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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灌注桩常见问题分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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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对常见灌注桩的缺陷入手，找出造成缺陷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影响成孔及灌注 

质量的有关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提高钻孔灌注桩质量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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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灌注桩的质量问题和因素 

由于灌注桩属于隐蔽工程，大部分是在水下进 

行，影响灌注桩施工质量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是 

工艺技术、设备条件及地质条件的影响，质量检查也 

比较困难，因此对其施工过程每一环节都必须严格 

要求，稍有不慎或措施不当就会产生质量缺陷。常 

见缺陷发生在成孔阶段的有：孔斜、局部缩径、泥渣 

沉淀过多；发生在灌注阶段的有：露筋(钢筋笼的筋 

全部露在外面)、局部露筋、疏松、夹泥夹渣(桩身严 

重夹泥夹渣)、孔洞和断桩等。 

2 灌注桩质量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应对措施 

为了避免和预防上述灌注桩质量存在的缺陷， 

我们应了解产生缺陷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 

的办法和措施，以提高灌注桩质量。 

2．1 采取相应措施，保证成孔质量 

成孔是灌注桩的前期工作，孔的质量好坏直接 

影响到成桩质量，而成孔质量主要受施工工艺、施工 

质量、机械设备的影响。 

首先要摸清地层特性，针对地层采用不同的钻 

进参数。地下成孔具有很大的隐蔽性，不可知的因 

素较多，对于一个新工地，开始时应试用不同钻进参 

数进行钻进，从中选择最优钻进参数。对每个钻孔， 

都要了解地层情况，试用各种钻进参数，求得最佳效 

果，保证钻孔质量。如於泥质层，需用轻压慢转钻 

进，以保径为主，为防止塌孔用浓浆护壁。亚粘土层 

采用稀泥浆快速钻进。在暗绿色亚粘土层钻进，要 

控制切削用量，加快转速和泵量。用清水钻进，防止 

泥包钻头现象。或用喷射刮刀钻头钻进，采用不同 

的泥浆，其目的是使孔壁基本稳定、完整。 

88 

其次是要采取相应措施，预防孔斜和缩颈。从 

软地层钻进至硬层阶段时，容易发生孔斜，必须控制 

好压力、转速，待钻进一定深度后，方可正常钻进，并 

及时进行测斜，发现孔斜及时纠正。必要时配用导 

向钻头或扶正器，对水敏性地层要使用优质泥浆，用 

大一级直径的钻头重复冲扫扩孔，成孔后应在完成 

各种工序后立即组织灌注。原因是水敏性地层吸水 

膨胀后，易造成钻孔缩径。 

为了保证孔的垂直度，应使用先进的施工设备， 

以满足不同直径、不同深度和复杂地层的需要，保证 

成孔质量。同时，为了把好成孔质量关，必须对每个 

工序进行检测，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2．2 研究和改进混凝土灌注工艺 

因施工工艺措施以及混凝土配比等不同，直径、 

桩深相同的桩其承载能力相差很大。为确保混凝土 

强度和承载力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改进泥凝土灌 

注工艺 ： 

(1)改进清孔方法 

孔底沉渣厚度，直接影响着基桩的承载能力，规 

范规定了端承桩沉渣厚度小于50mm，摩擦桩小于 

lOOmm。国外已有不少的清洗办法和专利，如搅拌 

翼和空气清底法，水下泵吸渣法等等。国内主要用 

泵送正循环法清孔，二次清孔主要采用稀泥浆置换 

孔内浓泥浆，这种方法由于泥浆泵泵压和排量不足， 

泥浆上返速度小，不能满足清孔所需要的上返速度。 

往往因泥浆稀释使泥浆性能破坏，泥浆的携渣能力 

降低，泥浆固相成分的沉降，影响清孔效果。因此可 

以使用气举反循环清孔，改变了泵送正循环“稀释” 

型的调浆清孔方式，利用空压机送人的高压气体，在 

预设深度，使泥浆发生汽化，从而降低出水管内泥浆 

的比重，使出水管内外的泥浆产生较大的压力差，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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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渣液产生汽、浆混合液被压出孔外，由于气举反循 

