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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孔桩施工中常见孔内事故的处理方法
叶笃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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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丁在铅锤式冲孔灌注桩冲击戚孔中发生孔斜、掉锤、卡锤等孔内事故发生的原因，并介绍J’几种孔内

事故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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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锤式冲击成孔灌注桩的成孔施工，是通过锤

头下落的冲击力破土、破岩而成孔的。因此，在成孔

过程中发生的孔内事故往往有别于用回转钻机钻进

成孔所发生的孔内事故。这里，介绍几种常见的冲

击成孔孔内事故的预防和处理方法。

1孔斜

1．1发生孔斜的原因

(1)机台移位。由于地面不平整、不够坚硬或者

机台没有垫稳固，施工中的振动使机台发生滑动、下

陷等位移，而造成孔斜。

(2)孔内障碍物。如由于旧基础、树头或木桩、

大漂石、探头石(图1)等的影响，造成锤头向相对薄

弱的方向运动而发生孔斜。

孤石

囤1探头石示意图

(3)地层的影响。如遇倾斜的地层、软硬变化的

地层等，容易沿斜面的方向或在软硬不同的地层变

换的部位发生孔斜。

(4)锤头原因。如锤头不周正、不能转动、锤牙

长短不一等。

1．2纠斜的主要技术措施

(1)施工中应经常注意观察，防止孔斜的发生

一旦发现孔斜，应立即进行纠斜。否则，偏斜将会越

来越严重，纠斜也会越来越困难，终将酿成严重的后

果。

(2)由于冲击锤头是铅锤式的，直孔时吊拉锤头

的钢丝绳必然是在孔的中心位置。提拉或下放锤

头，观察钢丝绳在孔内运动的位置变化，就可以判盱

是否发生了孔斜以及孔斜发生的部位和偏斜的大致

方向。

(3)发现孔斜后应立即停止冲击。首先要查明

发生孔斜的原因，拟定出纠斜的方案，做好纠斜前的

准备工作，然后再对症下药进行纠斜。

(4)在土层中纠斜。相对要容易一些。其基本方

法是：在孔斜开始发生的部位的上方，采用低冲程修

打的办法，慢慢进行修孔。修孔时，不能急于求成。

应控制锤头的行程，先在同一深度上不断修打，待在

发生孔斜部位的孔壁上打出一个台阶后，再往下修

打，就容易修直了。

由于锤头一般是瓣状的，与孔壁的接触面有限。

若在锤头底部的外圈焊一圈016 rm或018 mm

的钢筋，修孔就容易得多。

(5)在孤石(包括探头石等较硬障碍物)及岩层

中纠斜，可先用片石进行填孔，填至发生孔斜的部位

(略上方一些)后，再采用低冲程的方法进行修孔纠

斜。

(6)对于在孔壁露出不多．不好修打的探头石．

可以采取加大锤头直径(扩孔)的办法进行修打，也

可以采用回转钻机用桶式钻头将探头部分磨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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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掉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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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掉锤及预防措施

(1)掉锤是指由于钢丝绳滑脱、拉断或者锤把脱

落等原因，而使锤头掉人子L．日。

(二)为丁，防止掉锤，|立经常注意对钢丝绳、绳卡

以及锤把、锤体等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3)选用有锤颈的锤头．并在使用前在锤体上半

