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射技术推算混凝土支承桩

竖向允许承载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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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展波反射技术估算混凝土支承桩允许的纵向支承能力
,

并用实

例说明了其工作原理
,

用此法测试了 根支承桩
,

均取得了满意的效

果
。

关锐询 地震波反射技术 , 混凝土支承桩承载力计算

近年来
,

无损检测桩基质量及确定桩基

竖向允许承载 力的各种方法发展很快
,

如弹

性波反射法
、

动测法
、

水 电效应法及机械阻

抗法等
。

笔者介绍的方法是 在 现 有 仪 器

美国产 一
,

一 以 及 一

工程测震仪 条件下
,

利用弹性波 反

射技术推算混凝土支承桩竖向允许承载力
。

某水利委员会使用该法对 余根混凝土支

承桩进行测试
,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反射法推 混凝土支承桩竖向允许承旅

力的过程

反射法检测桩基质量的原理和方法已为

大家所熟知
。

反射法推算混凝土支承桩竖向

允许承载力的过程是 依据反射法检测桩基

质量的原理
,

求 出弹性波沿桩身传播的平均

纵波速度犷 , “ ,

利用外 推定混凝土支承

桩的竖向抗压 强度
。 ,

进而推算混凝

土支承桩竖 向 允 许 承 载 力 尸
。

其 公 式

为

厂 下
一

月 对
。

人

尸
。 , 一

式 今 为半经验公式
,

通过下面的比较可

以考查该式的可行性 式 是经过 回归

分析得 出的
,

利用犷 , 换算尸
。

的经验 公 式
,

对混凝土适用范围比较广
。

式中 一一桩身横截面积

—
·

混凝土不 均 匀 系 数
,

与 犷 ,

有关

之一 安全系数
,

与桩入岩深度及蟾

岩强度有关 几二 一
。

下面让我们考查一下利用式 来推

算混凝土支承桩竖向允许承载力的可行性
。

查阅有关规范〔 〕可知

支承于岩层上的打人桩
,

振动下沉

桩的允许承载力尸
。

。

且
。

式中
。

为夭然湿度下岩石试块的单 轴 极限

抗压强度

—桩底面积

—
一

系数
,

均质无裂 隙 的 岩 层
,

有严重裂隙的
、

风化的或

易 软 化 的
,

一般
。

支承于岩层上与嵌入岩 层 内 的 钻

挖 孔灌注桩的允许承载力尸
。

。 。

式中
,

一嵌入岩层内的桩孔周 长

—从新鲜岩面算起的 嵌 入 深 度

、

—
一

系数
,

依据岩石破碎程度和清

底情况决定
,

按表 选用
。

。 、

意义同式
。



裹

铁铁 规规 路 规规 铁 规规 路 规规

曳曳好好
。 。 。 一

一一般般
。 一 。

较较差差
。 。 。 。

清孔愉况 备注

《公路桥涵设计规范 》规定 当支承在

墓岩上 包括嵌入基岩深度 小 于 的 钻

孔桩 其允许承载力按式 计算
。

又参考有关文献〔 〕可知 根据材料强度

计算混凝土桩的竖向允许承载力
,

按下式

。 功 。
。

石 才丫 任

几

式中诱为纵向弯曲系数
,

对于低承台桩基来

说
,

考虑到土的侧压 力作用 诱 幻

—安全系数
,

对预制桩 二 ,

灌注桩 二 乳
。

—桩身竖向抗压设计强度 ‘,‘

—桩身横找而积
“

尸
。

—单桩竖向允许承载力
。

现将式
、

式 进行比较

设 久
,

其中
, 左“ ,

,

久
,

则份
。

八 一 孟

二
‘ , , 六 ,

义 “ ’ 一“ ” ”
’

将式 和式 比较可知 二者

形式完全相同
,

各对应因子的物理意义也基

本一致
。

至于式 和式 的关系
,

我们将通过下面的实例予以说明
。

综上所述
,

笔者认为

对于支承桩
,

主要是检查桩身质

量及沉渣厚度
,

如果这方面满足规范要求
,

则其承载力应该能得到保证
。

按式 推算支承桩竖向允许

承载力是比较严谨的
,

因而是可行的
。

应 用 实 例

潘家 口电厂家属区
。

施工区属低 山丘陵

表

卜一一

⋯
户

,

。 夕 一

“

卫 气下 气里 口

人

。

印了,丹‘月了斤‘门了咋了冲才,幻,‘,,‘,‘,翻,勺‘,上,三,二,‘

飞

注 号楼 号桩 , 号楼 号桩 峨 ,

其余 均为
, , 。 , 。



谷地地貌
。

大部分为近年杂填土
,

回填厚度

拐
。

其下有一层细砂
,

平均 厚 度
。

下伏岩层为太古界片麻岩
,

节理发

育
,

呈半风化状态
,

风化厚度约
。

桩基采 用 灌 注 桩
,

桩 径
,

桩 长
,

嵌人基岩深度
。

号楼
、

号楼各有 根桩
,

分别选取

根进行 了 试 表
。

根据 “ 第二届应力波理论在桩墓工程中

的应用国际专业会议
”

建议的厂 , 与 桩基混凝

土强度质量类别的关系推定 号楼的
、 、

、

和 号桩质量 尚可
,

混凝土标号为 别
,

其余属良好桩
,

混凝土标号 游左右
。

实测桩基竖向允许承载力尸 二 。

号楼
、 、 、

和 号桩质量尚可
,

混凝土标号
,

其余属良好桩
,

混

凝土标号为 左右
。

实测桩基竖向允许承

载力范围值为
。

另外
,

表 还列出了利用式 计算

的结果
,

比较可知 承载力实测值 与计算值

除 号楼 号桩相差稍大外
,

其余几根均很

接近
。

故总的说来
,

测试成果是可靠的
。

甲

方已依据我们的测试成果进行相应的工作
。

算混凝土支承桩竖向允许承载力的方法值得

重视 且利用氏可以推断桩身质
。

笔者

建议在条件许可时
,

做一些动静对 比
,

借以

在实践中考查该法的实用性
。

。

元 一 为经验 公 式
,

对

混凝土适用范围较广
。

当然
,

如 果 条 件 许

可
,

可 以做一定数量的混凝土试块
,

以便建

立
。 , 的相关关系

。

使用该法时
,

应保证桩底沉渣厚度

不 大于
。

的物理意义是不是衡量混凝土强

度最小概率强度特征值与混凝土设计强度之

间关系的一个物理量 久是不是经过动静对

比可以确定以及桩基嵌人岩层的深度范围
,

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沈晓夭高级工程师
、

庞学愁工程师对此

次工作进行过指导
,

孙鸿儒高级工程师及唐

中和工程师审阅本文
,

并提出许 多 修 改 意

见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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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践证明 弹性波反射技未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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