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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I7一 。 钻孔灌注桩麓工常见事故分析及对策 

邵 卫根 
(中 山大学地质 系 ·广州市 ·510275) 

1U 7 · 

介 绍了钻孔 灌注 桩成孔燕工及灌 注施工 中常见 的事故 及处理办 

法．前者重点介绍了困地层原因而造成的戚孔麓工困难、事故及处理方 

法 ；后者着重介绍 了灌注燕工事故产生的原 因及 以预 防为主 的处理方 

法 此外 ，对 实际旌工 中判断断桩 的依据 及处理方法等问题进行 丁讨 

论 。 

关键词 苎 堂莲篮 、塑 ． 
， 

钻孔灌注桩是通过机械 

钻凿成 孔，原地灌注混凝 土 

形成 圆柱形基础。在我国大 

规模使用不过十余年 ，尤其 

近几年在沿海开放地区更是 

勘 察 糖 工 应用广泛 。 

与其他类型的深基础比较而言，具有许 

多优越性 ： 

C1)承载力大、沉降量小 钻孔灌注桩的 

设计可据需要选择桩径、桩长及合适的持力 

层 ，因而可以提高桩的承载力，减小沉降量。 

(2)施I适应性广 钻孔灌注桩施工可 

不受地域，地质条件 、地下水位的高低及桩径 

太小和桩长的限制 。 

(3)设备维修、改过容 易 现行水井钻 、 

石油钻 、岩芯钻的钻机略加改造就可用于钻 

孔桩成孔施工 ，因而固定资产投入不很大。 

(4)可大大减少建筑 费用 与预制桩相 

比，不仅能够节省大量的钢材和术材，并且具 

有施工漉程 简单 、快 速等特点。此外 ，可直 

接在钻孔桩上浇筑地面建筑，不一定非要承 

台，从而减少工程造价 ，减短施工周期。 

(5)减污、抗 震 采用钻孔灌注桩基础， 

施工时无剧烈的地面震动 ，不会对邻近建筑 

本文 1994年 6月收到 ，王梅犏辑 

烟等环境污染 。此外 ，钻孔桩能座入持力层的 
一

定深度，甚至可进入基岩一定深度 ，因而桩 

可与基岩胶结成整体 ，承受较大的水平荷载， 

比较有效地抵抗地震波所造成的危害。 

1 钻孔灌注桩常见事故及其处理方 法 

前已述及，钻孔灌注桩在我国的大规模 

兴起 ，不过十余年的时间；另外，现在国 内建 

筑市场上的钻孔灌注桩施工队伍大多是从地 

质勘探 队转入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还有 ， 

钻孔灌注桩的成孔、清孔和灌注为紧密相连 

的环节，任一环节出现故障，都将留下质量隐 

患，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而且钻孔灌注桩属 

地下隐蔽工程 ，其质量隐患难 以查出，极易造 

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 

钻孔灌注桩的质量事故主要由以下几个 

方面造成的 ： 

①成孔施工事故 ； 

②灌注施工事故 ； 

⑧偷工减料 ，虚假施工 。 

其 中③ 可通过严格的现场监理，以及提 

高质量意识等方面来制止。 

现对成孔及灌注过程中常见的质量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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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处理方法介绍如下。 

