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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关系建筑结构的可靠性，是百年大计的根本。因此，对

其质量评定不可轻率。湖州地区的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多

数采用钢筋混凝土灌注桩桩基，属于二、三类桩基 。通过工

程实践，按照现行的《建筑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

准(GBJ10-1-90)》对这类桩 基进行评定似还有不足之处，而现

行的《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94)》、《建筑软弱地基基础

设计规范(DBJ10-1-90)》等技术标准中的有关规定和办法，却

又未被实际工程质量验收所重视，与之配套使用。因此，对

桩基质量验收和评定尚缺乏一个完整统一的判据。以下就此

谈一点粗浅认识。 2 几点看法 2.1 桩身强度 业内人士知道，

影响桩承载力的主要因素是桩身强度和地基土对桩的支承能

力(摩擦、端承) 。现行的质量评定标准将桩的混凝土试块强

度等级作为质量检验的保证项目之一，这无疑是必需的。但

是，在工程实践中，往往遇到混凝土试块强度等级与动测推

断的结果不尽一致的情况，于是有关方面会各执一词，使得

对桩基质量难下定论。 事实上，桩基工程的工况远比上部结

构复杂，施工又存在不可预见性，一味强调试块强度等级，

会有失公允，对于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的二、三类桩基，只

要是委托资质过硬的检测单位测试，依据反射波法推测的桩

身强度等级，应该可以作为质量评定的主要依据。因为，室

内实验表明，混凝土强度等级与弹性波速有较好的相关性。

不过，桩的检测数量和部位必须符合设计和现行规范的要求



。混凝土试块强度等级作为现浇混凝土质量控制的必要手段 

，可以辅助评定和分析。 2.2 桩承载力桩基的质量，说到底是

其承载力必须符合设计要求。然而，如此一项重要内容在现

行的质量验评标准中却没有提及。标准的保证项目中要求：

施工的“原材料和混凝土强度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和施工规范

的规定”，“成孔深度必须符合设计要求”等等，是很有必

要的，但施工常识表明，这些与保证桩的承载力没有必然的

因果联系 对于二、三类桩基的单桩承载力，现行做法一般不

先通过试桩和静载荷试验来确定，而是由设计人员根据地质

报告提供的资料进行计算，直接在施工图中明确其标准值，

之后便进入试桩和施工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对工程桩

动测所得的单桩承载力，严格而言，是提供对地质资料和设

计计算的检验和复核，而不能单纯用来评判施工质量。当然

，凭借可靠的地质勘探和成熟的施工工艺，大量的工程实践

已经表明，动测结果与设计计算多数可以基本吻合 ，现行的

国家行业规范也因此肯定这样做。但是，实践中往往遇到这

样的情形；动测反映的单桩承载力与设计值不符，有时甚至

差值－5%，或者更小。尽管经设计人员验算可以不作处理，

但是，质检部门却不放行。所以，桩承载力不仅必须列入质

量验评标准，而且还要定一 个合理的度量值。 2.3 桩身完整

性 采用现有的成桩工艺，在软土地基中施工钢筋混凝土灌注

桩，就不能忽视桩身完整性检测。 从接触到较多工程的桩动

测报告来看，从中反映桩身完整性差，被描述成“胶结不良

”、“局部离析”等等一类的缺陷桩身完整性检测这一项目

。 近年来，随着桩动测技术的推广运用，以及相应规程的逐

步完善出台，用传统的静载荷试验不能直接说明的桩身完整



性问题，已经到了能够作出定性的分析。如《基桩低应变动

力检测 技术规程(DBJ 10-4-98)》依据对桩身完整性的检测结

果，按缺陷程度划分为Ⅰ～Ⅳ类。工程实践也证明，作桩身

完整性检测能够较可靠地发现一定深度范围内桩的质量问题

，如裂隙 、夹泥、缩颈等。按桩身完整性情况对成桩分类，

又便于发现问题，为设计考虑基础加固处 理提供依据。 事实

上，一些设计人员在遇到较为可靠的桩型和地质条件时，通

常也只要求对桩作一定量的完整性检测，以此来把握结构的

可靠性。因此桩身完整性检测应该是质量评定一个不可或缺

的项目。 2.4 桩的检测抽样对桩的检测抽样，现行的工程做法

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对作动测桩的抽样。规范规定由设计人

员确定，这样做对复核结构安全度和地质条件，及时进行技

术处理，是必要的。存在的问题是，多数业主不能认真组织

此项工作，而设计人员往往凭借不完整的施工资料，在施工

图上圈圈点点就算数。笔者曾核对过一些工程，发现一些影

响成桩质量的施工因素，如对每个台班抽样、按桩机行走路

线抽样等，常常被忽视了，有的辨不清施工资料的真伪，索

性作个随机抽样。然而较科学的做法，应该是业主召集设计

和施工方面，综合考虑地质条件、结构特点和施工状况，不

是随机，而是有目的地确定出检测样本。其次是关于检测的

数量。尤其是对桩身质量的检测，国家行业标准和省规程规

定不少于总桩数的20%。因为灌注桩的桩身缺陷往往不在少

数，有资料介绍，不少于1/4 ，仅仅程度不同而已。因此，笔

者认为要进行有效的质量监控，还应该扩大检测数量。 二是

对桩位允许偏差的抽样。评定标准规定抽查总桩数的10%，

这对桩的质量控制显然偏松 。实际上，质量员的工作也不是



如此轻松。实践证明，要消除隐患，应该全数检测。在此基

础上，如能会同设计人员，比较偏差的部位、量值和偏差的

总数，再作结论，则更有实际意义。 3 结论 现行的规范和规

程，既是指导设计、施工的技术标准，又是评定桩基质量的

依据。动测技术 的运用又为桩基的质量评定提供了有效的判

据。尽管，目前在桩基工程验收资料中，也增设 了相关内容

，但文字资料多了，结论且不尽一致，甚至有的还不能自圆

其说。因此，作为工程质量检验评定的“法书”--《建筑安

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GBJ 10-1-90)》，其中 有关条款急

待充实新的内容，使之能够统一标准，对桩基工程质量评定

有一个定论。 （百考试题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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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