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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嵌岩灌注桩的建设水平是影响后续工程的重要因素之一,需要结合当时的建设环境进行调整

和施工,需要相关工作人员以精细化、全程化监管监督为核心,开展科学的建设。在本文的研究中将结合

具体施工环境进行研究,力求能够获得混凝土施工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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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大桥建设中南部与北部的墩柱使

用冲孔灌注桩,共28根,灌注桩的直径为

2.50m,长度为55—58m。需要保证关注的

均匀性和完整性,强化灌注桩的强度和

承载力。北部的主要桩柱底部嵌入风化

岩石的 低点需要保证在1m之上,南部

灌注桩的底部嵌入风化岩石的 低点需

要维持在1.5—3m之间。选择采用直径为

2.7m的钢护筒护壁,灌注C35水下混凝

土。桩周预先埋设3根140mm以下的声波

探测管,按正三角形布设于钢筋笼内侧,

管底距孔底0.5m。 

1 大直径嵌岩灌注桩工程地质

特点 

根据详细的检测结果能够看出,这

一区域的地基建设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1)存在大量的孤石。工程建设中的孤石

有两种类型,首先是分布在第四系砂石

之上,经过地质变化的搬运形成的“滚

石”；其次是花岗岩风华之后,残留在土

壤中的孤石。(2)地基建设中的夹层较多,

由于地球的地质是在不断变化的,其中

风化、节理变化的影响逐渐加深,随着河

流的冲刷作用,形成了强、中、弱不同的

地质层。(3)地基建设的岩石层面较为陡

峭,一部分的岩石层面出现较大的高度

差,其角度变化也十分明显,甚至少数地

区的角度已经在70°—80°左右。 

2 大直径嵌岩灌注桩施工及质

量问题 

针对灌注桩主体的复杂地质成分,

在施工之前需要保证每一个桩基的直径

3m之内进行水下控爆,进而能够将桩柱

周围的孤石爆破,保证桩柱40m之内的岩

石能够全部炸碎,钢筋材质的管桶能够

顺利下城,而对于地下位置的岩石,则需

要采用直径为2.5m的钻头进行冲孔,在

达到建设标准之后去除其中的杂物,安

装高压喷水装置冲洗管道,在微风化岩

石层中进行自上而下的冲洗,保证管道

内部的沉渣厚度在50mm之内,而后进行

混凝土灌注。在成桩之后进行超声检测

能够判断桩柱建设是否能够符合标准。

按照工程既定的建设要求,南、北主墩各

抽2根钻孔桩,在桩身中心位置钻取混凝

土芯。4根桩的混凝土芯密实,且混凝土中

骨料的配比正确,压强强度均能够符合设

计需求,桩基与底部岩石的接触面积较大

且紧密。但在每根桩的三根声波探测管处

底部取芯,却发现桩周边存在软弱沉渣或

沉渣夹混凝土芯,厚度约0.5m。 

3 大直径嵌岩灌注桩施工及质

量问题原因分析 

3.1麻面现象 

麻面现象指的是混凝土凝固之后的

表面出现了麻面和凹陷现象,这种情况

会造成沪宁图表面粗糙情况,形状和“麻

子”相似,混凝土表面的光滑程度不足,

会影响后续的施工进程。这种情况出现

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①在混凝土脚

浇筑之前,没有按照既定的施工要求,混

凝土内部含水量不足、湿度不足,混凝土

凝固的过程中水分流失过多,形成麻面。

②脱模板中使用的脱模剂不符合工程需

求,存在涂抹不均匀的现象,混凝土与模

板之间互相粘连,在混凝土凝固之后形

成的麻面。③混凝土震动的过程中不符

合既定的作业要求,造成混凝土内部和

表面冒出的泡未能够全部消除, 后出

现的混凝土表面气泡过多,形成麻面。 

3.2蜂窝现象 

蜂窝现象指的是混凝土中原材料的

配比与相关标准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石

料与砂浆的比例并不合理,造成蜂窝现

象出现。与此同时,混凝土的不均匀拌

和、不充分拌和也会造成蜂窝现象。并

且,不合理的混凝土切合工艺也会造成

混凝土不均匀混合的现象,影响混凝土

的后续使用与质量。 

3.3漏筋现象 

这指的是混凝土中的一部分钢筋出

现了外露情况,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

因是：①混凝土中的钢筋保护垫出现位

移,在混凝土浇筑的过程中需要安装防

护垫,进而能够保证钢筋的稳定性,避免

钢筋在模板上出现的位置偏离的纤细那

个。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

不确定因素,例如混凝土保护措施不足、

震动工艺不良、混凝土结构出现碰撞位

移现象,钢筋都会外露。②混凝土中的钢

筋比重较大,钢筋排列的密度较大,一部

分石料不能直接渗透到钢筋结构中,造

成钢筋的结构稳定性不足,出现外露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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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③钢筋模板渗透,混凝土的模板不牢

