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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AA_8C_E4_BA_A4_E6_c63_543680.htm 灌注桩属于隐蔽工

程，但由于影响灌注桩施工质量的因素很多，对其施工过程

每一环节都必须要严格要求，对各种影响因素都必须有详细

的考虑，如地质因素、钻孔工艺、护壁、钢筋笼的上浮、混

凝土的配制、灌注等。若稍有不慎或措施不严，就会在灌注

中发生质量事故，小到塌孔、缩颈，大到断桩报废，给国家

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以致影响工期并对整个工程质量产生不

利影响。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并严格控制钻孔灌注桩的施工

质量，尽量避免发生事故及减少事故造成的损失，以利于工

程的顺利进行。 水下浇注混凝土施工是灌注桩质量控制中最

重要的一个环节。 水下浇注混凝土是用混凝土从孔底开始灌

注，将孔内泥浆置换出来，成为混凝土桩；浇注过程中，应

及时掌握孔内混凝土面上升的高度及导管插入深度，测定每

个混凝土面位置应取两个以上的测点，测绳受拉伸、湿度等

因素影响，所标长度变化较大，须经常校正。 浇注混凝土必

须连续进行，否则先浇灌进去的混凝土达到初凝，将阻止后

浇灌的混凝土从导管中流出。施工中，混凝土浇注速度应尽

可能地快一些，终止浇注混凝土前，须确定混凝土面真实高

度，以见混凝土中粗骨料为准。 对于诱发灌注事故的因素，

必须在施工初期就彻底清除其隐患，同时又必须准备相应的

对策，预防事故的发生或一旦发生事故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水下浇注混凝土经常遇到的几个工程事故原因预防及处理：

(1)初灌未封底：桩底沉渣量过大，使初灌不能正常反浆，或



导管距孔底太远，初灌量不够没有埋住导管。造成这种原因

是检查不够认真，清孔不干净或没有进行二次清孔。认真检

查，采用正确的测绳与测锤；一次清孔后，不符合要求时，

要采取措施：如改善泥浆性能，延长清孔时间等进行清孔。

在下完钢筋笼后，再检查沉渣量，如沉渣量超过规范要求，

应进行二次清孔。导管底端距孔底高度依据桩径、隔水阀种

类、大小而定，最高不超过0.5m。 (2)导管堵塞：灌注时间过

长，而上部砼已接近初凝，形成硬壳，而且随时间增长，泥

浆中残渣将不断沉淀，从而加厚了积聚在砼表面的沉淀物，

造成砼灌注极为困难，造成堵管，尽可能提高混凝土浇注速

度，开始浇砼时尽量积累大量砼，产生极大的冲击力可以克

服泥浆阻力。快速连续浇注，使砼和泥浆一直保持流动状态

，可防导管堵塞；浇注混凝土过程中，应匀速向导管料斗内

灌注，如突然灌注大量的混凝土导管内空气不能马上排出，

可能导致堵管，若管内空气从导管底端排出，可能带动导管

拔出混凝土面。混凝土的质量是堵塞导管的主要原因，必须

把好质量，混凝土和易性不好或离析使石子聚集在一起流动

性差，导致堵管。导管使用后应及时冲洗，保证导管内壁干

净光滑。如发生堵管在导管上部可用钢筋疏通，在下部提取

导管上下振击 (3)导管漏水：导管使用前须做密封试验，灌注

前检查导管是否漏水、弯曲等缺陷，发现问题要及时更换。

在灌注过程中发现漏水应加快灌注速度，并加大混凝土埋深

，使管内混凝土超出漏水处。 (4)导管拔出混凝土面：导管提

漏有两种原因：a.当导管堵塞时，一般采用上下提振法，使

混凝土强行流出，但如果此时导管埋深很少，极易提漏。b.