环二次清孔效果受泥浆比重和粘度的影响较小，故 

在成孔时采用较大比重和粘度的泥浆，可保正孔壁 

的稳定性，有效的防止了塌孔和缩颈，同时在清孔时 

采用较稀的泥浆置换，可以洗掉较多的部分泥皮，使 

桩与土体结合密实，提高桩周摩擦力。另外，可以使 

用泵吸反循环配合膨润土泥浆置换法清孔，钻孔结 

束后，将钻头置于孔底以上50～lOOmm处，持续空 

转，采用反循环砂石泵抽吸，及时将孔中含沙量大 

的，容易产生沉淀的钻孑L泥浆用硼润土泥浆置换，待 

反循环砂石泵出lZl见到膨润土泥浆，即表明孔内钻 

孔泥浆液全部被膨润土泥浆置换，确保孔底钻渣全 

部抽出孔外，达到清孔目的。 

(2)钢筋笼的制作、安装起吊严格遵循规范 

首先，对进场的钢筋必须出具合格证或产品质 

量检验报告，同时还应按现行钢筋检验标准取样试 

验，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钢材严禁使用。其次，在成 

孔过程中及时组织钢筋笼的加工制作。钢筋笼采用 

分节制作后搭接焊的方式，接头错开，在同一截面 

内，接头数不超过钢筋总数的50％，同时声测管要 

固定在笼的内部，均匀分布在圆周的四个点上。再 

后，起吊钢筋笼时，吊点要准确，保证垂直度，避免倾 

斜，刮擦孔壁，然后对准孔位缓缓下放。吊装过程 

中，节与节之间进行焊接，保证焊接长度和质量，焊 

接时间不宜过长。 

(3)严格把关，确保混凝土质量 

第一，混凝土的配制材料必须符合要求，水泥的 

质量要保证，粗细骨料的尺寸级配要合理，外加剂的 

选用要适当。第二，科学地设计混凝土的配合比，选 

准试配强度。第三，加强质量监控，对出料质量要随 

时抽检。 

(4)确保导管准确到位 

进行导管的组装时应注意：管体有无损伤与裂 

纹；连接是否良好，密封性是否良好，必要时要做地 

面压水试验；对于法兰盘连接的导管要加焊三角形 

加板，防止盘缘挂笼。 

导管组装完毕后应竖直吊放入桩孑L中，下入到 

距离孔底300—500mm处，下入过程中应防止导管 

挂带钢筋笼而下不到底。 

(5)做好记录，保证灌注质量 

第一，在开始灌注时，首次灌入孔中的混凝土量 

必须将导管底端埋入混凝土中0．8～1．2m；第二，灌 

注中混凝土面标高应有专业人员认真测量、分析。 

在整个灌注过程中做好灌注记录，确定导管埋深范 

围为2～6m，最好3～4m，适当的导管埋深有利于确 

保桩身质量及灌注速度，在准确确定砼面标高的基 

础上确定适当的拔管速度，拔管速度的确定要遵循 

“慢且勤”的原则，绝对不允许导管埋深大于6m而 

不拔管或将导管拔离混凝土面。 

3 加强成桩检测 

对钻孔、灌注各个环节进行质量检测，成桩后还 

要进行桩身整体检测。主要有：(1)静载试验，检测 

单桩的承载能力，绘出试验的P—S曲线；(2)动测 

法，主要有高应变和低应变。高应变法测量动力参 

数对确定桩承载力和判断桩身缺陷是较为可靠的方 

法；低应变法是通过应力传播理论进行桩的检验，主 

要是判断桩身结构完整性；(3)金刚石取芯检测，检 

验桩身状态，不能确定承载力。 

4 结束语 

怎样控制钻孔灌注桩的质量是一项系统的工 

作，应充分认识，严格把关，注重每一个细节。不断 

改进技术设备，提高施工质量与生产效率，应针对不 

同的地层，采用相应的桩径桩形、控制工艺，提高基 

桩承载力，正确及时地处理施工中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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