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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8C_E7_9B_91_E7_c59_523800.htm 我国地域辽阔，地形

及地貌相当复杂，在沿海一带尤为突出。钻孔灌注桩在这些

区域基建工程基础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钻孔灌注

桩的水下砼灌注是成桩的关键环节。钻孔灌注桩适用于地下

水位较低的和复杂且常需护壁的地质情况。目前，此工艺正

日益完善，但往往由于工艺不当，断桩、堵管、夹泥、蜂窝

、少灌等质量问题也时有发生。因此，运用科学，实用的砼

灌注工艺以确保工程质量显得极为重要。如某工程采用钻孔

灌注桩φ800,桩长38.62米），共117根，围护采用钻孔灌注桩

加水泥搅拌桩作为止水帷幕（φ200，桩长13.50米）共169根

，钻孔桩数量大、桩身长，施工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桩基

和围护工程质量，关系到整个工程的质量，因此，正确地选

用科学合理的施工工艺，使钻孔灌注桩单桩静载试压达到全

部优良。现根据我近十年来工作经验对此工艺作以下要点分

析： 一、原料选择与下料 砼原料宜选用卵石、石子含泥量小

于2%，以提高砼的流动性，防止堵管。一般砼初凝时间

仅3~5小时，只能满足浅孔小桩径灌注要求，而深桩灌注时间

约为5~7小时，因此应加缓凝剂，使砼初凝时间大于8小时，

为了使砼具有良好的保水性和流动性，应按合理的配合比将

水泥、石子、砂子倒入料斗后，先开动搅拌机并加入30%以

上的水，amp.然后与拌合料一起均匀加入60%的水，最后再

加入10%的水（如砂、石含水率较大时，可适当控制此部分

水量），最后加水到出料时间控制在60秒内，坍落度应控制



在180 20毫米之间，砼灌注距桩顶约5米处时，坍落度控制

在160~170毫米，以确保桩顶浮浆不过高。气温高，成孔深，

导管直径在250毫米之内，取高值，反之取低值。 二、选择打

桩顺序 打桩顺序一般分为：由一侧向单一方面打，自中间向

两个方面对称打，自中间向四周打。打桩顺序直接影响打桩

速度和桩基质量。因此；应结合地基土壤的挤压情况，桩距

的大小，桩机的性能，工程特点及工期要求，经综合考虑予

以确定，以确保桩基质量。减少桩机的移动和转向，加快打

桩速度，由一侧向单一方向打，桩机系单向移动，桩的就位

与起吊均很方便，故打桩效率高；但它会使土壤向一作技术

检灌注操作技术分为首批砼灌注与后续砼灌注及后期灌注三

个过程。在前一过程中，砼灌注量与泥浆至砼面高度，砼面

至孔底高度，泥浆的密度，导管内径及桩直径有关。孔径越

大，首批灌注的砼量越多。由于砼量大，搅拌时间长，因此

可能出现离析现象，首批砼在下落过程中，由于和易性变差

，受的阻力变大，常出现导管中堵满砼，甚至漏斗内还有部

分砼，此时应加大设备的起重能力，以便迅速向漏斗加砼，

然后再稍拉导管，若起重能力不足，则应用卷扬机拉紧漏斗

晃动，这样能使砼顺利下滑至孔底，下满后，继续向漏斗加

入砼，进行后续灌注。在后续灌注中，当出现非连续性灌注

时，漏斗中的砼下落后，应当牵动导管，并观察孔口返浆情

况，直至孔口不再返浆，再向漏斗中加入砼。牵动导管的作

用有两点： 1、有利于后续砼的顺利下落，否则砼在导管中

存留时间稍长，其流动性能变差，与导管间摩擦阻力随之增

强，造成水泥浆缓缓流坠，而骨料都滞留在导管中，使砼与

管壁摩擦阻力增强，灌注砼下落困难，导致断桩。同时，由



于粗骨料间有大量空隙，后续砼加入后形成的高压气囊，会

挤破管节间的密封胶垫而导致漏水，有时还会形成蜂窝状砼

，严重影响成桩质量。 2、牵动导管增强砼向四周边扩散，

加强桩身与周边地层的有效结合，增大桩体摩擦力，同时加

大砼与钢筋笼的结合力，从而提高桩基承载力。 在砼灌注后

期，由于孔内压力较小，往往上部砼不如下部密实，这时应

稍提漏斗增大落差。以提高其密实度。当然在控制砼初凝时

间的同时，必须合理地加快灌注速度，这时提高的灌注质量

十分重要，因此应做好灌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以及灌注过

程中各道工序的密切配合工作。 三、钻孔灌注桩易产生的质

量问题及处理 1、断桩 断桩一般常见于地面下1~3米不同较硬

层交接处。其裂痕呈水平或略倾斜，一般都贯通整个截面，

其主要原因有：桩距过小，邻桩施打时土的挤压所产生的水

平横向抵力和隆起拔力的影响；软硬土层间传递水平力大小

不同，对桩产生剪力；桩身砼终凝不久，强度弱，承受不了

外力的影响。避免断桩的措施有： （1）桩的中心距宜大

于3.5倍桩径； （2）考虑打桩顺序及桩架行走路线时，应注

意减少对新桩的影响； （3）采用跳打法或控制时间法以减

少对邻桩的影响。断桩检查，在2~3米深度内可用木锤敲击桩

头侧面，同时用脚踏在桩头上，如桩已断，会感到浮振。亦

可用动测法，由波形曲线和频波曲线图形判断桩的质量和完

整程度。断桩一经发现，应将断桩段拔出，将孔清理干净后

，略增大面积或加上铁箍联接，再重新灌注砼补做桩身。 2

、缩颈 缩颈的桩又称瓶颈桩。部分桩径缩小，截面不符合要

求。其原因有：在含水量大的粘性土中沉管时，土体受强烈

扰动和挤压产生很高的孔隙和压力。桩管拔出后，这种压力



便作用到新灌注的砼桩上，使桩身发生不同程度的颈缩现象

，拔管过快，砼量少或和易性差，使砼出管时扩散差等。施

工中应经常测定砼落下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一般可用

复打法处理。 3、吊脚桩 即桩底部分砼隔空或砼中混进泥砂

而形成松软层。原因为桩靴强度不够，沉管时被破坏变形，

水或泥砂进入桩管，或活瓣未及时打开，处理方法：将桩管

拔出纠正桩靴或将砂回填成孔后重新浇筑。 4、桩靴进水进

泥 常发生在地下水位高或饱和和淤泥或粉砂土层中。原因为

桩靴活瓣闭合不严，预制桩靴被打坏或活瓣变形。处理方法

：拔出桩管消除泥砂，整修桩靴活瓣，用砂回填后重打。地

下水位高时，可待桩管沉至地下水位时，先灌入0.5米厚的水

泥砂浆作封底，再灌1米高砼增压，然后再继续沉管。 随着

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amp.，建筑新技术及新工艺也不断发现

并完善起来。相当多的科研人员及业内人士非常重视钻孔灌

注桩的发展，作为对付水下施工的一把利剑，注意收集有关

地质资料及学习各种复杂的基础施工经验是必不可少的。在

沿海地带有许多地区采用箱形基础和筏形基础来代替桩基，

在使用这种基础类型必须考虑到地下潜水及承压的分布情况

和土层之间的变化，尤其是对当地地质历史的深入了解，而

且利用现代高技术的电子实验及检测设备（例如电阻感应片

）来观察土体在被开挖后的变化是极度为重要的。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