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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了一个显然是按照正常施工过程步骤成桩的败侧。以对整个成桩过程全面调查和 ‘ l 

详细试桩结粜为基础．对陵键质最所存在的问题作／-深l̂细致丹析 提出 _改进挖 I体结 ，／ 笨 1々 
构、改善无循环钻孔灌注桩成扎工艺，对混凝土各个邓节质量控制手段也提出建议 ／9 ．。 

词 戮  删
、 差 鲅 厌镪 锈劂 

成桩指在地下打一深浅不一的孔，确定 整个 214根 桩完成后 ，随机 抽取 4根 0600 

好钢筋笼的位 置，并灌 注混凝土 。成孔工艺 mm桩和 2根 ~1800 mm桩作静载试验 。 

是野外油 田钻井经验的结果 ，在成孔过程 中， 试验结果 为 2根 0800 mm 的桩效果可 

必须将岩土层破碎 ，然后通 过孔 内膨润土泥 以，但 4根 060o mm 的桩其承载力 只达到 

浆循环将岩屑带出孔外。以前已形成两种工 桩基础设计要求的 50％～75％。 

艺 ，即泥浆正循环和反循环 。但现在 一种新 
型的无循环旋挖桩技术已在我国广泛应用。 l 地下地质条件 

文中列举 了一个采用无循环旋挖桩作桩基础 为了获取桩基设计 所需 资料，前期进行 

的不成功的例子。 了地质勘察 ，包括 6个勘探孔 ，4个静力触探 

武汉长江大桥管理中心位于武汉长江东 和 SPT。从地表到桩设计的承力层。可大概 

5 km处，楼高 8层。 分为浮土层、粘土、粉质粘土、粉砂、强风化层 

作为建筑物基础支撑。设计采用钻孔灌 和中风化层，最探勘探孔为 37 m。 

注桩。0600 irtrn的 桩有 178根 ，0800 rain 同时也做 了室 内土力试 验 ，包括 自然含 

的桩有 36根 。采用旋挖钻机成孔 。用静态泥 水量、粒径分 析、Atterberg极 限和 直接剪 切 

浆护壁。为了缩短 工期 ，在无前 期试桩的条 等，勘探结果如表 l示 。 

件下直接打工程桩。 
桩施工约3个月，为了检查桩的质量。在 2 成桩过程 

表 1 野外勘测结果 

深度 土层 W r C ^ 

(rrL) (％) (kN／ ) (kPa) (kPa) 

0～1 浮土 45 8 17．5 1 34 21 0 1 03 28 2．8 15 

1～5 软牯土 43 8 17．8 1 20 20 4 1 04 28 12 18 

5～13 耪质粘土 30 0 18 0．86 16 0 58 24 18 24 

13～30 耪砂 、耪质牯土 22 0 19 0 0 53 16 0 22 32 

30～33 强风化屡 40 

33～37 中风化屡 80 

桩设计成 由摩擦阻力和端承力共 同作用 

来支撑结构的载荷 。 

本文 1997年 8月收到 ，王 梅编辑 

@本文为 1997年新加坡工程事故国际研讨台台议论文。 

桩顶在原始地表下 4 m 处 ，承力层位于 

中风化层 0600 mm 桩单 桩设 计原始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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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 4800,kN，D8001TLrt2桩为 7200 kN，其有 

效长度为 33m。 

桩的现场施工是由一台 R412液压旋挖 

钻机完成的，该钻机配备液压动力系统。挖 

掘过程是由挖斗完成，挖斗与方钻杆相连，用 

来传递扭矩，并在成孔时上下移动，膨润土泥 

浆用来稳定井壁，防止坍塌。 

当成孔到设计探度后(或到很难切割的 

深度)，在孔内下入钢筋笼，用外径 250 mm， 

单根长2 m的钢管联接成的混凝土导管将混 

凝土浇入。 

一 个工作 日能完成 2～3根桩 。但 由于 

工期内天气不好，3O％～40％的工作时间在 

雨天 ，现场施工有时由于大雨而 中止 。 

3 桩试验 

在所有工程桩完成后，抽取了4根 D600 

mm 和 2根 0800mm 的工程桩作静载试验 ， 

具体结果如表2示。 ． 

一  对A和 B桩，其最大单桩承载力满足设 

计要求，表明两根桩桩身摩擦力和端承力是 

完全可支撑加载在桩顶的载荷。但最后，结 

果却不理想 ，0600 mm桩存在严重问题。 

在试验载荷达到设计荷载之前，D、E、F 

桩就完全失败 。根据对 D600 mm 桩承载力 

的理论计算，可以肯定桩身摩擦阻力投有起 

作用 。 

表 2 载荷试验结果 

桩径 植长 设计 载荷 测试藏荷 最终沉降 
植号 混摄 土充盈 备注 

(一 ) (m) (kN) (kN) (mrⅡ) 

