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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河特大桥大直径超深旋挖钻孔灌注桩施工技术
杨联锋,彭志平,孙智杰

(山西省第三地质工程勘察院,山西 晋中 ０３０６２０)

摘要:蒙华铁路汾河特大桥桩基具有桩径大、钻孔深、地层复杂等特点.在施工过程中遇到了钻孔成孔后缩径、沉
渣超标、钢筋笼位移等问题.通过认真分析探索,总结出了旋挖钻机在松散砂层施工条件下的泥浆配置方法、膨胀

土缩径现象的处理措施、防止钢筋笼位移的有效工具,有效保障了工程质量、降低了施工成本,产生了一定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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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large diameter ultra-deep
rotary bored piles at Fenhe Bridge
YANG Lianfeng,PENG Zhiping,SUN Zhij ie

(Shanxi Provincial Third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Engineering Investigation,J inzhong Shanxi ０３０６２０,China)
Abstract:The Fenhe Bridge pile foundation along Menghua Railway has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large diameter,great
borehole depth and complicated stratum．Many problems have been encountered in the construction such as borehole
shrinkage,higher-than-standard settlements,rebar cage dislocation．By careful analysis and exploration,the method
of mud preparation,the treatment measures of borehole shrinkage in expansive soil,and the effective tools to
prevent dislocation of rebar cages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drilling in loose sand layers with rotary drilling rig,which
not only ensured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but also reduced the cost,achieving some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Key words:rotary drilling rig;large diameter ultra-deep borehole;grouted pile;loose sand layer;control of
settlements;mud gel ratio

随着我国基础建设的高速发展,公路、铁路桥梁

跨度不断加大,大直径超深钻孔灌注桩工作量持续

增长,基于旋挖钻机动力扭矩大、机动灵活、环保等

优势,其 在 大 型 桥 梁 桩 基 施 工 中 的 应 用 越 来 越

多[１－２],但是在松散砂层等特殊地层,大直径超深桩

基施工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３].本文分析了蒙华

铁路汾河特大桥桩基项目中遇到的难点重点、工艺

流程、采取的措施及工程效果,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１　工程概况及地质条件

１．１　工程概况

蒙华铁路汾河特大桥是蒙华运煤铁路专线

MHJ １ １ 标段的重点工程,该桥全长 ７·９ km,位于

山西省河津市西郊,设计墩台 １ ９４ 个,钻孔灌注桩

２ ９４３ 根,总延米 １ ５ ７ ３８ １ m,承载类型为摩擦承载

桩,最大钻孔直径 ２ m,最深设计桩长 ９ １ m,场地地

面标高 ３ ７０~３７４ m.根据工程施工进度要求,首先

施工重点控制性区段(汾河北坝跨汾河向南方向),
此区段桩径为 ２ m,共 ２４ 个墩台,平均孔深 ６ ７ m,
最长设计桩长 ９ １ m,最深成孔深度超过 ９ ７ m.

１．２　工程地质条件

工程地质勘探深度内地层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

风积层,土层为粉砂、细砂、中砂;第四系全新统冲积

层,土层为新黄土、粘性土及粉土;上更新统冲积层,
土层为新黄土、粘质新黄土、粘性土、粉土、砂类土及

碎石类土,局部为第四系全新统人工堆积层、素填

土、填筑土.

１．３　水文地质条件



桥址区地表水主要为汾河河水,桥址段汾河水

面宽约 ３ ５ m,水深 ４~６ m,常年流水,水量受季节

影响变化较大.桥址区地下水主要为第四系孔隙潜

水,主要受大气降水及汾河水补给,其排泄方式主要

为人工抽取.

１．４　不良地质及特殊地质

１．４．１　砂土液化

桥址区部分地段粉土及粉砂为地震可液化土,
见表 １.

表 １　液化地层情况

Table １　Liquified stratum

地　　段 液化地层岩性 埋深/m 厚度/m

DK５２５＋２９０－DK５２６＋１００ 粉土 ４·７~１７·３ １·６~１０·８
DK５２７＋０８７－DK５２７＋４６３·５ 粉土 ９·７~１１·３ １·０~３·５
DK５２８＋２０４·２－DK５２９＋１００ 松散、稍密粉砂 ８·０~２０·０ １·３~１２·４

１．４．２　崩塌

汾河三级阶梯地段黄土陡坎边缘,地形陡峭,高
差约 １ ００ m,黄土垂直节理发育,局部发生小型黄土

坍塌及错落,边坡稳定性较差.

