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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E_90_E7_81_8C_E6_c63_543682.htm 1.前言 钻孔灌注桩因其

自重轻、外型美观、施工方便、适用各种地基，在公路桥梁

应用十分广泛，但由于施工工艺的特殊性，桩身极易产生断

桩、夹层、缩径、孔洞、离析和胶接不良等缺陷。一旦桩身

发生严重缺陷，就很难采取补救措施，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坏

。因此我认为必须坚持以预防为主的思想，加强质量管理，

改进施工操作工艺，提高钻孔灌注桩质量。本文对钻孔灌注

桩经常出现的桩身缺陷加以分析，并提出预防措施。 2.产生

桩身缺陷的原因 钻孔灌注桩质量的好坏，灌注水下混凝土是

成桩的关键工序。由于灌注水下混凝土工艺较复杂、工序较

系统，现场操作引起桩身缺陷的原因较多，其中常见的有卡

管、导管进水、埋管、坍孔、浇短桩头等。 2.1桩身一般缺陷

原因 2.1.1卡管：在灌注灌注桩水下混凝土时，有时会由于混

凝土级配碎石偏大、级配不均、施工混凝土和易性和流动性

差、施工中途停顿过久或混凝土拌和不均而导致卡管，这时

施工人员的本能反应就是频繁地升降导管，致使混凝土离析

及混凝土与沉碴混合，产生桩身缺陷。 2.1.2导管进水：在钻

孔灌注桩灌注水下混凝土过程中，如果因为导管密封不紧而

进水，进入导管的这些泥水会混进混凝土中，并一起浇筑进

桩身中，从而引起桩身产生缺陷。 2.1.3埋管：导管是灌注水

下混凝土的重要机具，我们常用的导管是由每节１～２米的

钢管通过法兰盘拼接而成。施工过程中，操作人员往往为减

少拆管次数使导管在混凝土中埋置过深，而不断升降导管尽



量使混凝土上升到极限，由于导管不断升降造成首批混凝土

上面的孔底沉碴在法兰盘阻碍磨擦的作用下不断进入已灌注

好的桩身中，形成导管口以上一层含泥率和含水率较高的劣

质混凝土，所以导管升降次数越多，进入顶层混凝土的泥浆

机会就越多，升降深度越深，劣质混凝土的厚度就越厚。如

果提升导管后，其导管口刚好在这些较差混凝土之上，就会

产生桩身局部结合不良或局部离析。 2.1.4坍孔：在灌注灌注

桩水下混凝土过程中，如桥基位置地质中夹有砂性土等容易

松落、不稳定的土层时，经常会发生坍孔现象，而坍落的泥

土掉落在首批混凝土顶面，增加孔底沉碴厚度，在频繁升降

导管的过程中会由于法兰盘的作用而间接产生桩身缺陷。同

时在灌注混凝土过程中会由于无法得知坍孔程度，盲目拆管

而导致断桩。 2.1.5浇短桩头：由于浇注灌注桩水下混凝土时

，其顶面一层混凝土质量往往较差，如果孔底沉碴较厚，浇

注混凝土过程中出现坍孔现象、清孔时泥浆浓度较浓、埋管

较深或导管穿插次数较多，这时如果预留的桩头太短，在处

理桩头差质混凝土时，仍会留下部分质量差的混凝土而导致

桩身缺陷。 2.1.6孔底沉碴：孔底沉碴是造成桩身缺陷的直接

原因，我们经常使用冲抓锥钻孔，孔底往往有泥块，以及下

钢筋笼时，钢筋碰擦孔壁坍落的泥块及从清孔后至灌注混凝

土前的沉淀渣等统称孔底沉碴，若清孔不彻底，当首批水下

混凝土灌注后，孔底沉碴被埋置在首批混凝土底面，将直接

影响桩身质量，所以其厚度是至关紧要。 2.1.7地质因素：钻

孔桩的成孔、清孔结束后，拆除钻杆、钻头需要数小时，或

在灌注混凝土过程中，当地质条件较差时，特别是个别地质

层中含有软塑土遇水澎涨后孔径缩小，或有松散性土层引起



坍孔，也会造成桩身缺陷。 2.2桩身特殊位置缺陷成因 根据沿

海河道通航净空和地形情况，一般河床水深为2.5米左右，桩

顶或盖梁底离水面高为1米左右，工作平台一般高度为离水

面1.5 米左右。而实践证明墩桩缺陷经常发生在离墩顶６米以

内，而低桩承台的台桩缺陷经常发生在离桩顶３米以内的可

能性较大。而恰恰这些部位是桩身最大弯距处，桩身缺陷对

受力影响很大，不可等闲视之。下面便对这些缺陷的成因进

