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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环节质量控制 （1）混凝土坍落度控制 混凝土的坍落度对

成桩质量有直接影响，坍落度合理的混凝土应是拌和均匀、

和易性好、内阻小、初凝时间长、润滑性好且有较好的触变

性能，坍落度合理的混凝土可有效地保证混凝土灌注性、连

续性和密实性，一般应控制在18～22cm范围内。要配制出合

理坍落度的混凝土来保证桩身质量，监理人员必须重视以下

几点：①制作混凝土的原材料必须符合使用要求，特别是水

泥的质量必须保证，粗骨料尺寸级配要合理，所使用的材料

要进行二次复检方可投入使用；②混凝土的配合比要通过试

验确定；③做好混凝土在现场搅拌的质量控制工作，严格按

配合比进行投料；④要设有专人对搅拌室的混凝土进行坍落

度等指标的检验；⑤按设计要求做好混凝土的试块工作，并

保证取样的真实性。 （2）导管埋深控制 导管底端在混凝土

面以下的深度是否合理关系到成桩质量，必须予以严格控制

。监理人员应要求施工单位在开浇时，料斗必须储足一次下

料能保证导管埋入混凝土达1．0 m以上的混凝土初灌量，以

免因导管下口未被埋入混凝土内造成管内反混浆现象，导致

开浇失败；在浇注过程中，要经常探测混凝土面实际标高、

计算混凝土面上升高度、导管下口与混凝土面相对位置，及

时拆卸导管，保持导管合理埋深，严禁将导管拨出混凝土面

，导管埋深一般应控制在1～6 m，过大或过小都会在不同外

界条件下出现不同形式的质量问题，直接影响桩的质量。 



（3）钢筋笼上浮控制 在灌注混凝土前，钢筋笼自重与悬吊

力形成平衡状态，在混凝土灌注过程中，由于下列原因引起

钢筋笼上浮：①钢筋笼在孔口固定不牢固或提升导管用力过

猛，将钢筋笼钩挂；②混凝土面到达钢筋笼底面时，导管埋

深过浅，灌注量过大或混凝土面超过钢筋笼底一定高度时，

导管埋深过大；③混凝土质量差，对于易离析、坍落度损失

大的混凝土，都易使钢筋笼上浮，解决的办法是操作要正确

、确保混凝土质量及加快混凝土灌注。另外，监理人员还应

要求施工单位做好如下控制措施：①在钢筋笼上加压重物，

并在上端加焊4根较粗钢筋（20以上）固定在钢护筒顶部施工

平台上；②用细钢筋在钢筋笼上加焊防浮倒刺；③当混凝土

上升至钢筋笼底部附近时，小步提升导管以保持较小的埋管

深度（≥1．5 m），并稍稍减缓混凝土的灌注速度。 （4）桩

头质量控制 有关规范规定当凿除桩顶浮浆层后，应保证设计

的桩顶标高及桩身混凝土质量。在钻孔灌注桩施工中，要想

保证桩头的质量，必须控制好最后一次灌注量，桩顶不得偏

低，凿出浮浆高度后必须保证暴露的桩顶混凝土达到设计强

度值，这就要求灌注混凝土的高度要超过桩顶标高。在实际

施工中，超灌量控制不当是经常存在的问题，超灌量过大，

造成浪费，超灌量不足，桩质量不能得到满足。另外，在开

挖桩头检测时发现，由于桩顶混凝土与孔内泥浆有直接接触

，里面有时会裹有泥砂和浮浆等杂质，对桩头质量产生极大

影响。监理人员必须重视影响桩头质量的因素，要求施工单

位采取如下控制措施：①严格成孔工艺，清孔彻底，采用正

确的水下混凝土灌注工艺，使钻渣、泥皮被顶起至桩顶，在

桩头形成较厚的浮浆层；②施工中应测准混凝土上升面标高



；③应确定合理的超灌量，根据浮浆层厚度及桩顶标高附近

的工程地质情况，宜取0．5～1．0 m的超灌高度；④清孔泥

浆要满足要求，灌注混凝土前，要进行孔底泥浆取样，孔

底50 cm范围内的泥浆比重≤1．25、粘度≤28 s；⑤在混凝土

灌注过程中，尽量少上下活动导管，导管埋深要在1～6 m范

围。 4．质量事故处理 4．1 质量事故处理监理程序 当发现钻

孔灌注桩工程出现质量缺陷或事故后，监理人员首先应以“

质量通知单”的形式通知施工单位，并要求停止有质量缺陷

部位和与其有关联部位及下道工序施工，需要时，还应要求

施工单位采取防护措施；其次，尽快组织与参与质量事故的

调查，写出调查报告，进行事故原因分析，正确判断事故原

因，研究制订事故处理方案；再者，指令施工单位按既定的

处理方案实施对质量缺陷的处理；最后，组织有关人员对处

理的结果进行严格的检查、鉴定和验收，写出“质量事故处

理报告”，提交业主或建设单位，并上报有关主管部门。 4

．2 质量事故处理 钻孔灌注桩施工发生质量事故，往往出现

