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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可应用于各种工程地质条件和各种类型的工程，尤其适

用于软弱地基。锤击式沉管灌注桩以其诸多优点，成为多层

住宅、综合楼的首选桩型。但其自身也存在一些缺陷和在设

计施工中难以操作的指标，灌注桩沉管的贯入度的控制便是

其中之一。本文拟通过工程实践来对此进行探讨。 一般认为

，桩的贯入度与其极限承载力有直接的关系。贯入度通常依

据现有的打桩动力公式结合当地成功经验确定。但灌注桩沉

管的贯入度与桩承载力的关系是否可以用简单的经验公式确

定，或者简单地套用当地成功经验，以及贯入度是否为一项

控制性的设计指标，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作进一

步的探讨。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94)在灌注桩基础

设计中没有贯入度设计的规定，仅提出灌注桩的贯入度“必

须准确测量”，严格控制。《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J7

－89)也没有引入灌注桩贯入度设计概念。显然，贯入度作为

灌注桩设计指标并由设计人员提出缺乏规范依据。 目前，采

用灌注桩的一般是九层以下的二级建筑物。由于国家规范对

二级建筑物没有规定要进行现场试验确定单桩承载力，而是

“应根据静力触探、标准贯入、经验参数等估算，并参照地

质条件相同的试桩资料，综合确定”，因此这类建筑很少在

设计施工前进行桩的现场试验，设计人员依据现有的打桩动

力公式结合当地成功经验确定贯入度。在施工时，对于以摩

擦为主的摩擦桩，大多数情况下沉管达不到设计要求的贯入



度，这时通常采用四个方法解决：(1)加深桩长；(2)复打桩

；(3)扩大桩径；(4)加桩。每种方法(有时二种、三种方法同

时采用)都会增大工程量，增加成本。而这些做法都属惯例，

似乎没有人会怀疑贯入度要求本身的合理性。当工程验收时

，单桩承载力检验合格，证明设定的贯入度“没有问题”，

又可以作为经验被采用。因此，如何把握贯入度，对于工程

的安全性、经济性都有较大的意义。 2．单桩竖向承载力的

计算 2.1荷载传递机理 桩在荷载作用下，桩身上部首先受到压

缩，一部分荷载往下部桩身传递，另一部分则在桩与桩周土

之间形成摩阻力。当荷载分级逐步加到桩顶时，桩身上部受

到压缩而产生相对于土的向下位移，与此同时，桩周表面受

到土的向上摩阻力，桩身荷载通过桩周摩阻力传递到桩周土

层中去，致使桩身荷载和桩身压缩变形随深度递减。随着荷

载的增加，桩身压缩量和位移量增加，桩身下部的摩阻力随

之进一步发挥出来。当桩周摩阻力全部发挥达到极限状态后

，若继续增加荷载，则荷载量将全部由桩端土承担。桩的这

种传递理论，是符合静压试桩实际的，且已为许多桩的荷载

试验所证实。 2.2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 单桩竖向极限承

载力标准值按下式计算： Ｒｋ＝ｕ∑ｑsikｌi＋ｑpkＡｐ（１

） 式中 Ｒｋ 单桩的竖向承载力标准值； ｑｐｋ 极限端阻力

标准值； Ａｐ 桩身横截面面积； ｕ 桩身周边长度； ｑsik桩

侧第i 层土的极限侧阻力标准值； ｌｉ 按土层划分的各段桩

长。 贯入度的设计一般依据现有的打桩动力公式［３］，主

要有格尔谢凡诺夫公式、工程新闻修正公式、海利公式和广

东打沉管灌注桩公式等。上述经验公式是根据功能原理和实

验推导出来的，适用对象为预制桩(包括钢管桩)；而灌注桩



与预制桩在施工方法上有很大区别，如果套用上述经验公式

设计灌注桩的贯入度，显然是不恰当的。在工程实践上，这

种方法往往偏于安全，结果是使工程成本增加。 （百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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