2号孔。17︰ 00,

2号孔成孔, 孔深 12 m, 下 1英寸的塑料管至孔底,

先进行水泥单液注浆, 寻找渗漏路径, 注浆后,浆液

从坑底渗漏点冒出, 说明找到渗漏路径;然后进行双

液注浆,基坑底部渗漏点被堵住。封堵参数为:注浆

泵压 1. 0 M Pa,水泥注浆用量约为 1. 2 t , 此孔注浆

结束。

7月 23日 12 B 00, 原渗漏点又出现漏水, 自 2

号孔位平移 0. 1 m 处施工 3号孔,在 3号孔钻至 10

m 时,钻孔返浆物有双液注浆液的凝固物, 且钻孔困

难,说明钻孔已到达 2 号孔双液注浆液上返物的顶

部,停止钻孔, 下 1英寸的塑料管至孔底, 先进行单

液注浆,寻找渗漏路径, 坑底渗漏点处发现水泥浆

液,说明找到渗漏路径。且渗漏点在 10 m 处,亦说

明止水帷幕的渗漏点不是一个点, 而是一条缝,是止

水帷幕两根高压旋喷桩之间没咬合好而造成漏水。

然后进行双液注浆, 基坑底部渗漏点被堵住, 采用的

封堵参数为:注浆泵压达 0. 8 M Pa,水泥注浆用量约

1. 0 t ,此孔注浆结束。

7月 24日 10B 00,原渗漏点出现较严重漏水,

说明渗漏缝的上部又形成渗漏通道, 在距 3 号孔

0. 1 m处施工 4号孔,在 4号孔钻到 8 m 处时,钻孔

返浆物有双液注浆液的凝固物,且钻孔困难, 说明钻

孔至 3号孔双液注浆液上返物的顶部,停止钻孔,下

1英寸的塑料管至孔底,进行单液注浆, 寻找渗漏路

径,坑底渗漏点处发现水泥浆液, 说明找到渗漏路

径。然后进行双液注浆,基坑底部渗漏点被堵住,采

用的封堵参数为:注浆泵压达 0. 6 M Pa,水泥注浆用

量约 2. 0 t ,此孔注浆结束。下午, 在距 4号孔 0. 1 m

处施工 5号孔,钻到 5 m 处时,钻孔返浆物有双液注

浆液的凝固物, 且钻孔困难,说明钻孔至 4号孔双液

注浆液上返物的顶部,停止钻孔,下 1英寸的塑料管

至孔底, 进行单液注浆, 寻找渗漏路径, 坑底渗漏点

处没发现水泥浆液, 继续注单液水泥, 直至孔口冒

浆,并且变压器底部地面开始冒浆, 说明渗漏造成的

止水帷幕外侧的空洞已经被填满, 单液水泥注浆量

约为 16 t。此时渗漏点一直没有漏水。说明此处的

渗漏缝已被全部封堵。

至此, 在变压器处共成注浆孔 4个, 注入水泥量

约 20. 4 t ,观察 48小时后,渗漏点一直没有漏水,双

液注浆止水法基本结束(表 3)。

4. 2  案例 2

4. 2. 1  基坑概况
天津市某基坑面积为 80 m @ 170 m, 基坑深

10. 7 m, 局部深12. 3 m; 支护体系为: 钢筋砼钻孔灌

注桩做支护,灌注桩的桩径 800 mm, 桩长 19 m (局

部桩径 900 mm, 桩长 22 m ,双排深层搅拌桩做止水

帷幕,搅拌桩桩径700 mm ,桩长 16. 5 m,桩间距 1. 0

m,桩与桩之间的咬合为 200 mm,钢筋砼做帽梁、腰

梁、斜撑和对撑。

表 3 双液注浆的参数选择表

Table 3  Parameter selection t able for the b-i slur ry gr outing method

注浆孔号 孔深( m) S浓度(bBe. ) C浓度(水灰比) S 与 C体积比 泵压( MPa) 水泥用量( t ) 终结泵压 ( MPa) T1 ( s)

2 12 40 1B 0. 8 1B 1 0. 5 1. 2 1. 0 25

3 10 40 1B 0. 7 1B 1 0. 5 1. 0 0. 8 20

4 8 40 1B 0. 6 1B 1 0. 4 2. 0 0. 6 16

5 5 1B 0. 6 0. 2 16 0. 4

注:水泥为 32. 5的普通硅酸盐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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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2  基坑渗漏情况

