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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bear创立于上世纪70年代的芬兰。在北欧，冰融循环周期破坏了土的力学性质，造成地面下
陷。上世纪90年代，一名工程师提出了解决地面沉降的革命性方法： 将膨胀性聚合物注入地下进行
调平，解决沉降问题。

多年以来，得益于对研发的大量投资，Geobear已经掌握三项关于膨胀性聚合物土体修复技术。自
1982年以来，公司已在全球范围内为多项工艺申请了技术专利，以确保其工程品质。
最常用的工艺就是地面改善解决方案。该方案通过注入高密度、高膨胀性的树脂聚合物以产生强大
的膨胀力，从而固化地表深处的土，提升地面至水平。这项创新的技术旨在增加土的承受力，从而
稳定建筑。经过一个个成功案例，我们让市场接受并相信这项工艺已完美取代了传统地面修复技
术。Geobear已在膨胀化工聚合物土体修复领域积累了近40年的经验，并熟练掌握这门技术，成为
无干扰地面沉降及地基加固解决方案全球领航者。
很多人会问我们关于膨胀地质聚合物的问题，比如它是否环保？是否适用于各种土质？是否会改变
土的性质或增加其含水量？长年累月是否会发生水土流失？那么今天，我们就带您近距离来看看我
们引以为傲的膨胀地质聚合物，他到底是什么？如果工作？以及是否安全环保？

关于环保

• 膨胀地质聚合物对环境有没有负面影响？
多项研究表明我们的材料不会污染土地（参照背面表格）。这是因为聚合树脂中的多种组分一
经混合，就会形成紧密粘结的分子链。注入的聚合物的数量很少会超过所处理面积的2%-4%（重
量的0.2% -1%）。由于聚合过程非常快速，土工聚合物从注入点扩散的范围非常有限（不超过
2m）。90%的修复处理都在接近表面以下进行（深度为3到4m）。

• 膨胀聚合物会否增加土的含水量？
膨胀聚合物的一项重要特征是不会增加土含水量。其状态会随含水量的变化而变化。有些情况下
加水，土会从固态变为塑胶态，然后又变成液态。因此，聚合物中含水能够确保注入不会造成土
壤塑化。  随着地面干燥，收缩（体积减小）能够影响大部分（含水的）水泥基技术。膨胀聚合
物不是由于干燥而变硬，而是由于聚合作用而变硬。由于其中不含溶剂，硬化过程中不会出现收
缩。

• 膨胀地质聚合物碳排放量如何？
与传统解决方案相比，这项工艺碳排放量非常少。施工均采用耗电量很小的电动钻机进行。另
外，我们的工程完工速度非常快——大概为微型桩的两到十倍。
与混凝土相比，需要运输的产品非常少。油罐车运输的五吨液态聚合物能够在地下膨胀，产生
70m³的聚合树脂。

• 膨胀地质聚合物如何包装及运输？
油罐车都配备不锈钢罐体，材料用独立油罐进行运输，需要时进行混合。因此，我们包装极其简
便，基本不产生任何垃圾。

关于地质聚合物的特性

• 地质膨胀聚合物在现场是如何使用的？
膨胀聚合物会在现场搅拌，最终形成我们的注入材料，这一搅拌过程被称为”聚合反应”。最开
始，膨胀聚合物呈液态，能够轻易穿透最小的裂缝或者裂隙。随后由于化学反应而产生膨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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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受限程度的不同，聚合物的体积增加系数能最高达到30倍。膨胀的聚合物不断压实地面，产生
高达10 兆帕的压力，从而提升地面，调节至水平。聚合物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固化成坚固、稳
定且对环境无害的基质，这一特性也被我们成熟运用于各种类型的土体改善方案中。

• 膨胀聚合物会是否可以控制和调整？
现实中的地基加固、水泥注浆或传统打桩方法都可以用地质聚合物注入法代替，通过地质聚合物
的化学膨胀力解决了地下空洞、进水或软土等问题的根本原因。产生的膨胀力相当于300米上覆
覆盖层，并且材料抬升的高度可以准确预测和检测。所安装的材料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内固化
并达到其抗压强度的95%。我们使用占地3平米左右的移动式注入装置、钻孔直径为12mm，并
安排3-5人的施工团队，以毫米精度注射膨胀地质聚合物，所以整个过程都在严格的监控和控制
中，安全而高效。  

• 膨胀聚合物的膨胀率多大？
地质聚合物膨胀时产生的压力是这项技术的关键要素。这个压力最高可以超过10 兆帕（约为1 
000 000kg/m²），便于Geobear聚合物通过液压破裂，三维静力压缩的方式穿透细土和透水土
层，大大降低现场土体结构的透水性。从而通过不断地烘干和再水化限制收缩-膨胀现象。与水
泥基产品不同，Geobear膨胀聚合物有出色的抗张强度。聚合作用过程中形成的分子链能够抵
抗各种形式的化学攻击或者机械压力。另外，其抗压强度也很出色，远超Geobear聚合物上的
构筑物产生的荷载。树脂聚合物不会腐烂也不会生物降解。
(实验数据请查看以下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