行分析。 2.2.1墩桩桩身缺陷成因：一般地，导管长度超过10 

米时，导管内混凝土超压力大，导管埋置深度也大，发生缺

陷少，导管长度小于10 米时，导管内混凝土超压力小，导管

埋置深度也浅，容易发生桩身缺陷。实践证明，当导管口离

孔内混凝土顶面高度小于６米时，此时导管内压力与外阻力

平衡，导管内混凝土不可能自动下灌，而此时混凝土灌注速

度较慢，埋管深度也很难保持正常，如果此时埋管深度小于2

米，且导管口位于质量差混凝土以上，继续灌注以上混凝土

，就会产生墩桩缺陷，所以说墩桩缺陷发生在６米以内的可

能性较大。 2.2.2台桩桩身缺陷成因:高桩承台台桩与墩桩情况

相同，而低桩承台位置往往靠近河岸，钻孔平台一般与地面

相平，桩顶在水下3 米左右，导管上口在水面上1 米左右，与

墩桩类似，当导管上口离孔内混凝土顶面高度为6米左右时，

导管内混凝土超压力与外阻力平衡，混凝土不能自动下灌，

所以低桩承台台桩缺陷容易发生在桩顶以下2.5 米以内。 3.桩

身一般缺陷的预防措施 3.1.1提高清孔质量，减少孔底沉碴厚

度。施工中绝对禁止用加深孔底深度的方法代替清孔，以防

为桩身缺陷埋下祸根。 3.1.2克服不良地质条件造成影响。遇

到不良地质情况，要采取相应对策，早做准备。如遇到软塑



土（橡皮泥）时，可采取的扩大孔径的办法，以防孔身缩径

。 3.1.3缩短水下灌注混凝土时间。要求施工单位根据灌注混

凝土数量，合理安排机具和劳力，并尽可能缩短拆除导管的

间隔时间。当机具和劳力难以安排调度时，用缓凝剂延长混

凝土的初凝时间，确保在初凝前完成混凝土灌注。 3.1.4保证

导管最小埋置深度，严格按规范要求进行施工。一般情况下

使导管埋置最小深度为２米，如有发生坍孔现象，应视情况

相应加大埋管深度，防止新灌混凝土顶破首批混凝土，造成

夹层或断桩。 3.1.5保证导管的紧密性。施工时进行必要的水

密、承压和接头抗拉等试验，进行水密试验的水压不小于井

孔内水深1.5倍的压力，进行承压试验时的水压不小于导管壁

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力。 3.2桩身特殊缺陷的预防措施 3.2.1尽量

提高混凝土灌注平台高度，或在后期灌注混凝土时将漏斗放

置高些。因此，建议施工单位在施工时必须考虑到这个问题

，以确保工程质量。 3.2.2减少导管升降次数。导管升降次数

越多越容易夹带沉碴进入混凝土中造成桩身缺陷，导管上口

离孔内混凝土顶面高度足够长时，禁止导管升降乱拉，由导

管内混凝土产生超压力或冲击力自动下灌。当浇注到末期混

凝土确实难以下灌时，应控制升降次数，保证顶层混凝土质

量。 3.2.3增长导管底节长度。底节导管长度最好为４～６米

，不设法兰盘，这样在灌注混凝土时，便不会把沉碴拉进混

凝土，从根本上消除桩身缺陷。 3.2.4改进导管法兰盘结构。

为了防止导管法兰盘在升降时把沉碴拉进混凝土中，可将法

兰盘导管接头改用车丝套管并其上下为锥形的快速接头结构

导管。 4.结束语 近年来，本地沿海一带桥梁大多采用钻孔灌

注桩，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但存在问题也不少。这主要



是要提高施工队伍的素质，对操作人员进行严格训练，提高

其质量意识，端正其施工态度；其次是施工人员须针对桥址

的特殊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克服各种特殊部位的桩身缺陷；

再就是现场监理人员须对施工后的桩身及时进行动测检查，

以便及时对所产生的缺陷进行补救处理。因此，要提高灌注

桩的施工质量，除了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外，更要加强对施

工单位的质量意识教育，根本解决施工中存在的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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