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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E_8B_E6_A1_A9_E7_c63_538058.htm 1 前 言 静压法施工

是通过静力压桩机的压桩机构以压桩机自重和机架上的配重

提供反力而将桩压入土中的沉桩工艺。由于这种方法具有无

噪音、无振动、无冲击力等优点，适应今后对绿色岩土工程

的要求；同时压桩桩型一般选用预应力管桩，该桩作基础具

有工艺简明，质量可靠，造价低，检测方便的特性。两者的

结合便大大推动了静压管桩在广东地区的应用，使之有望成

为广东今后桩基发展的主打产品。人们在对《静压桩基础技

术规程》千呼万唤的同时，也希望对静压桩的沉桩机理及工

程实践中的应用有进一步的了解，本文为此作一介绍。 2 静

压桩沉桩机理 沉桩施工时，桩尖“刺入”土体中时原状土的

初应力状态受到破坏，造成桩尖下土体的压缩变形，土体对

桩尖产生相应阻力，随着桩贯入压力的增大，当桩尖处土体

所受应力超过其抗剪强度时，土体发生急剧变形而达到极限

破坏，土体产生塑性流动（粘性土）或挤密侧移和下拖（砂

土），在地表处，粘性土体会向上隆起，砂性土则会被拖带

下沉。在地面深处由于上覆土层的压力,土体主要向桩周水平

方向挤开，使贴近桩周处土体结构完全破坏。由于较大的辐

射向压力的作用也使邻近桩周处土体受到较大扰动影响，此

时，桩身必然会受到土体的强大法向抗力所引起的桩周摩阻

力和桩尖阻力的抵抗，当桩顶的静压力大于沉桩时的这些抵

抗阻力，桩将继续“刺入”下沉。反之，则停止下沉。 压桩

时，地基土体受到强烈扰动，桩周土体的实际抗剪强度与地



基土体的静态抗剪强度有很大差异。随着桩的沉入，桩与桩

周土体之间将出现相对剪切位移，由于土体的抗剪强度和桩

土之间的粘着力作用，土体对桩周表面产生摩阻力。当桩周

土质较硬时，剪切面发生在桩与土的接触面上.当桩周土体较

软时，剪切面一般发生在邻近于桩表面处的土体内，粘性土

中随着桩的沉入，桩周土体的抗剪强度逐渐下降，直至降低

到重塑强度。砂性土中，除松砂外，抗剪强度变化不大，各

土层作用于桩上的桩侧摩阻力并不是一个常值，而是一个随

着桩的继续下沉而显著减少的变值，桩下部摩阻力对沉桩阻

力起显著作用，其值可占沉桩阻力的50～80％，它与桩周处

土体强度成正比，与桩的入土深度成反比。 粘性土中，桩尖

处土体在扰动重塑、超静孔降水压力作用下，土体的抗压强

度明显下降。砂性土中，密砂受松驰效应影响土体抗压强度

减少，松砂受挤密效应影响土体抗压强度增大，在成层土地

基中，硬土中的桩端阻力还将受到分界处粘土层的影响，上

覆盖层为软土时，在临界深度以内桩端阻力将随压入硬土内

深度增加而增大。下卧为软土时，在临界厚度以内桩端阻力

将随压入硬土的增加而减少。 一般将桩摩阻力从上到下分成

三个区：上部柱穴区，中部滑移区，下部挤压区。施工中因

接桩或其它因素影响而暂停压桩的间歇时间的长短虽对继续

下沉的桩尖阻力无明显影响，但对桩侧摩阻力的增加影响较

大，桩侧摩阻力的增大值与间歇时间长短成正比，并与地基

土层特性有关，因此在静压法沉桩中，应合理设计接桩的结

构和位置，避免将桩尖停留在硬土层中进行接桩施工。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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