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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管理 1．底桩（第一节人土的桩）的定点 虽然在放线

与定桩位时已经核查过，但是经验不足或技术水平不高的施

工技术人员往往在放底桩时偏离原定的桩位，从而导致成桩

的偏位。建议在每个桩位处用石灰或贝灰以原定的桩心为圆

心、以该桩的桩径为直径画一圆圈，压底桩时以此圆圈为准

，控制桩不偏离该圆圈，使成桩的偏位尽可能减小。 2．桩

身垂直度的控制 由于静压管桩桩机驾驶室内一般会悬挂一吊

有重锤的绳线，由开机员以此线为准控制桩一个方向的垂直

度，因而另一方向的垂直度必须另外控制，方法就是在垂直

于桩与此绳线连接的地方（即另一正交方向）另设一吊重锤

的绳线（视线要通透），以这两条绳线来控制桩的垂直度。

当桩在两个方向都已经垂直的情况下方允许压桩，而且在压

桩过程中要经常检查桩身垂直度。 3．接桩及焊缝控制 接桩

前，应保证上下两节桩的顺直，而且两桩桩心的错位偏差不

宜大于2mm（宜设置接桩导向箍）。管桩施工中主要采用焊

接接桩法，在焊接前应该把两节桩的端头板用钢刷清刷干净

，直至坡口露出金属光泽，而且应该保证上节桩已经垂直后

方能焊接。焊接时最好两个焊工同时进行，先在坡口圆周上

对称点焊4-6点，焊接层数不少于2层，每层焊渣必须清理干

净，保证焊缝连续饱满， 自然冷却约8～10分钟（严禁用水冷

却或焊完即压），防止高温的焊缝遇水变脆而被压坏。 4．

压桩过程的施工记录 为了便于控制终止压桩，必须详细记录



压桩过程的压力与桩人土深度，了解桩尖人持力层深度是否

满足设计要求以及桩穿过各土层时的压力值。 5．终压（即

终止压桩）标准及终压的控制 终压标准应该以质监部门、设

计单位、施工单位、建设单位、勘察单位及监理单位等有关

部门在试桩会议中根据试桩的实际情况确定的标准为准则。

一般情况下，除保证桩长及桩尖入持力层深度应该满足设计

要求外，还要控制终压值Q的大小。虽然终压值Q与单桩竖向

承载力标准值Rk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终压值Q与单桩竖向

承载力标准值Rk存在着某种比例关系，这有待于日后的工程

实践与理论研究。笔者认为这种比例关系与工程地质构造情

况关系较大，同时与桩的长度以及所选的持力层关系也不可

忽视，总结潮汕地区近几年静压管桩的工程实践经验，终压

值Q可以按以下原则来控制： （1）当桩端持力层为粘土、粉

质粘土时，主要控制桩端达到的设计深度，终压值RQ：（0

．6-1．3）Rk。 （2）当桩端持力层为标贯击数较低、中密以

下的粉细砂时，以控制桩端人持力层深度为主，终压值作参

考，Q=（1．6～2．o）Rk。 （3）当桩端持力层为标贯击数

较高，中密以上的中粗砂、砾砂时，以控制终压值为主，Q=

（1．8-2．5）Rk，长桩取低值，短桩取高值；击数低取低值

，击数高取高值。 （三）桩头填芯的质量控制 由于桩与上部

结构的连接主要通过桩的承台，因此桩头嵌入承台的长度不

宜太短，有关管桩技术规范规定不宜小于10cm。从日本桩基

的典型震害实例调查中可知，有不少是由于桩嵌入承台长度

不足，抗拔不够，因此在地震设防区有必要把桩嵌入承台的

长度加长，且桩头的插筋长度也应加长及增加配筋量，桩头

填芯砼的强度等级应满足规范要求和设计要求。这一环节的



重要性显而易见，工程有关技术管理人员应该加强这一环节

的质量控制。 三、成桩的质量检查 1．桩身垂直度及桩身质

量的检查 桩身的垂直度可以用垂球吊线的办法来量测，对不

符合规范要求的，应及时报送设计单位，由设计单位提出补

强修改意见。对于配置封口桩尖的工程桩，桩身质量的检查

可以直观检查，即将低压电灯泡沉人桩内腔检查，正常情况

下，内腔应该是不进土和水的。若桩内腔完整干燥，说明桩

身基本完好、焊接质量完好、桩尖无损坏，这种情况下可不

采取其他方法另行检查；反之，应该采取其他方法另行检查

。目前潮汕地区主要依据有关规范规定，按桩总数的一定比

例采取小应变动测的检测方法，对桩身的完整性进行检测。

2．桩顶标高及偏位情况的检查 基础开挖后，应对桩顶标高

及桩的偏位情况进行测量，并把记录资料完整地整理一份报

送设计单位，由设计单位提出方案，解决那些桩顶标高低于

设计标高以及桩偏位超过规范要求的情况。而对于那些桩顶