j．1 成孔施工中常见事故及对策 

1-1．1 机具设备原因所造成的质量事故 

现在建筑市场中所使用的钻孔桩机具设 

备类型较多 ，各具特点，本文以常见的 SPJ一 

300型 (正循环)及 GPS一15型 (反循环)为 

例予以说 明。 

(1)SPJ一300型钻机 该类钻机系用于 

水文成井，改造后用于桩基础成孔施工 ，可获 

较稳定的成孔效率和经济效益。改装后的蔹 

类钻机成孔时，由于桩孔直径大 ，其钻杆与孔 

壁之间的环状断面面积大，泥浆上返流速低 ． 

钻渣排除能力差，岩土重复破碎现象严重 ，施 

工时 ，泥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易造成孔底 

沉渣过多 孔壁泥皮较厚等现象 ，目前许多施 

工单位多采 用延长清孔时间，加稀循环液等 

方法来清孔。殊不知，这样做有时会造成意想 

不到 的问题，如清洗液太稀，护壁困难 ，造成 

坍孔事故等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采用压风机 

清 孔或 改进 灌注时砼 塞的 技术参数 (见后 

述)，利用初灌时砼的势能转换来清除孔底沉 

渣。尤其是后者简便易行 ，在不需增加设备的 

情况下，可排渣彻底 ，使正循环钻进成孔的桩 

孔直径达 1．5m 左右 。 

(2)GPS一15型钻机 该设备为泵吸反 

循环钻进成孔。利用该类设备施工，其工效可 

提高 2至 15倍 ，并且孔径可从 0+5m 至 2m 

以上 ；且各种地层均能钻进 ；孔壁稳定 ，成孔 

质量较好 ；灌注一般来说较为顺利。 

但是 ，相对来说 ，泵吸反循环钻进成孔的 

技术较难掌握 ，技术参数较多，工艺流程较复 

杂 。其常见故障有以下几种： 

①反循 环系统起动困难 ，这 主要是循环 

系统真空度达不到要求或管路被堵及孔 内液 

面太低等原因，应首先检查是 否有机械故障， 

其次检查管路系统是否被堵或漏气 ．降低水 

龙头到孔内液面的高度 。 

②循环中断 ，这主要 是由于管路系统堵 

塞所致。应检查管路 ，调整钻进参数，在钻头 

5R 

的吸口中央横焊一根钢筋 ，以免堵塞钻杆 。 

③坍孔 ，造成坍孔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很 

好地保证 孔 内应有的水头高度 以及泥 浆过 

稀 。若坍孔不很严重 ，只需尽快补足孔 内水 

头，提高泥浆比重和粘度 ，此外 ，在砂层、砾石 

层 中，还可加大护筒埋 深，如果坍孔十分 严 

重 ，必须用粘 土或粘砂 回填坍孔段 ，或者全 

孔 ，待密实后再重新钻进 

相对来说 ，由于设备 问题所造成的故 障 

较易排除。 

1．1．2 地层 原 因所造 成的 成孔 事故及 对策 

(1)卵、砾石层 在卵、砾石层中钻进时， 

可造成反循环一半管路堵死 ，此时可改用正 

循环钻进或用冲击钻进成孔，也可采甩间断 

给进 、间断回转的方法控制钻进。 

(2)活石 所谓“活石”是指淤泥层或松 

散砂土层中所夹的较为巨大的石块 ，钻进时 

仅 接触其一侧少部分，“活石”常被挤 入孔壁 

的一侧 ，然后又慢慢部分或全部“自动”地挤 

入孔内(如图 1)。 

图 1 活 石 活 动示 意 图 

1一 钻 头 }g-- 括石 

活石的存在常常造成：斜孔；钻头提不出 

来；钢筋笼及灌浆管不能顺利放入孔内。 

处理活石的常用方法是提升钻头 ，在 活 

石 处旋转 ；成孔后迅遂下入钢筋笼或增大泥 

浆 比重和粘度 ，提高水头压力等 。 

(3)孤石 孤石是指地层中所央的巨大 

石块 ，有时其直径大于孔径 ，钻进时切割其大 

部或全部。孤石的存在，常会导致：误 为已 

达基岩层 ，停钻 i斜孔 ；用正循环或反循环钻 

进困难等。常用处理方法 ：改用冲击钻进或冲 

抓钻进或者采取补桩等 。 

(4)淤泥层 淤泥层由淤泥 、局部混有粉 

举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砂或含贝壳碎片或含腐植质构成，淤泥污手， 

湿至饱和，具流塑性 。在广东沿海的地下不深 

处大多分布有一层厚度不一的淤泥层 。 

由于淤泥层具有流塑性，囡此在施工过 

程中常常造成缩径、坍孔、埋钻等事故 。钻孔 

桩多采用以下方法处理 ：增大泥浆 比重和粘 

度 ，提高孔 口水位 ，采用三翼单腰带犁式合金 

钻头快速钻进穿过；如发生缩径．则须提升钻 

头至缩径处反复旋转，使其达到要求。若发生 

坍孔现象则按前面所述处理。 

(5)地下溶 洞发育 区 地下溶洞发育 区 

基岩多为灰岩、白云岩等易溶性岩石 呈层 

状 ，并伴有地下暗河 ，倘若在其上建造特大型 

建筑 ，则必须对其下的溶洞予以处理 ．而钻孔 

灌注桩是最优的处理方法之 ～ 在此进行钻 

孔桩旌工时，稍有不慎，则会发生循环液从地 