A B00 37 18 1 lB 7200 7200 30 

B B00 36 80 l l5 7200 7200 35 

C 600 36 28 l 23 4800 —— 40 停止测桩 

D 600 37．64 l 34 4800 —— —— 桩失赋 

E 600 35．80 1．38 4800 —— —— 植失败 
● 

F 600 36．05 1．30 4800 —— —— 桩 失啦 

注 ：按设计要求 ．在设计蓑荷下 ．桩 的量替沉 降量不超过 40眦no 

为了更深入地分析桩失败的原因，对所 斗直径越大，则桩孔外部清洁率越高。D6o0 

有试验桩进行动载试验．结果 D800 mm桩 1TLrt2的桩的活塞效应比 D800 mm更经常和 

其桩身良好，而 D6o0 1TLrt2桩在地下 12 m～ 严重。发生孔塌后，若清孔不完全，桩尖将残 

15 m处桩身有碎片．该深度为软粘土到砂层 留着很橙散的沉淀岩屑，最终沉降可能就比 

的转换层 。 正常值大得多。 

4·对事故桩的讨论 

通过全 面分 析整个 桩施 工过 程其结 果 

为：造成该桩不合格是由于质量上偶然的失 

误。 

(1)在 D600 mm和 D800 mm桩中混凝 

土的过盈 是很大 的，特别是对 D6o0 mm 的 

桩 ，很显然在成孔 时发生 了孔塌 。其原因主 

要是由于挖斗沿着孔壁快速上移而引起的活 

塞效应 。 

尽管挖斗是按其外周与桩横截面边沿之 

间的间隙20 mm--30 mm制造的，但如果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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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混凝土灌注质量控制原则，混凝土 

导管应连续减 短 ，并保 证至少 3 m～5 m 长 

的导管应插入混凝 土中，以避免混凝 土桩身 

的不连续 ，分析灌注记录后，D600 1TLrt2桩不 

连续段发生在离桩 口 13 m～15 m 深处 ，是 

由于采用不正确的缩短导管方法。同时在 

13 m～15 m 土层 中混凝 土流失严重。 

(3)最后是因为在雨季施工，且混凝土为 

现场搅拌，使用的压碎砂石自然湿度比较高， 

导致了实践中与实验室不同的水灰比，在此 

时 ．应对水灰 比作一些调整。动测试 验结 果 

表明混凝土强度没达到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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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议 

1)使用旋挖钻孔灌注桩技术取代以前的 

正反循环成孔技术是一个很重要 的发展 ．为 

了获得高质量的钻孔桩，建议采用如下措施： 

(1)在挖斗制造时．通过减少挖斗体的外 

径 ，排除活塞效应，环形间隙最好在 40 mITl 

～ 5O mm。同时，增加在挖斗的底边一侧凸 

出切削刃尺寸，以保证成孔尺寸。 

(2)挖斗应平缓移动，不．论上或下移，特 

别是在非固结土或很软的土中。以避免活塞 

效应 ，影响钻孔的稳定性。 

(3)在提升前，顺时针和逆时针小角度轮 

流旋转挖斗。 

(4)在挖斗体内设计一装置，以减缓水 

压，为平衡当挖斗上穆时，其上、下端泥浆压 

力的差别。 

2)为了确保井壁稳定，使用膨润土泥浆 

时，合适的泥浆特性和必须的补充方法也很 

重要。 

(1)泥浆必须有很好的悬浮特性 ，防止钻 

孔底部沉淀。 

(2)在灌注混凝土前检查膨润土，若有必 

要，则采用除砂措施，在一定限度内清除，以 

避免桩柱内的泥浆和砂包。 

(3)在下入钢筋笼后和混凝土灌注前，采 

用新膨润土泥浆替代钻挖时用膨润土泥浆， 

进行再次清孔。 

3)同时 ，正确 的混凝土灌注也是保证 桩 

体质量的必要手段。 

(1)尽可能的缩短成孔完成后 与灌注开 

始前的间隙时间 

(2)精确计算缩短导管的时间，以保证至 

少3 m～5 m长的导管畏投在馄凝土上部平 

面下 。 

(3)准确记 录每一规则间隙的混凝土灌 

注量，混凝土充盈量为灌注施工提供一直接 

指导。 

4)最后，本文所讨论的这一桩事故之例， 

也提醒合同方不能在投有试桩结果之前，进 

行工程桩施工，特别是在甲方要求缩短工期 

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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