因泥浆过稠，在测量导管埋深时，对砼浇注高度判断错误，



而在卸管时多提，使导管提离砼面，也就产生提漏。灌注混

凝土过程中，测定已灌混凝土表面标高出现错误，导致导管

埋深过小，出现拔脱提漏。特别是灌注后期，易将泥浆中混

合的坍土层误为混凝土表面。因此，必须严格按照规程用规

定的测身锤测量孔内混凝土表面高度，并认真核对，保证提

升导管不出现失误。如误将导管拔出混凝土面，必须及时处

理。孔内混凝土面高度较小时，终止浇注，重新成孔； 孔内

混凝土面高度较高时，可以用二次导管插入法，其一是导管

底端加底盖阀，插入混凝土面1.0m左右，导管料斗内注满混

凝土时，将导管提起约0.5m，底盖阀脱掉，即可继续进行水

下浇注混凝土施工。由于要克服泥浆对导管的浮力，混凝土

面较深时，不宜采用； 此方法使用时，必须由有经验的工程

师现场指导，导管长度、吊预制混凝土球阀铁丝长度、铁丝

抗拉强度、混凝土面实际位置等数据，必须在事先正确确定

。 提升导管要准确可靠，灌注砼过程中随时测量导管埋深，

并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5)导管被混凝土埋住、卡死：在灌注

过程中，导管的埋置深度是一个重要的施工指标。导管埋深

过大，以及灌注时间过长，导致已灌混凝土流动性降低，从

而增大混凝土与导管壁的摩擦力，加上导管采用已很落后而

且提升阻力很大的法兰盘连接的导管，在提升时连接螺栓拉

断或导管破裂而产生断桩。导管插入混凝土中的深度应根据

搅拌混凝土的质量、供应速度、浇注速度、孔内护壁泥浆状

态来决定，一般情况下，以2～6m为宜。 如果导管插入混凝

土中的深度较大，供应混凝土间隔时间较长，且混凝土和易

性稍差，极易发生"埋管"事故。 如果预料到不能及时供应混

凝土(超过1h)，混凝土运输距离远，交通堵塞等因素时，除



混凝土中加缓凝剂外，导管插入混凝土中的深度不宜太小，

据已往经验，以5～6m为宜，每隔15min左右，将导管上下活

动几次，幅度以2.0m左右为宜，以免使混凝土产生初凝假象

。浇注混凝土中断超过2h，应判为断桩。卡管现象是混凝土

配合比在执行过程中的误差大，使坍落度波动大，拌出混合

料时稀时干。坍落度过大时会产生离析现象，使粗骨料相互

挤压阻塞导管；坍落度过小或灌注时间过长，使混凝土的初

凝时间缩短，加大混凝土下落阻力而阻塞导管，都会导致卡

管事故。所以严格控制混凝土配合比，缩短灌注时间，是减

少和避免此类事故的重要措施。导管插入混凝土中拔不起来

或被拔断，如果桩径较大，可以采用二次导管插入法处理，

否则只能补桩、接桩。接桩一般用人工孔的办法处理，清除

桩顶残渣，接钢筋笼，浇注混凝土至设计标高。 (6)钢筋笼上

浮：当灌注到钢筋笼底部时，应缓慢放料，尽量减小埋深，

减小对导管的冲力。 (7)混凝土拌制不符合要求：混凝土配合

比中水灰比控制在0.5～0.6，砂率应在40%～50%，粗骨料最

大粒径应小于40mm，混凝土坍落度控制在18～20cm，要有良

好的流动性、和易性，用料上优先采用中粗沙，级配较好的

卵石，矿渣硅酸盐水泥，避免使用普通硅酸盐水泥。 混凝土

和易性与水泥品种、砂率有极大的关系，砂率小、粗骨料级

配不好，搅拌出的混凝土极易离析，影响水下浇注混凝土质

量。 在灌注中出现的种种事故有很多都和混凝土质量有关，

所以一定要把好混凝土的质量关。 (8)桩顶空心：产生桩顶空

心的因素有：导管插入混凝土中的深度较大，混凝土坍落度

小，桩顶空心呈不规则漏斗形，其深度、位置与导管拔出时

的位置、桩顶混凝土状态有关。导管埋得太深，拔出时底部



已接近初凝，导管拔上后砼不能及时冲填，造成泥浆填入。 

防止桩顶空心灌注结束前导管插入混凝土中深度不超过6.0m

；灌注结束后，导管拔出混凝土之前，导管上下活动几次，

幅度不超过50cm，或者用机械、人工振捣桩顶混凝土，时间

不超过20s。尽可能缩短灌注时间，避免使桩顶混凝土产生假

凝现象、降低桩顶混凝土的流动性。 (9)桩身有夹渣、夹泥、

蜂窝：浇注过程中，须不断测定混凝土面上升高度，并根据

混凝土供应情况来确定拆卸导管的时间、长度，以免发生桩

身夹渣、夹泥、蜂窝事故。 泥浆过稠，如泥浆比重大且泥浆

中含较大的泥块，增加了浇注砼的阻力，因此，在施工中经

常发生导管堵塞、流动不畅等现象，有时甚至灌满导管还是

不行，最后只好提取导管上下振击，由于导管内储存大量砼

，一旦流出其势甚猛，在砼流出导管后，即冲破泥浆最薄弱

处急速返上，并将泥浆夹裹于桩内，造成夹泥层； 灌注砼过

程中，因导管漏水或导管提漏而二次下球也是造成夹泥层的

原因。 使砼面处于垂直顶升状，不使浮浆、泥浆卷入砼是防

治夹渣、夹泥、蜂窝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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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