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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A5_E6_8C_96_E5_c63_525756.htm 人工挖孔桩因设计持

力层便于取样观察，孔底可扩大而增加桩的支承面，沉降量

小，单桩承载力大等因素而广为采用。但目前人工挖孔桩施

工因存在施工机具简陋，施工人员素质较低，作业活动空间

小，属半封闭状态，地质复杂等不利因素，易造成窒息中毒

、高处坠落、触电、物体打击、坍塌等安全事故。 有关人工

挖孔桩施工应采取的安全措施，建设部发布的《工程建设标

准强制性条文》及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都有详细的规定。

本文仅就人工挖孔桩施工现场管理中的某些安全防护措施进

行探讨。 1. 窒息中毒，往往是土壤中掩埋的物质产生的一些

异常气体导致氧气不足而窒息，或吸入有害气体而中毒。为

了预防窒息中毒，不仅在下孔前应对井下的有毒有害气体进

行测试，还应预防施工过程中突然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因

此，使半封闭状态的井底在作业时保持空气流通对预防窒息

中毒十分重要。保护空气流通，既可以采用送风的方式也可

以采用排风的方式。在实践中，当孔深超过15m时，因通风

风道既要便于施工又要最大限度减小漏损以保证风口有足够

的风量，普通的送风机很难起到通风的作用。大多数工程采

用空压机作送风设备，但空压机管道小，风压大，风力过于

集中，不利于井底气体排走，使用效果并不理想。可采用排

风机排风，从吸风口强制吸走井底气体时，吸风口附近便形

成负压，周围的空气四面八方向吸风口流动，有利于井下有

毒有害气体的排走和井上新鲜气体的补充。 2. 井内施工照明



采用电压不超过12V的安全灯，不仅光线不足而且不便移动，

不利于施工；同时安全灯的电缆线导致孔口线路增多，易混

杂，实际运用不理想。可采用安全矿灯，既保证照明光线，

又促使作业人员佩戴好了安全帽。 3. 当孔深超过10m时，井

上井下作业人员通过喊话联系十分困难且不清晰，易产生配

合失误导致事故的发生。可在井上井下安装电铃，使用预先

约定的信号，有条件的，最好安装舌簧喇叭或对讲机等简单

的对讲系统，便于及时联系和沟通，避免发生误动作。 4. 有

害有毒气体的产生具有突发性，无味有害气体还具有隐蔽性

，待作业人员发觉异常时却已无力从软梯上爬上来，也无法

与井上人员进行有效的联系，往往造成因抢救不及时而导致

中毒乃至死亡事故发生。若作业人员作业时佩戴安全带并拴

上自孔口而下的专用保险绳，孔口绳头系铃报警，出现意外

情况便可及时撤回到地面进行抢救，避免意外事故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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