标高高于设计标高的情况，施工单位应用电锯法截去多余的

桩段，而不应该用人工敲打的办法把多余的桩段敲掉，那样

很容易把成桩敲伤。 3．单桩竖向承载力的检测 目前主要采

用静荷载试验的方法来检测成桩的单桩竖向承载力，由设计

单位、质监部门、施工单位、建设单位及监理单位等有关部

门举行点桩会议，选取较具代表性的桩进行静荷载试验。静

荷载检测时一般用慢速维持荷载法，并要求工程有关技术管

理人员进行现场监督，详细记录最终沉降量和残余沉降量等

。特别要注意检测桩机在进场、退场及移动过程中不要碰撞

到任何工程桩。 四、常见质量问题分析与处理 1．桩倾斜 插

桩初压即有较大幅度的桩端走位和倾斜。碰到此种情况，很



可能在地面下不远处有障碍物。处理的措施主要是在压桩施

工前将地面下旧建筑物基础、块石等障碍物彻底清理干净。

2．桩尖达不到设计深度 静压管桩施工时，若发生个别桩长

达不到设计深度，其原因可能是： （1）桩尖碰到了局部的

较厚夹层或其他硬层。 （2）中断沉桩时间过长。由于设备

故障或其他特殊原因，致使沉桩过程突然中断，若延续时间

过长，沉桩阻力增加，使桩无法沉到设计深度。 （3）接桩

时，桩尖停留在硬土层内，若时间拖长，很可能不能继续沉

桩。 发生管桩沉不下去时，应冷静分析原因，找出对策才能

继续施工，切不要盲目加大压桩力强行沉桩。 3．基坑开挖

不当引起大面积群桩倾斜 挖土引起基桩的倾斜，直接起因是

挖土方法不当，将基坑挖得太深或将挖出的土堆放在基坑边

坡附近，因而产生侧向压力；加上淤泥本身的流动性以及土

体中未消散的超孑L隙水压力乘机向开挖方向释放，加剧了淤

泥向开挖方向流动，而管桩对水平力的抵抗能力小，于是随

着土体的位移而向开挖方向倾斜，造成桩顶大量位移。发生

这样的事故先要进行调查分析，弄清哪些桩报废，哪些桩还

可以用，哪些桩应折减其承载力，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补

桩。为防止此类工程事故的发生，应严禁边压桩边开挖；开

挖宜在基桩全部完成并至少隔15天后进行，挖土宜逐层均匀

进行，桩周土体高差不宜超过1m；注意保持基坑围护结构或

边坡土体的稳定；基坑顶部周边不得堆土或堆放其他重物等

。 4．桩身上浮 当工程桩较短或桩较密集时较容易发生桩身

上浮的情况，此时采取复压是一较有效的补救措施。所谓复

压指的是已经压好的桩再进行静压的一种措施。 五、静压管

桩施工过程的安全管理 必须根据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建立健



全项目的各有关管理制度，在项目内部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

，建立考核制度，实施奖罚措施，以及前面已提及的桩机资

质及特种作业上岗证等必须齐全。除此之外，还必须注意以

下几个事项： 1．起重机作业前，应对转动部位进行润滑，

检查部件紧固程度，钢丝绳是否磨损。 2．起重臂下严禁站

人，重物停在空中时驾驶员不得离开操作室。 3．起重范围

不得超过起重性能规定的指标，起重机吊桩进入夹持机构，

压桩开始之前，必须在起重机、卷扬机构放松起吊的钢丝绳

、吊钩脱离后方可压桩，以免拉断钢丝绳和拉弯起重机吊臂

。 4．接桩时焊接用的各种气瓶应作标识，气瓶要距离明火

点10m以上，气瓶间距必须大于5m，气瓶必须加防震圈和防

护帽，气瓶使用和存放时严禁平放或倒放。 5．停止作业时

，短履需运行到桩机中间位置，停落在乎整地面上，其余油

缸回程缩进。切断电源，操作人员方可离开桩机。 6．施工

完毕的桩的桩头上面要加盖，以防行人或杂物等掉陷。 六、

结语 虽然目前静压管桩工程实践经验尚不够丰富，但随着静

压管桩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发展，以及人们对静压管桩的理论

研究和工程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相信静压管桩技术应用水

平将会不断地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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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