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验交流：钻孔灌注桩施工过程信息化管理岩土工程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53/2021_2022__E7_BB_8F_

E9_AA_8C_E4_BA_A4_E6_c63_553625.htm 摘要： 本文介绍了

《钻孔灌注桩施工辅助管理系统》的主要内容、功能和在实

际工程中的应用。它的研制和试用对于建设工程实现施工过

程的信息化、加强施工质量预控、提高施工管理水平具有现

实意义。 关键词： 施工过程 信息化管理 钻孔灌注桩 施工是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把设计方案转化为实物产品的

重要阶段。为了加强对施工活动的管理，近十几年来，我国

完善了建筑法规体系、建立了监理制度、推行了“贯标”活

动⋯⋯，这些重大措施，营造了工程施工的良好环境。在这

个氛围下，怎样在施工过程中进行信息化管理，使施工水平

上一个台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工程建设中，计算机

技术正在广泛地使用。在设计、造价、项目管理等方面都有

了许多软件可供运作。唯独在施工阶段内，目前计算机的应

用尚局限在文字处理、表格填制等低层次上，还没有充分开

发计算机的功能，在施工过程的管理、决策层次上发挥作用

。 施工过程的组织、管理、实施都是由人来进行的。人的素

质、水平、甚至一时的情绪和注意力都会对施工状况产生影

响。如果能将工程的设计要求、技术标准、工艺流程、相关

计算、统计报表、管理经验等等都固化成一个标准化的程序

，随着工程进程，这个程序能不断地提供相应信息来引导施

工，那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管理者可能存在的弱点或

不足，减少失误，把施工水平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这

样的软件，能够参与到施工的各个环节之中，是进一步把施



工挪入标准化、规范化轨道的有力保证。 由于工程施工的复

杂性，要编制这样的软件有很大的难度。钻孔灌注桩有很强

的隐蔽性，它的工程目标常需在施工过程中确定，对其实施

工程控制的难度很大。但它有成熟的工艺流程、完备的规范

、规程，因此，比较具备研制和应用这类软件的需求和条件

。经过努力，我们研制出《钻孔灌注桩施工辅助管理系统》

，希望对施工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做出有益的探索。 《钻孔灌

注桩施工辅助管理系统》主要由六个部分组成。他们的内容

、功能和研制重点分别介绍如下： 一、工程目标的设定： 这

一部分包括了设计要求、施工技术要求和部分合同要求。这

些要求构成工程所应达到的目标。它们需要在开工前记入系

统，作为衡量施工过程各个方面是否合格的标准与依据。 由

于各地的岩土条件不同，各个设计单位的表达方式不同，桩

基工程的设计方案是五花八门的。要使一个软件适应各种工

程情况，在系统编制前就要做大量分析整理工作，将不同桩

型设计参数及相互关系归纳、梳理清楚，编出有条理的输入

方式和顺序。例如，系统中对确定桩深的原则，就归纳了给

定桩长、给定桩底标高、按嵌岩深、嵌岩深与桩长双控、嵌

岩深或桩长五种方式。届时，按设计的做法选定方式并输入

数值后，桩长与桩底标高会立即配套显示。 当一个工程有两

个以上的建筑轴线系时，系统能把不同桩的坐标值换算在一

个坐标系内。对桩位坐标的输入，系统提供了多种方法，可

按设计的特点选用。对桩型、承台类型相同，且有规律分布

的桩（包括直线分布和圆弧分布），可以成批输入，结果不

但一次算出该批桩的坐标值，还同时编上了桩号，并与设计

参数建立了联系。由于是成批输入，不但加快了输入速度，



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出错的可能性。输入的桩位还能在屏幕上

显示，一旦有错，很容易观察出来，及时纠正。 在开工后，

如遇设计变更等变化，工程目标可随之相应调整 二、现场施

工管理： 这是系统与现场管理人员联系的窗口，也是进行工

序管理的平台。在整个施工过程中，系统根据现场管理人员

采集的数据，对现场所有施工活动，包括设备、材料的验收

与检测、成孔、成桩的各道工序、事故停工事件等进行记录

，然后自动地对各工序、各项质量指标全面进行检验，自动

形成报表，记入施工日志，并按事先控制原则，对后续工序

做出提示。各种材料、各道工序都配有相关的规范条文备查

。系统还备有工况分布图与实时状态表，可随时直观地查询

各桩、各桩机当时的施工状况。 所有输入项目的选定遵循了

以下的原则： 1、要全面反映设计方案及以规范、规程为主

体的各项技术标准的落实情况。例如，许多报表对实际采用

的钢筋直径没有反映。而现实施工中，可能因材料代换、可

能无意、或有意改变了设计规格。要求输入这一数值，就会

引起对这一项目的注意； 2、要满足有关部门规定的资料要

求，例如竣工表格规定填写的内容，施工过程中就应采集生

成并存入数据库； 3、要能提供施工管理工作中需要统计、

分析的各方面资料数据。例如，为了加强施工进度管理，在

现场就应采集各种事件的发生时间； 4、输入的应是管理人

员现场第一手采集到的原始数据。后处理由系统自动来做，

保证资料的客观、真实、准确、可靠。像护筒偏心距、孔深

、笼顶到位差、沉渣厚度等都是需要通过计算求得的，不应

直接填写，以减少中间环节的差错； 5、要有利于现场人员

的使用。程序设计上每一步都提供了提示信息和相关项目的



默认值，帮助工作人员避免现场工作的疏忽，并使得系统操

作简便。像上面提到的实用钢筋直径，就以设计规格作默认

值，如果没有改变，就不需另外输入了。 以终孔工序为例，

来说明一次工序输入所引发的系统一系列响应： ① 当对话框

出现时，有当时时间的默认值。若它与终孔检查时间相近，

就不必改动。 ② 在对话框中输入桩号。如果桩号有误或者上

道工序未完成，系统会弹出提示。 ③ 桩号确定后，各输入项

会出现默认值。如果这些默认值都不必修改，一般只要填写

钻杆总长与余尺两项就能完成此次输入。 ④ 确认输入内容后

，系统会显示桩深、桩径等质量指标的检查结果。 ⑤ 认可后

，系统会显示后续施工提示，包括应制的钢筋笼规格、长度

、需准备混凝土数量以及要求的首灌时间等。 ⑥ 自动形成全

面、详尽的工序报验表，相对人工填制的报表，提供了更多

的信息，可以打印出来报监理检查。 ⑦ 退出对话框时，在施

工日志上会添上一行记录，标明了检查时间、结果、结论和

指令。 从上面的过程中可以看到，系统在工序管理方面是比

较严密的。作为对质量的事后控制，系统自己会按设计、规

范等要求来判定质量合格与否，避免了出错的可能。作为对

质量的事前控制，每道工序对紧后工作都做了提示。计算机

给了我们一个工具，它使一直强调的事前控制措施，有可能

得到真正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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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