下 暗河 中漏失，造成其上第四系松散层段坍 

塌 、垮孔等事故，因而 使得其成孔技术较复 

杂 。 

常用的成孔施工方法分二步，即采用变 

截 面长桩身结构 (如图 2) ，两次成孔一次 

灌浆的麓工方案。具体地说 ，基岩面以上的第 

四系钻进成孔的孔径较太 ．采用合金钻进 ，成 

孔后 ，下钢护简，然后在钢护筒与孔壁之间压 

注水泥砂浆 ，压注完毕后 ，需候凝 28d左右 ， 

再进行基岩钻进 基岩钻进 ．若遇溶洞和太裂 

隙发生漏失时，应立刻灌水泥封堵 ，有时须反 

复几次才能凄效 ；若孔底虽漏失，但孔底较干 

净，也可顶漏钻进 }若孔底有较多钻渣时，说 

明该处岩石破碎较厉害，应注入水泥浆护住 

该段孔壁。 

1．2 灌注施工中常见事故及对策 

钻孔桩质量的好坏 ，灌注施工是重要环 

节之一。本文的讨论是以砼质量达标为前提 

的。常见故障有堵管 、导管漏水、夹层、断桩、 

钢筋笼错位等，究其原因，不外乎是 ： 

(1)操作粗心大意 ，如导管连接不 当、砼 

塞过太或过小、导管提升过高、灌注作业因故 

中断过久、钢筋笼绑扎或点焊不牢固、测深不 

准导致导管埋深过大或过小等； 

(2)初灌量不足 ，使得埋管量太 小或无， 

冲洗液从导管底 口侵入 ； 

(3)灌注时垮孔 ； 

(4)孔内冲洗液 比重过大 。 

圈 2 钻孔孔身结构匪 

卜 护 警 ；2 第四 系最 孔 身 {3一 基 岩段 于一深 

由于灌注作业时，地 下情况难以直接 了 

解，因而处理办法应以注意预防为主。首先， 

应严格按操 作规 程．协调好 各工序 ．细心操 

作，密切注意孔口反水情况 ，一旦发现异常． 

应迅速作出判断并采取相应措施 ；其次要保 

证初灌量 初灌后最小埋管应达 I．2m 以上； 
一 旦出现断桩和垮孔事故则必须查 明原因， 

采取补桩或按有关规范进行处理 。 

2 钻孔灌注桩的几个质量问题 

2．1 断桩 

断桩是指桩身在某一部分出现不能连续 

或某一部位的砼严重变质 ，致使整根桩承载 

力大幅度下降，沉降量大大增加。主要是 由于 

操作不慎以及坍孔所致 从实际施工的情况 

来看 ，绝太多数“断桩”是 由于灌注时导管提 

出砼面所致 ，这在发生堵管时极易造成 ，稍不 

留心还难以发现。处理方法是将孔内原先灌 

入的砼清除干净后 ．重新灌注。 

笔者认为上述断桩的处理方法值得商 

榷 、首先，灌浆提 出砼面造成断桩，不一 定非 

把原先灌人的砼清除干净不可；其次 ．通过一 

些技术处理 ，是完全可以接上桩的，当然其前 

提是必须动作迅速 ，在 已灌人 的砼达到初凝 

以前 ，再次 ，由于砼 中的碎石直径 多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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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m，要将其清除出孔外是极端困难的。 

采 用“再次初灌”法可顺利地接上桩 也 

就是将灌浆管插入尚未初凝的原先注入的砼 

中，用足量的砼连接注入，有时还可同时接长 

灌浆管，利用砼势能转化来排除浮浆 ，使桩身 

整体化 在实际施工中，利用这种方法既可确 

保质量，又可提高效率 ，节约材料。这种“再次 

初灌法”的理论依据为 ： 

设灌浆斗距孔内砼 面高度 为 h，砼量为 

712，自由落体加速度为 g，据能量守恒定律 ： 

m gh一 

V— v，2 ( 为注入砼到达孔内砼面 

时的速度) 

注入砼到达孔 内砼面产生的压力 F为： 
， 一 d p

一  

d ( l )
一 一
d (
m 伍 ) 

因此，当 ，足够大时 ，其反作用力亦大： 

— l dp=p2一P =I Fdt ( 为冲量) 
J l1 d I 

所 以增大砼注入量( )、加高 灌浆斗高 

度 (̂)，可增大 F、增大 ，可 以将砼面的浮浆 

清除干净(未考虑阻力)。 

图 3 隔 水塞结构示意图 

1-- 6锯筋吊环；0一檬胺垫匿 

2．2 隔水塞 

隔水塞又称砼塞 ，其隔水性能要求 良好 

并能很流畅地从灌浆管内排出，现在常用的 

隔水塞如图 3， 

‘ 。 。 。 。 — —  。 。 — —  

图 { 钻孔孔身示意图 

由于孔底 的形态大多数如图 4，因此 ，将 

隔水塞的技术规格改为如图 5，则能使孔底 

的沉渣在初灌时 ，被排除得更彻底，使桩身与 

持力层胶结得更好 ．这在端承桩尤其重要 。 

囤 5 改进后的隔水塞示意图 

1-- 9钢筋吊环 }2一缘桎垫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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