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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某车站为地下双层三跨岛式车站，车站主体采用明挖顺作

法施工，基坑长178.4m，标准段宽20.9m，端头井宽26.6m。

基坑开挖深度标准段为17.05m，端头井为18.03m。车站主体

采用钻孔灌注桩及旋喷桩围护结构，钻孔灌注桩设计桩

径800mm，沿车站结构外墙布置，桩间间距1200mm.基坑中部

为1#桩，桩长21.05m，共计229根；东、西端头井为2#桩，桩

长22.03m，共计125根。钻孔灌注桩采用C25混凝土浇筑；钢

筋笼主筋为30 28（双层），内加强筋为20，外螺旋筋为12。 2

、工程地质及水文 2.1 工程地质根据地质勘察报告，车站的地

层自上而下依次为： （1）人工堆积层：粉质粘土填土、杂

填土，层底标高45.43~42.61m。 （2）新近沉积层：粉土、粉

粘土、粉细砂及粒径为10~20mm的圆砾，D大=200mm，分布

在标高38.09~35.28m之间。 （3）一般第四纪沉积层：粉土、

粉质粘土，层底标高36.37~32.08m；粉细砂，层底标

高35.07~30.88m；粉质粘土、粘土层、粉土层、细中砂层，层

底标高24.69~20.88m；卵石、粉细砂，层底标高22.09~10.52m

；粉质粘土、粘土、粉土、细中砂，层底标高10.79~7.63m；

粉细砂、粉质粘土，层底标高8.38~7.03m. 2.2 水文地质 （1）

潜水：含水层主要为圆砾、粉细砂，透水性好，水位标高

为39.51~41.59m，水位埋深为4.50~6.50m，处于车站结构站厅

层中。此层地下水与地表水系联系密切，由于受附近水塘、

湖渗漏影响，本层地下水直接接受地表水补给。 （2）第一



层承压水。含水层主要为粉土、粉细砂，透水性一般，水位

标高为32.41~35.88m，水位埋深为10.10~13.50m，处于车站结

构站台层上部，水头高度1~4m.第一层承压水与地表水及潜水

联系极密切。 （3）第二层承压水。含水层主要为卵石及粉

细砂层、渗透系数大，为强透水层，水位标高为29.33~33.13m

，水位埋深为13.00~16.40m，处于车站结构站台层下部，水头

高度7~9m.。 3、施工安排 根据工期要求，为加快工程进度，

提高工作效率，结合场地及地质水文条件，采用旋挖钻机施

工，直升导管灌注混凝土成桩的施工方法。另外配备一台冲

击钻机（只做为辅助使用，当旋挖钻机难以通过卵石、圆砾

地层时，可采用冲击钻机通过）配合施工。为防止钻孔时两

桩相距太近或时间间隔太短，造成塌孔，采取按每间隔两孔

分批跳孔施作的顺序。 4、 施工工艺流程图（见图1） 5 钻孔

灌注桩在施工中常见问题及过程控制措施 5.1 孔壁坍落 （1）

原因分析： ①护壁泥浆密度和浓度不足，起不到可靠的护壁

作用； ②护筒埋深位置不合适，埋设在砂或粗砂层中； ③成

孔速度太快，在孔壁上来不及形成泥膜； ④孔内水头高度不

够或出现承压水，降低了静水压力； ⑤掏除钻渣或下放钢筋

笼时，撞击孔壁； ⑥排除较大障碍物形成较大空洞而漏水致

使孔壁坍塌。 （2）控制措施： ①在松散砂土中钻进时，应

控制进尺，对泥浆的密度、粘度和胶体率进行调整； ②将护

筒底部贯入粘土中0.5m以上； ③根据地质情况合理选取成孔

速度； ④如地下水位变化大，应采取升高护筒、增大水头，

或用虹吸管连接等措施； ⑤从钢筋笼的绑扎、吊插以及定位

垫块设置等环节均予以充分注意； ⑥如孔口发生坍塌，应先

探明坍塌位置，将砂和粘土混合物回填到坍孔位置以上1~2m



，如坍孔严重，应全部回填，等回填物沉积密实后再进行钻

孔。 5.2 护筒冒水、漏浆 （1）原因分析：①埋设护筒时周围

填土不密实；②起落钻头时碰动了护筒。 （2）控制措施：

①埋设护筒时，四周的土要分层夯实，发生冒水、漏浆时重

新选用含水量适当的粘土填筑；②起落钻头时要防止碰撞护

筒；③开始发现护筒冒水，可用粘土在四周填实加固， 如护

筒严重下沉或位移，则应返工重埋。 5.3 缩孔 （1）原因分析

：塑性土膨胀。 （2）控制措施：上下反复扫孔，以扩大孔

径。 5.4 钢筋笼安装不符合设计要求 （1）原因分析：①钢筋

笼堆放、起吊、搬运没有严格执行规范要求，支垫数量不够

或位置不当，造成笼体变形；②钢筋笼安放入孔时不是垂直

缓慢放下；③清孔时孔底沉渣或泥浆没有清理干净，造成实

际孔深与设计要求不符，钢筋笼放不到设计深度。 （2）控

制措施：①在制作过程中，每隔2.0m设置加劲箍一道，并在

笼内每隔4m装一个临时十字形加劲架，在钢筋笼安放入孔后

拆除；②对已发生变形的钢筋笼，进行修复后再使用；③钢

筋笼应垂直缓慢放入孔内，防止碰撞孔壁，加强入孔后的固

定措施；④清孔时应把沉渣清理干净，保证实际有效孔深满

足设计要求。 5.5 断桩 （1）原因分析：①混凝土坍落度太小

，骨料粒径太大，未及时提升导管或导管倾斜，使导管堵塞

，形成桩身混凝土中断；②混凝土供应跟不上，使混凝土浇

注中断时间过长；③提升导管时碰撞钢筋笼，使孔壁土体混

入混凝土中；④导管没扶正，接头法兰挂住钢筋笼；⑤异常

恶劣天气原因导致混凝土灌注被迫中断。 （2）控制措施：

①严格控制商品混凝土的质量，其塌落度及粗骨料粒径符合

设计和规范要求；②拔管时掌握导管埋深，避免导管脱离混



凝土面；③当导管堵塞，混凝土尚未初凝时，可吊起一节钢

轨或其它重物在导管内冲击，把堵塞的混凝土冲开，使混凝

土继续浇注；④如果混凝土发生断桩，可用比原桩稍小的钻

头，在原桩位钻孔，至断桩部位以下适当深度时，重新清孔

，在断桩部位增加一节钢筋笼，其下部埋入新钻孔中，然后

继续浇注混凝土；⑤如果导管接头法兰挂住钢筋笼，钢筋笼

埋入混凝土又不深，则可提起钢筋笼，转动导管，使导管与

钢筋笼脱离；⑥施工期间密切注意天气变化情况，尽量避开

异常恶劣天气影响。 6、施工总结 实践证明，通过对以上常

见问题原因深入分析，制定详细的安全、质量、环保等措施

，并经过严格的过程控制，加强施工过程动态管理，在本工

程钻孔灌注桩施工过程中，及时有效的解决了出现的相关问

题，确保了安全生产，按期完成车站围护桩施工任务，经低

应变动力检测桩身完整性抽检，Ⅰ类桩占被检测桩数的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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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