１．４．３　湿陷性

桥址区砂质及粘质新黄土具湿陷性.

２　施工设备的选择

根据工程地质勘查报告相关资料,考虑到本项

目基桩数量多,口径大、超深孔、桩位密集,工期紧的

实际情况,综合比较后,确定采用高效率的大扭矩旋

挖钻机成孔、导管水下灌注成桩的桩基施工工艺方

案.选用的 ３ ６０ 型旋挖钻机具有如下优点:
(１)履带底盘,接地压力小,适合于各种施工工

况,在施工场地内行走自如,机动灵活,对孔位方便、
快捷.

(２)自动化程度高、成孔质量好、效率高.该钻

机为全液压驱动,电脑控制,精确定位钻孔、自动校

正钻孔垂直度和自动测量钻孔深度,最大限度地保

证钻孔质量.
(３)采用静态泥浆护壁的成孔工艺,减少泥浆污

染.
(４)自带动力,缓解施工现场电力不足的矛盾.

３　施工技术要求

按照中国铁路总公司企业标准《铁路桥梁钻孔

桩施工技术规程》(Q/CR ９２ １ ２－２０１ ５)[４]及总承包

方下发的施工技术要求进行施工,详见表 ２.

表 ２　施工技术要求

Table ２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n construction

序号 项　目 质　　 量　　 控　　 制　　 要　　 点

１ 测量放样 钻孔允许偏差:群桩 １ ００ mm;单桩 ５ ０ mm
２ 放护桩 引出十字护桩并保护好,要求中心偏差≤５ mm
３ 护筒埋设 护筒严密不漏水,回填密实,埋深满足施工要求,顶面位置≤５０ mm;倾斜度≤１％;孔内水位宜高于护筒底脚 ０·５ m 以上

４ 钻机就位 有防止钻机下沉和位移措施,对中误差≤１０ mm;钻头直径满足成孔孔径要求

５ 开钻钻进 泥浆指标按钻孔机具和地质条件确定.对制备的泥浆应实验性能指标,钻进时应随时检查泥浆密度和含砂率.针对松

散地层情况,新制备泥浆指标控制在 １·２５~１·３ g/cm ３ 为宜,钻孔过程中做好钻孔记录

６ 终孔检查 钻孔达到设计深度后,必须核实地质情况,孔深、孔径不小于设计值,倾斜度＜１％
７ 钢筋笼加工 单面焊≥１０d:双面焊≥５d;焊缝厚度≥０·３d,并不得小于 ４ mm;焊缝宽度≥０·８d,不得小于 ８ mm;焊渣敲净.主筋间

距≤±５d;箍筋间距≤±２０ mm.钢筋笼连接应做同等条件接头实验

８ 钢筋笼入孔
及焊接

声测管接头严密不漏水,绑扎牢固,间距均匀;保护层误差－５~＋１０ mm;接头箍筋绑扎满足设计和验标要求;钢筋笼平
面位置偏差≤１０ cm,底面高程偏差≤±１０ cm

９ 下导管 导管接头牢固,严密不漏水;控制导管长度和导管节数,导管下口距孔底控制在 ２ ５~４０ cm
１０ 二次清孔 泥浆密度 １·０５~１·１０ g/cm ３,含砂率≤２％,粘度 １ ７~２０ s,孔深≥设计桩长;摩擦桩沉渣厚度≤２０ cm
１ １ 混凝土浇筑 混凝土塌落度控制在 １ ８~２０ cm,保证首灌混凝土导管埋深≮１ m,控制拔管长度,导管埋深控制在 １~３ m;在灌注过程

中,混凝土连续灌注,每根桩的灌注时间宜在混凝土的初凝时间内完成,混凝土浇筑高度高出设计桩顶至少 １ m

４　施工初期发现的钻孔质量问题及原因分析

４．１　施工过程及质量问题

在开 工 初 期 的 １ ７ ７ 号 墩 台,里 程 DK５２８ ＋
１ ６８·３,地层分布从上至下为:粉土、粉砂、粉质粘土、
粉土、粉砂、中砂、粉砂、粉土.松散砂层共 ３ ５ m,孔