固,互相连接的紧密度不足,材料与模板

之间的距离过紧,出现碰撞现象,钢筋也

会暴露在混凝土表面。 

4 大直径嵌岩灌注桩施工及质

量处理与检验措施 

4.1处理措施 

4.1.1通孔及清洗 

本工程中使用的灌注桩直径为2.0m

左右,在桩柱上设置了小于140mm的声波

检测管,数量在3根左右。一旦桩底的三

个管道互相贯通,那么则可使用金刚石

钻头深入到底部检测,利用高压供水方

式,在桩基底部进行冲洗,冲洗的压力约

为15MPa。而在另外两个管道内部采用通

气方式,增加压力冲洗的水流循环,尽量

清除其中的杂质和异物。当三个管道互

不贯通的情况下,需要将金刚石钻头直

接延伸到底部,使用BW200泵进行深度冲

刷,直至管道流出清水。 

4.1.2压浆 

压浆过程中需要使用25#水泥与膨

胀剂、减水剂进行配比使用,水泥砂浆

的配合比重约为0.4—0.5,水泥砂浆的

比重约为1.8—2.0。当三个管道中的孔

洞互相连接,而后将灌注管道直接延伸

到孔洞的底部,使用BW200泵将配置好

的混凝土直接注入到孔洞中,当孔洞流

出的浆水比重达1.8左右时,可以暂停

灌浆,使用带有水龙头的接头连接预埋

管与灌浆管,向孔洞内注射水泥浆,直

至另外两个孔洞中流出的水泥浆与上

一个孔洞相同。此时可以关闭全部的灌

浆管道,而后将混凝土慢慢挤入管道

中。当三个管道中的贯通性较差,可以

分别向管道中挤入混凝土,而后关闭管

道,向其中增加压力。 

4.2质量检测 

4.2.1取芯检测 

为了保证压浆的稳定性和良好效果,

需要在混凝土凝固之后,重新对关注张

的声测管位置进行取芯检测。通过检测

之后的结果能够看出,桩底混凝土的混

凝土强度较好,且胶结作用良好,建设成

果能够达到国家标准。 

4.2.2物探检测 

取芯研究需要对声测管的检验下端

三个点的位置进行检测,桩底下端0.5m

高度范畴难以获得良好的检验效果。鉴

于此,需要采用物探检测的方式进一步

开展检验工作,查明地基与岩石之间的

接触面积。这种检验深度在国内外均属

首例。本次工程中使用的仪器为SWS-2

型现代多功能检测仪,实施了高密度测

点、等偏移距点反射等不同的方式,能够

大限度的测量工程的相关参数,其测

量分为两个环节,首先是压浆钱测量,其

次为压浆后测量,对两次测量数据进行

对比和分析。 

通过检验能够看出,利用利用桩基

中部测点桩底反射波的往返旅行时间与

桩底周边的时间进行对比,能够得出桩

基的建设效果：(1)桩柱低端进行压浆处

理之后,桩底的密实程度良好,与压浆前

相比具有良好的转变；(2)实施桩底检测

之后的地基接触面积有显著提升,实施

压浆之前的接触面积为74%,压浆之后的

接触面积则为96%。 

根据上文的研究能够得出以下结

论：(1)大直径嵌岩混凝土灌注施工建设

需要保证每一个施工环节的稳定推进,

加强对孔洞的清洁力度,避免出现沉渣

现象；(2)在第一批混凝土冠状之后,需

要保证管道填埋的深度。尤其是在大直

径灌装中,料斗的体积需要进行科学计

算,避免出现灌装连续性不足现象；(3)

利用桩底灌浆处理的方式能够降低灌装

过程中出现沉渣的现象,为压浆工艺奠

定良好的基础；(4)整个灌装环节需要保

证科学合理的建设进程,选择有效的建

设方式,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开展工

程建设,进而取得良好的建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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