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而且很难处理，有些桩基甚至无法弥

补；应加强各个环节的控制，尽量避免事故的发生，一旦发

生事故，应迅速分析原因，采取果断措施进行处理。下面就

常见的易出现的施工质量事故进行原因分析且提出事故处理

的具体办法。 4．2．1 离析处理 离析是指钻孔灌注桩混凝土

中的碎石、砂子、水泥等发生分离，导致混凝土的强度降低

，严重的甚至会引起断桩。产生离析有多种原因：灌桩用的

混凝土灌注前本身就发生了离析；混凝土灌注过程中导管内

进水，使水泥和骨料之间发生了分离；灌注过程中导管在混

凝土中的埋置深度过小；首批混凝土中已被泥浆离析的部分



混凝土没有上翻而停留在桩的内部。必须采取措施予以处理

：对离析程度较轻的二类桩，可以不做处理；离析程度较重

或严重的，必须予以处理，如离析段距桩顶＜10 m且桩径＞1

000 mm时，可采用人工对桩心混凝土进行清除，再按立柱混

凝土施工工艺进行桩心混凝土浇注；如离析段距桩顶＞10 m

或桩径＜1 000 mm时，可采用钻芯机将桩心混凝土逐渐取出

，再重新灌注或用岩石钻钻掉、回填重新钻孔灌注。 4．2．2

堵管处理 导管堵塞多发生在开始灌注或发生在灌注过程中，

发生堵塞的原因主要有：初灌时导管离孔底太近，颠管时导

管底部插入沉渣中导致堵塞；级配或水灰比不正确出现混凝

土离析，使混凝土的流动性降低；混凝土中夹有较大石子，

卡住导管；混凝土灌注不连续、在管中停留时间太长，使已

灌注的水下混凝土凝固，也会出现导管堵塞。若初灌时发生

堵塞现象，不要存在迁就施工想法，应马上要求施工人员将

导管提出，将导管内的混凝土取出（可采取反循环的方法将

孔内的混凝土取出），及时清除导管内混凝土，并重新将导

管下入孔底再次清孔，孔深经监理人员检查并符合要求后可

重新灌注混凝土；若深度不太大，可用长杆冲捣；若深度较

大可在允许范围内，反复提升导管插振；插振无效应将导管

拨起进行清理，拨管后若灌注高度不大，可重新钻进，若灌

注高度较长，则将导管清理后，重新插入混凝土内2～3 m，

用水泵吸出导管内泥浆、浮浆后恢复灌注。 5．质量检测 5

．1 成桩完毕的监理程序 ①检测桩位偏差是否满足设计与规

范要求；②随机无破损检测或钻探取芯试验结果是否满足设

计与规范要求，并旁站对桩基质量检测的其它检测过程；③

检查试块混凝土强度是否满足设计与质量评定标准；④分项



工程完工验收，进入中间交工计量。 5．2 质量检测 质量检测

可检验钻孔灌注桩成桩后承载力能否达到设计要求，这是决

定能否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的一个关键环节，往往会出现检

验合格而实际却发生质量事故的情形，除人为因素弄虚作假

外，客观来说是检验手段不当所致。目前检测钻孔灌注桩合

格与否的方法有静载荷法、动测法和取芯法，实际应用时常

选用上述1～2种。静载荷法比较直观，得出的数据容易让人

信服，但缺点是加载影响深度有限；动测法可通过波速检测

出桩身的完整性及桩的长度，测出长度的误差一般在±300

mm；取芯法通过取芯可看出桩身完整性，芯样还可做室内试

验，但取芯深度也有限。从上述几种方法的分析来看，如果

仅选择静载荷试验，试验合格只能说承载力短期沉降满足设

计要求，但施工后沉降并不能保证满足设计要求，实践证明

，施工后沉降与桩长及下卧层土质关系密切，若桩长未达设

计要求，虽然静载荷试验合格，并不能保证施工后沉降达到

设计要求；如果仅采用动测法，目前动测还不能直接测出承

载力值。因此，建议把静载荷法和动测法结合起来较为合理

。 6．结 语 监理人员要认真学习国家政策法规，正确应用有

关规范，熟悉设计图纸文件及各项技术要求，不断提高自身

业务素质和技术水平，抓好事先指导，强化施工准备、成孔

、清孔、水下混凝土灌注等施工全过程中各环节的质量监控

，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也只有这

样，钻孔灌注桩施工才能充分发挥出它的优点，达到安全、

优质、经济、高效的预期目的。把岩土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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