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井冲水掏土纠偏和锚杆静压桩托换加固岩土工程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3/2021_2022__E6_B2_89_E

4_BA_95_E5_86_B2_E6_c63_533878.htm 1．引言 软土地基的变

形问题是房屋地基设计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其变形问题主要

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沉降和差异沉降大：工程实测资料

表明，对砖墙承重的混合结构，如以楼层数表示地基受荷大

小，则3层房屋天然地基沉降量一般为150～200mm；4层变化

较大一般为200～500mm； 5、6层则可能达700mm。 (2)沉降

速率大：建筑物沉降速率是衡量地基发展程度与状况的一个

重要标志。软土地基沉降速率一般均较大，而加荷终止时沉

降速率最大。随着时间的发展，沉降速率逐渐衰减，约在半

年到一年时间内为建筑物差异沉降发展到最快时期，也是建

筑物最易出现裂缝的时期。在正常情况下，如沉降速率减

到0.05m/d以下时能出现等速沉降，但长时间的等速沉降就有

导致地基丧失稳定的危险。 (3)沉降稳定时间长：由于软土渗

透性弱，孔隙水不易排除，所以建筑物沉降稳定历时较长，

有些建筑物建成后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沉降都未完全稳

定。 宁波地区一大批80年代初建造的多层民用住宅楼，由于

受当时造价的限制基本上均未打桩，基础形式大都采用条基

或筏基。虽建造至今已有将近20年时间，但由于上述软土地

基的特点及外界干扰因素的影响(如邻近建筑物施工等)使其

中有相当一部分房屋产生了不均匀沉降，从而出现墙身开裂

、倾斜率过大等问题，有的甚至成为危房。为了保障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如何既经济又适用地对这些房屋进行加固或

纠偏已成为当前极迫切的问题。 2．沉井冲水掏土纠偏和锚



杆静压桩托换加固 (1)建筑物的纠偏托换方法众多，其中纠偏

方法有堆载加压纠偏、锚桩加压纠偏、掏土纠偏、降水掏土

纠偏、压桩掏土纠偏、浸水纠偏、顶升纠偏等。托换加固方

法有基础加宽托换、坑式托换、桩式托换、灌浆托换、高压

喷射注浆托换、热加固托换、基础减压和加强刚度托换等。

在众多的方法中笔者从多年的实践中得出用沉井冲水掏土纠

偏结合锚杆静压桩托换加固法是一种在软土地基上对建筑物

进行纠偏加固的既经济又可靠的好方法。 (2)该法的基本原理

是：在基础沉降小的建筑物一侧，设置若干个沉井，沉井内

预留4～６个成扇形的冲孔，当沉井到达预计的设计标高后通

过井壁预留孔用高压水枪伸入基础下进行冲水，泥浆水通过

沉井排出，而泥浆排出的过程即是对建筑物纠偏的过程。当

建筑物的倾斜率达到预定的范围后，即可用千斤顶将桩逐段

通过基础中开凿的压桩孔压入土中，再将桩与基础连接在一

起，从而达到提高基础承载力和控制沉降的目的。 (3)值得注

意的是，纠偏工作切忌矫枉过正，一定要遵循由浅到深，由

小到大，由稀到密原则，须经沉降→稳定→再沉降→再稳定

的反复工作过程，才能达到纠偏目的。因为在软土地基上建

造的建筑物沉降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达到最终稳定，

所以纠偏决不能急于求成，不然适得其反，由于纠偏过大造

成原建筑物沉降小的一侧又倾斜的工程实例也有所见。 3．

工程实例 (1)宁波市马园新村五号楼，始建于1982年，该楼东

西长29.2m，宽8.4m，檐口标高14.4m ，为5层砖混结构。地基

土采用重锤夯实处理，基础为条形基础。至1998年5月该楼已

累计沉降超过50cm，加上近年该楼附近新建建筑物施工，楼

体产生严重倾斜，至纠偏工作开始前，测得倾斜值为向南倾



斜27cm，造成底层地面低于室外地坪，管道错位堵塞，给住

户带来了不便。具体纠偏加固方法是：针对该楼南北向倾斜

为主，东西向倾斜较小的特点，在建筑物北面离墙体2m处设

置内径1m的钢筋混凝土沉井6只，沉井深度5m，根据地质构

造在深4m处预留4 ～5个冲水孔，并在建筑物基础外墙四周预

设12个地锚梁压桩孔。锚杆静压桩截面250mm×250mm，桩

长18.9m，共分9节，进入持力层1.5m。工程施工在楼内居民

不搬迁的情况下进行。 (2)纠偏工作的关键，其一是必须每天

由专人进行沉降观测，日沉降量控制在3mm/d左右较为适宜

。由于沉降观察工作是每天必须做的工作，如用传统水准仪

进行观察就显得较为繁琐。因此采用一种简便易行且直观的

观测方法，首先在房屋底层便于观察的位置(一般在窗口上)

环绕建筑物铺设水平管，再在水平管相应位置引出观察用立

管，在立管处安装上钢尺，并在水管内灌水。由于整个水平

管是联通的，卸土前后立管水位读数差即为建筑物各对应点

的沉降量。为防止水分蒸发带来的误差，使水位初始值高程

保持不变，水准管铺设时必须与一沉降不变的水箱相连，并

在箱内水平面处做上刻度记号，每天读数前检查箱内水位是

否与刻度对齐，随时进行调节。这样通过每天的水位读数再

辅以定期水准观察，就可以达到相当高的准确度。其二是卸

土用水枪伸入建筑物内的长度一般为建筑物进深的0.6倍左右

，太短不利于基底应力调节，容易使房屋产生裂缝，太长则

既不经济又不利于沉降调节。通过以上措施本工程仅用两个

月就使建筑物的倾斜率由纠偏前的1.85%下降到纠偏后的0.3%

，且建筑物在纠偏过程中无裂缝产生。 (3)在进行纠偏的同时

即可在原基础底板的相应部位开凿压桩孔。一般来说宁波地



区80年代初建造的住宅建筑基础底板厚度大约在25cm左右，

不能满足锚杆静压桩的抗冲切、抗弯能力要求，故需对原有

基础进行加固，凿出原基础底板筋与新配钢筋焊接，浇筑成

满足要求的地锚梁。 锚杆静压桩施工时要注意三点，一是压

桩孔需做成上小下大的喇叭口。一般上口为桩径＋50mm，下

口为桩径＋100mm。二是压桩前应进行引孔或探桩处理，如

本工程由于原地基土采用重锤夯实施工，基础下块石厚度达2

～3m，如直接将桩下压势必造成桩下沉困难、地锚梁拉断以

及桩身偏位等问题。针对这个情况本工程先作引孔处理，即

先用钻机对压桩孔进行钻孔，孔径为200mm，深3m。由于采

用了引孔措施，使其后压桩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三是封桩应

在不卸载条件下进行，并在封桩混凝土强度等级达到C15以上

时才可卸载。通过以上方法，建筑物的沉降速率由竣工时

的0.2mm/d减少到70天后的0.033mm/d，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使用一年来情况良好。 （百考试题岩土工程师）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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