深 ８~２０ m 为地震可液化土,桩孔施工时(直径 ２
m、设计孔深 ７８·５ m),采用直径 ２·３ m 护筒,护筒

长度 ５ m,钻头直径 ２·０ m.入孔泥浆性能指标:密
度 １·１２ g/cm ３,粘度 ２ ５ s,含砂率 ２％.该桩孔施工

结果:成孔时间 １ ９ h,安放钢筋笼 １ １ h,安放导管

２·４２ h,安放导管后量测孔底沉渣厚度 ４２ cm,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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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经反复换浆清孔耗时约 １ ５ h,沉渣厚度才达

１ ８ cm,符合规范要求[４－５].混凝土灌注时间较长,
充盈系数大,后经验桩仪器检查,存在质量问题:

(１)３２·５ m 左右处有缩径现象(见图 １).(２)部分

桩在破除桩头后发现有钢筋笼位移现象,最多位移

７ cm(见图 ２).

图 １　３２·５ m 处缩径波形

Fig．１　Borehole shrinkage wave at ３ ２·５m

图 ２　钢筋笼位移

Fig．２　Dislocation of rebar cage

４．２　原因分析

针对孔底沉渣过多、充盈系数超标、缩径、钢筋

笼位移等问题,通过对施工过程和泥浆液的反复实

验、测试和研究对比分析,找到了原因.

４．２．１　缩径问题

地层主要以粉砂、细砂为主,地下水系丰富,潜
水层运动形式为紊流形态,孔壁很不稳定,在潜水层

下部有近 １ m 透水性较差的粉质粘土层,这层粘土

具弱膨胀性,分析发现,粉质粘土地层缩径与时间关

系密切,孔壁的土层被水浸泡后,体积膨胀,钻孔孔

壁一定厚度内的土的含水量近似达到其膨胀含水量

后,停止膨胀[６],会造成钻孔缩径,但不垮塌.

４．２．２　泥浆问题

泥浆性能不能满足单孔施工周期和地层要求,

致使松散地层的护壁效果降低,孔底沉渣超标,部分

层位有扩径现象.

４．２．３　钢筋笼位移

由于在钢筋笼安放过程中两个吊环焊接的不对

称和基台木安放不平稳,造成钢筋笼位移,影响了保

护层厚度及均匀性.

５　旋挖钻机施工工艺的改进

根据上述对施工中遇到的问题的分析,我们着

重从泥浆的固相主材、泥浆用水、钻进工艺、现场施

工过程管理等方面进行改进[７－８].

５．１　泥浆技术改进[９]

首先解决泥浆主材膨润土,联系了浙江安吉、河
南鹤壁、河北张家口、陕西洋县不同产地的膨润土厂

家,各自发送 ２００ 目的优质钠基膨润土样品,使用桶

装矿泉水,按照 １∶１４ 的配比进行泥浆配制,静置 ４８
h后,发现除安吉的泥浆样品外,其余 ３ 种泥浆样品

性能明显下降,尤其是胶体率性能对比差别较大.
水是泥浆的重要组成部分,水质对泥浆的性能有

很大的影响.水中影响泥浆性能的主要因素是可溶

盐的种类和含量,水中含有高价阳离子或过多低价阳

离子都会使粘土水化减弱,泥浆稳定性下降[１０].衡

量水质的重要指标就是总矿化度和硬度,随后我们将

工地用水取样,进行水质分析化验,发现几项指标严

重超标,严重影响着膨润土的造浆率和体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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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从水质分析报告中可以看出钙为 １ １４·３８ mg/L,
镁盐为 ５ ６·９９ mg/L,铵盐为 ０·２８ mg/L,碳酸氢根

６００·８９ mg/L,pH 值 为 ７·５,游 离 子 二 氧 化 碳 为

１ ２·６７ mg/L,这些地下水的离子分子含量对于泥浆

的性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因为钻孔过程中,泥浆不

断的与地下水接触,会导致泥浆中 HO－含量降低,
打破泥浆中原有的 H＋、OH－的平衡状态,pH 值下

降,膨润土的水化效果弱化.同时,地下水中的镁离

子、碳酸氢根离子、铵盐离子均会与现场配置好的泥

浆中的 OH－ 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增加了泥浆中的

固相含量,产生气孔,影响泥浆的护壁性能,致使松

散地层垮塌、掉落,造成孔底沉渣厚度超标、混凝土

超耗.施工水源无法选择,只有通过改良现场施工

用水,之后我们联系了膨润土厂家共同研究价格适

中、操作简便、性能稳定的泥浆处理剂,经过反复试

验,解决了当地水质对泥浆的影响,泥浆的性能稳定

可靠,长时间不分解,增加了悬浮能力.

