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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灌注桩事故处理实例

唐世杰

　　在多年的钻孔灌注桩成孔和水下灌注砼施工中，我们曾遇到并有效地处理过多起工程事故，现
将典型的实例介绍如下。

1　成孔中脱埋钻具事故处理

1.1　事故概况 
　　1994年，我公司在广东省高速公路桥梁桩基础施工中发生2起严重脱埋钻具事故。施工区钻遇岩
层：0～20 m为全风化或强风化泥质砂岩、砂岩、花岗岩，透水性强。降水期地下水埋深约0.4 m。 
　　事故1：因山洪爆发，泥浆池被冲垮，浆液性能变差导致上部孔段(约4 m)完全坍垮，22 m钻杆

及 1.50 m翼状钻头埋入孔内，坍塌物约6 m厚，地表钻机陷落约2 m。 

　　事故2： 1.50 m双腰带翼状钻头及联接的11 m 168 mm钻杆(插齿式联接)脱落掉入孔内。孔深
20.20 m时，因开始打捞未果，加之该孔正处于国道路肩，交通车辆频繁，车辆经过时对路基振动引
起了孔壁坍塌，钻头上覆坍塌物约3 m。 
1.2　事故处理 
　　最初采用钻杆水力冲浮坍落物的方法处理。因坍塌物多为块状强风化岩石，仅靠泥浆泵水力不
能冲成小岩屑而被排出孔外，故强力提拔时被埋钻具无丝毫上提迹象。 
1.2.1　拟定方案 
　　因降水期不能采取人工造壁清挖孔内埋覆物的处理办法，加之工期有限，不可能推迟到非降水
期再行处理。因此，拟定以下处理程序： 
　　(1)重新修整已坍陷地盘，并定位安装钻机；采用特制钻具套扫被埋钻头以上的坍塌物；强力提
拔事故钻具。 

　　(2)由于孔内遗留以插齿卡销式联接的 168 mm钻杆，须采用较大级钻筒套嵌在遗留钻杆外并联
接一个全面钻进回转钻头，方能清扫孔内埋覆物。 
1.2.2　方案实施 
　　首先用“孔底照像”法摸清孔内遗留钻杆上顶已偏离钻孔中心，贴近孔壁最小短离仅15 cm。据
此情况，设计制做了锥式偏心钻头(镶硬质合金)和与其相联接的套钻杆粗径管，使其既能顺利嵌套偏

离中心孔位的钻杆顶部，又能回转清扫孔内坍塌物。粗径管采用 300 mm导管，总长12 m，法兰联
接。整套钻具孔内工作状态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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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钻具孔内状态示意图 

1-主动钻杆； 2- 168 mm钻杆； 3- 300 mm导管； 

4- 168 mm脱埋钻杆；5-偏心钻头；6- 1.5 m钻头

1.3　效果 
　　使用该套钻具先后套扫上述埋钻事故钻具，分别以10 h和22 h清除了埋深3 m和6 m两处的全部孔

内坍落物。清扫操作同一般扫孔。待孔内沉渣冲净后，将丝锥顺 300 mm导管下入并套紧遗留钻
杆，经钻机强力提拔，均一次性将钻具拉起。

2　灌注导管卡埋事故处理

2.1　事故概况 
　　在某高层建筑工地钻孔灌注桩施工中，施工孔深27 m，桩长24 m，桩径700 mm。由于灌注砼料
在运输途中颠簸而离析，引起灌注不畅。经处理无效，被迫在已灌桩长12 m处停止灌注。后经扫孔
处理又重新安装钢筋笼、导管。二次正循环冲孔期间因故停泵约8 h，孔内残留沉渣与水泥灰颗粒沉
淀并凝固住导管和钢筋笼，造成导管被埋事故。该导管直径250 mm，正丝扣联接，总长28.5 m，除