基坑北部原为旧楼的碎石屑基础, 碎石屑厚 4

~ 6 m,东西延伸至止水帷幕外侧,东侧碎石屑已用

素土进行了换填, 西侧由于挖导槽时没发现其下的

碎石屑,故未进行换填,造成此段深层搅拌桩成桩不

好,达不到止水效果,形成基坑渗漏隐患。

基坑北部地面下 8~ 14 m 为流沙层,特别是西

侧造成支护桩扩径, 容易使深层搅拌桩咬合不严,构

成止水帷幕渗漏的隐患。

开槽后,发现北部东西两侧的止水帷幕局部漏

水,水是从两根支护桩之间漏出, 漏点在槽底处, 东

侧有 5个漏点, 西侧有 6个漏点。渗漏水水量较大,

为浑水,且含有大量泥沙,东侧渗漏水还含有大量碎

石屑,说明渗漏水有上部碎石屑中的水。渗漏几小

时后,东西两侧止水帷幕的外侧地面均出现塌陷,塌

陷坑直径 2 m,坑深 3 m。

4. 2. 3  双液注浆位置的选择
鉴于止水帷幕的外侧已经形成塌陷, 在止水帷

幕外侧进行双液注浆封堵费时费力,效果不佳。决

定在止水帷幕与支护桩之间钻孔, 进行双液注浆封

堵两支护桩之间的出水口、止水帷幕的进水口,并加

固漏点附近的土体。对内(基坑一侧)双液可顺水流

封堵出水口及对两支护桩之间缝隙中的土体进行加

固;对外(止水帷幕一侧)可逆水流封堵进水通道,还

可对漏点附近的支护桩与止水帷幕之间的土体进行

加固。

施工中采用边双液注浆、边提钻的方法, 当泵压

达到 1. 0 M Pa 时提钻, 出水口被封堵, 两支护桩之

间的土体被加固后, 止水帷幕的进水口可能没被完

全封堵,渗漏水可能从漏点旁边其他支护桩之间的

缝隙中流出,这时,就从别的漏水支护桩之间的缝隙

处钻孔,进行双液注浆封堵,对止水帷幕的进水口进

一步封堵, 直至把漏点附近的支护桩之间的缝隙全

部封堵后, 此时止水帷幕进水口也被完全封堵。其

他漏点的封堵同法处理(表 4)。

同时, 在漏点处止水帷幕的外侧进行钻孔,用水

泥单液进行注浆加固,注浆停泵的标准为水泥冒出

地表。水泥用量共计 200 t。经过双液注浆封堵渗

漏通道,单液充填止水帷幕的外侧空洞, 渗漏点全部

被堵住,且长期稳定,取得了良好的施工效果。

表 4  双液注浆参数选择表

Table 4  Parameter selection t able for the b-i slur ry gr outing method

注浆孔号 孔深( m) S浓度(bBec) C浓度(水灰比) S 与 C体积比 泵压( MPa) 水泥用量( t ) 提钻泵压 ( MPa) T1 ( s)

1 15 40 1B 0. 8 0. 8B 1 0. 4 1. 1 1. 0 20

2 14 40 1B 0. 6 0. 6B 1 0. 6 1. 3 1. 0 16

3 13. 5 40 1B 0. 8 1B 1 0. 5 1. 2 1. 0 20

4 15 40 1B 0. 5 0. 6B 1 0. 6 1. 0 1. 0 18

5 13 40 1B 0. 8 1B 1 0. 4 1. 5 1. 0 20

6 15 40 1B 0. 65 0. 8B 1 0. 5 1. 8 1. 0 19

7 15 40 1B 0. 7 0. 7B 1 0. 5 1. 0 1. 0 19

8 14 40 1B 0. 8 1B 1 0. 4 1. 6 1. 0 20

9 14. 5 40 1B 0. 6 0. 6B 1 0. 7 1. 8 1. 0 15

10 15 40 1B 0. 8 0. 9B 1 0. 5 1. 4 1. 0 19

 注:水泥为 42. 5的普通硅酸盐水泥。

5  结论

双液注浆法在天津地区基坑渗漏处理施工中得

到了广泛应用, 其施工及经济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为

基坑渗漏处理提供了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

采取双液注浆法堵漏时应当注意: ¹ 合理确定

双液的各种技术参数(即水泥浆- 水玻璃浆液适宜

配方) ; º 确定双液的凝固时间( T 1 )与双液的输送

时间( T 2 )之间、T 2 与注浆泵压之间的关系; » 掌握

好巩固填充阶段的注浆压力及注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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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 B-I SLURRY GROUTINGMETHOD TO BLOCKING