５．２　桩径保持

钻孔成孔后,停待 ３ h,采用同级钻头进行扫

孔,用钻头将膨胀入钻孔内的粘土部分削去,钻孔的

孔径就能保持规则形态.为了防止由于震动造成钻

头底门打开,在扫孔前把底门与筒体之间用电焊焊

牢,防止孔内事故的发生.通过扫孔保证了桩径指

标,提高了桩身质量.

５．３　泥浆日常管理

改善泥浆过程管理工作,经常保持泥浆的优质、
均匀,以满足成孔、成桩质量.泥浆配置完成后要静

置 ２４ h,不可现用现配,正确使用旋流除砂器除砂,合
理调节底流口尺寸,避免堵塞,力求底流口呈“伞状”
流体.在泥浆池与孔口间设置沉淀池,一孔一清理.

５．４　钢筋笼保护层

为有效控制桩身保护层厚度,保证钢筋笼的居

中位置,在安放上笼前,使用了 ４ 根 ２·５ in(Ø６３·５
mm)无缝钢管平均分布安放于孔内四周,钢管上部

挂钩固定于护筒上,混凝土灌注完成后,将钢管拔

出.此措施避免了因人为操作疏忽,致使钢筋笼移

位的质量通病.

５．５　施工现场管理

５．５．１　依靠制度管理

首先要求所有施工管理人员要不折不扣地执行

各项管理规章制度,项目主要管理人员更要以身作

则.在此基础上,项目部又针对劳动纪律、安全、质

量等方面制定了现场的管理制度,明确了岗位职责,
制定了奖罚措施.制定了班前生产例会制度,科学

合理的组织施工工作.

５．５．２　编制针对性的施工方案

为了能够有计划地进行项目管理,我们在开工

前的准备期间编制了施工方案,由项目主要管理人

员根据现场情况、施工图纸、施工经验等进行编写.
内容包括编制依据、工程概况、工程地质条件、承包

内容、施工方法、施工组织、技术质量、工程安全措

施、文明施工、施工预案等 １ ０ 个方面.
由于施工是动态运行的,所以在施工中会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验证.通过几个项目的情况比

较,凡是有计划的施工方案的项目,施工效果都比较

好,正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个项目完成的

好坏,关键取决于准备工作充分与否,再差的计划也

比没计划好,没有预控则会打乱仗.

５．５．３　把控环节、严格质量控制

项目生产的成败在质量,评价项目最重要的砝

码就是工程质量,在生产中,质量决定了进度、成本、
效益.通过十几年的桩基施工,我们总结出了桩基

工程经常出现的质量问题及质量通病:孔壁坍塌、护
筒底部坍塌、钢筋笼上浮、钢筋笼变形、沉渣过厚、声
测管不通、混凝土超方短方、堵管等.

为了杜绝此类质量事故的发生,从施工源头、施
工过程入手,进行严格把控.根据施工流程的几个

工序,进行细化分解,把原有的 ９ 项步骤分解成 ５０
个小节,每一项小节都有操作标准、检验准则、复检

程序,并且把责任划分到班组或个人.在这 ５０ 个小

节中,一般的程序需自检,重要的流程节点需值班员

进行检查.对于能够认真履行职责的个人或班组进

行奖励,对于屡次有误差的个人或班组要进行处罚,
值班员监管不力的也要进行责罚.

６　改进后的成果

改进后的泥浆质量稳定、可靠,在成孔后 ２０ h
量测,孔底沉渣在 ５ cm 以内,混凝土超耗得到有效

控制,声测管未发现堵塞现象,破除桩头后钢筋笼居

中,未发现有移位现象,保证了成孔成桩质量,缩短

成桩周期,提高了施工进度.

７　结语

在大口径超深孔旋挖灌注桩施工中,由于单孔

２９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２０１ ９ 年 ７ 月　



施工周期较长,常规配置的泥浆性能不能满足成桩

质量要求,尤其在钻进施工松散砂层地层时,会发生

孔壁坍塌、沉渣厚度超标等事故,给施工质量、安全、
进度造成十分重大的影响.通过全面分析地质、水
文情况及现场管理等方面的原因,配置出高粘、胶体

率好的泥浆,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旋挖灌注施工中

经常出现的质量通病.通过制定落实相应的现场管

理制度避免了重复作业、孔内事故的发生,给整个项

目施工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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