底管长6.0 m外，其余各节均长2.5 m。被埋在孔内的尚有长16 m的12根 14 mm筋钢笼主筋。 
2.2　处理方案的确定 
　　(1)用液压千斤顶强力拔断上部导管；(2)拔出钢筋笼主筋；(3)安装具有正、反转，大扭矩的
GPS18型钻机逐段套扫清除残留砼渣凝固物；(4)采用特制的带有弹性卡的容管筒套卡导管联接帽并
反转松开联接丝扣，分段套取导管至地表。 
2.3　方案实施 
　　(1)铺垫好孔口枕木，安装2×1000 kN (100 t)液压千斤顶，一次性强拔被埋导管10 m。 
　　(2)根据下入导管记录和导管断头的位置绘制孔内导管联接的剖面图，并计算出孔内导管联接头
处距地表某一标志物的准确深距，以备正转套扫到位后，下弹性卡反转松开联接丝扣盘时参考。 
　　(3)重新安装钻机就位。 

　　(4)用钻机主卷扬提出钢筋笼主筋后下入专用套扫钻具，其结构见图2。 600 mm过渡锥形钻头

联接 400 mm容管筒，筒长5.5 m；套扫钻头内表面和底唇分别镶焊排形硬质合金，过渡锥体部分锥
角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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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专用套扫钻具 

1-主动钻杆；2- 168mm钻杆；3- 400mm容管筒；4-弹性卡；5-锥形扩大钻头

　　(5)下入套扫钻具，在正转套扫时暂不焊接弹性卡。当导管顶头接近容管筒底端时回转钻具应特
别小心谨慎，正常套入大于20 cm后按常规扫孔操作，直至导管头顶至容管筒顶端。套扫到位后要大
泵量冲孔一段时间，然后上提全部套扫钻具至地表。 
　　(6)在容管筒下端已确定好的位置加焊好弹性卡。4片对称布置，且每片只焊接下接口，而上接口
靠紧容管筒内壁。每片弹性卡中心对称线上镶焊一排锋利的硬质合金，并须保证弹性卡最小夹持直
径小于导管丝扣帽外径15～20 mm，以便使弹性卡具有足够的卡夹力旋开导管帽的联接扣。 
　　(7)开泵逐段下入套扫钻具，如遇阻可反转晃动离合器使导管头套入容管筒中。 
　　(8)根据遗留孔内导管联接剖面图和套扫钻具弹性卡的位置，准确计算出弹性卡置于待旋松导管
帽位置时的机上余尺，并以此机上余尺悬吊钻具反向旋转套扫钻具10～15圈后下放钻具，使旋开导
管帽挤入弹性卡上部容管筒中。上提钻具即可将2节(5 m长)导管套取上来。 
　　重复如上步骤，18.5 m长遗留导管共套取8次(其中2次由于弹性卡夹持力不足而失误)，效果十分
满意。多数导管仍保持原样，碰损的导管经简单修复后仍可正常使用。

3　几点体会

　　工程实践证明，无论组织实施任何规模的工程，不论施工难易与否，要想获得优良的工程质
量，首先必须严格执行有关工程施工技术规范和要求。对于钻孔灌注桩施工，还应特别重视预防孔
内事故。因此，笔者认为，在施工钻孔灌注桩工程项目时，预防和处理孔内事故关键应抓住如下几
点： 
　　(1)始终坚持预防为主、处理为辅的指导方针，工程施工中不得有任何疏忽大意的思想和行为。 
　　(2)施工机具必须完备，以确保事故率降到最低限度，一旦发生事故要能做到及时处理。 
　　(3)要重视泥浆性能的维护和调整，及时补充泥浆，以确保孔壁完整、稳定。 
　　(4)孔内钻渣不得沉积过厚，否则一旦发生钻具折断或脱落极易导致严重埋钻事故。 
　　(5)发生孔内事故后，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处理，以免拖延时间直至超出孔壁稳定期而造成更
严重的坍孔埋钻事故。 
　　(6)遇复杂脱埋钻具事故，要认真分析事故原因，采取有效的处理方法，使事故造成的损失降到
最低限度，并保证整体工程质量达标。 
　　(7)防止在灌注砼时出现孔内事故，一是确保灌注导管的密封性良好，二是确保进入到灌注漏斗
的砼料具有良好的和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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