WATER SEEPAGE IN THE CONSTRUCTION BASE PIT
LIU Jian-mao, XU Tao, KANG He-yong, BAI Mu

( T ianj in Institute of Geotechnical I nv es tig ation & S ur v ry ing , T ianj in 300191, China)

Abstract:  T he b-i slurry grout ing method is r eferred to drilling ho le at w ater seepage area at the w ater

blo cking curtain to f ind out seepage channel then grout the mix ture o f w ater g lass solut ion and cement

slurry into the channel. T he mix ture consolidates and blocks the channel rapidly and the seeping w ater is

stopped. T he operat ion step is bor ing ho le- finding out seepage channe-l b-i slurry gr out ing-conso lidat ing.

Tw o cases of w ater blocking w ith b-i slurry grout ing fo r const ruct ion base pit in T ianjin area ar e cited in

the paper.

Key Words:  b-i slurry g routing method; w ater seepage in const ruct ion base pit ; congealment t ime

  编者的话:这封来信对本刊 2007 年第三期刊载的一篇稿件中某些专业术语的使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同时也提醒广大

地质工作者要重视专业术语使用要注意准确性和规范化。本刊欢迎读者、作者就一些专业领域的学术问题展开交流或争呜,

以活跃学界的学术气氛、促进地质科学的不断发展。

个旧/花岗岩凹陷带0、/花岗岩凹陷带构造0的提法是概念性错误

吕宝善(云南省有色地质 308 队)

  个旧矿区经过多年的地质勘探,从勘探地表砂矿到勘探层间氧化矿,最后勘探花岗岩接触带的夕卡岩型矿床。这类矿床

既包括产出于花岗岩岩株顶部的矿体,也包括岩株两侧岩枝之间凹部形成的接触带夕卡岩型矿体。矿床的形成原理与 "正接

触带"矿床同属于接触交代矿床类型。其中矿床的富集与否有以下因素: ¹ 凹部里的沉积岩岩石种类(岩性)及有无玄武岩的

存在; º 花岗岩岩枝长短; » 凹部体积大小等等(详细论述见5地质找矿论丛61987 年第 3 期笔者论文/ 云南个旧双竹锡铜多

金属矿床的地质特征与成矿规律0及5地质论评62005 年第 6 期笔者论文/ 论个旧老矿区的新找矿方向0等)。这样的花岗岩

凹部在走向上延长形成带,可称为"凹部带"。但是不宜称之为"凹陷带"或"凹陷带构造"。理由如下:

( 1)凹陷带一词, 为构造学术语,多与"隆起带"相对应。

( 2)花岗岩凹部属于花岗岩的一种岩体形态特征, 不属于(狭义)构造变动的产物。

1959 年,个旧前进钨铜矿在卡房老鹰岩进行坑道掘进时,在花岗岩之间的大理岩中发现铜锡共生矿, 当时认为这些大理

岩是花岗岩中的捕掳体; 1965年, 308队与前进矿进行合作勘探,发现在花岗岩的凹兜部位形成接触带矿床; 1972 年, 308队 4

分队和 5分队在东瓜林地段勘探,提交地质报告; 后来 5 分队从东瓜林继续向北东方向的金竹林、竹叶山方向延伸勘探,查明

花岗岩凹部形成 NE 向的凹部带。1972 年前后, 地质人员以及工人都将其称为"凹兜" ,这比较形象。但在 70 年代 308 队曾

有人将其称为/凹陷带0 ,对于这种提法, 笔者曾提出不同意见。1991 年 10 月, 中国有色总公司在 308队召开重点老矿区第二

轮找矿会时,笔者再次提出这一意见, 得到与会者的同意。

总之,个旧矿区老厂南东的期北山 ) 竹叶山 ) 金竹林延到卡房东边的东瓜林, 形成半环形的花岗岩凹部带 ,还向北西方

向延伸回到老厂西部,成为一个大的环形凹部带。对此 ,不应称为"凹陷带"或"凹陷带构造"。因为这与构造变动形成的/ 凹

陷带"或"凹陷带构造"存在概念上的区别, 随意的称谓会带来地质名词的歧义, 并会引起地质术语使用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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