部(约1／4处)牢固地加焊一圈粗钢筋，有助于掉锤

时进行打捞(图2)：

训劬

圈2锤头示意重

2．2掉锤的打捞方法

2．2．1锚钩法

加工一个锚钩(图3)，将锚钩下到锤头加焊钢

筋的下方后，反复晃动和试拉锚钩，当锚钩勾住锤头

后，即可上提。

周3锚钩

2．2．2套颈法

用钢筋做一个圆圈，井用若干短钢筋把圆圈焊

到另一个锤头的底面。将钢丝绳用细铁丝扎到圆圈

上并做一个活结。把加工好的新锤下到掉锤的上

方，使钢筋圆圈罩入掉锤的锤颈。用另一卷扬机拉

动钢丝绳，钢丝绳从绑扎的细铁丝上脱落，就牢牢地

套到掉锤的锤颈上厂(图4)，

圈4套颈法示意圈

在冲孔桩施工中，还常见锤体破裂、锤牙崩落掉

块在孔底，或者工具等物不小心掉人孔底。这时，可

用电磁打捞器或采用捞斗、冲抓锥等进行打捞。由

于这类掉物也是回转钻机施工钻孔桩中常见的孔内

事故，本文不再详述。

3卡锤

3．1卡锤的原因

卡锤就是锤头卡在孔内，用冲孔机自身的拉力

不能正常地起拔。

卡锤的原因主要有：

(1)孔底为粘性大的地层吸住锤头。

(2)孔口掉人石块等物，阻碍了锤头的上提。

(3)由于孔壁和锤头都不是溜圆、光滑的(特别

是在坚硬的孤石和基岩中)，锤头被孔壁粗糙、凸出

部位卡住。

(4)在施工孤石和基岩时，锤牙外侧不断磨损，

孔的直径也逐渐变小，下落的锤头象打楔子～样楔

在孔内。

3．2预防和处理卡锤的主要技术措施

(1)在坚硬的岩石中卡锤，起拔的难度较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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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应当尽量避免。施工中应注意经常检查锤牙的

磨损情况。用新焊锤牙的锤头施工时，应先试放(慢

慢放绳)数次，测量新锤能否顺利放到孔底，用低冲

程修孔至孔底后，方可继续往下冲孔。

尽量不用两个锤头轮换施工。如换一个锤头施

工，也应先用低冲程修孔试打。

施工粘性大的地层时，使用较长的锤牙以及往

孔内抛一些砖块、石块等，有助于预防吸住锤头和提

高成孔效率。

(2)锤头被卡住后，应立即测量锤头被卡的位置

(深度)，查阅地质勘察资料和施工记录，回顾锤头被

卡前的施工情况，认真分析锤头被卡的原因，拟定处

理卡锤的方案。然后，对症下药进行处理。

3．3卡锤的几种提拔方法

3．3．1强拔法

使用吊车、千斤顶、葫芦、滑轮组等，增大起拔

力，进行强拔。

强力提拔，应考虑钢丝绳的承受力。如果把钢

丝绳拉断，那就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

用千斤顶、葫芦、滑轮组提拔，不应操之过急。

当施力达到一定程度后，可以保持一段时间(若干小

时)不动，让卡锤部位的应力在抗衡中逐步释放。隔

一段时问后．对钢丝绳的松紧情况再进行观察，视情

施力。这样，反复进行。

3．3．2反弹法

加工或选用一个小锤(直径为孔径的l／2略小，

并有一定质量)，并在小锤上加焊上下2处导正器

(让小锤能沿被卡的大锤的钢丝绳上下滑动)。绷紧

大锤(被卡的锤)的钢丝绳，用另一个卷扬机拉放小

锤．使小锤击打太锤，通过振动并反弹的力量使被卡

的锤松动而拔起(图5)。

3．3．3扩孔法

用回转钻机和桶式钻头进行扩孔，扫掉落人孔

内的石块等障碍物或扩大孔径，然后再提拔被卡的

锤头。

此法受桩孔直径和地层的限制，一般较少采用。

田5反弹法示意田

3．3．4直打法

当锤头在提升过程中被卡在孔的半中间肘，可

以用另一锤头或其它重物往下直接击打被卡的锤

头，使其松动而能拔起。

锤头在提升时被卡在孔中的情形，通常是卡在

已被打穿的孤石、探头石等部位。也有因孔口或孔

壁掉下石块等，而把锤头卡住的。直接击打时，切勿

用力过猛。用力过猛，有可能造成被卡的锤头横躺

在孔内，并嵌在地层中，起拔更加困难。

3．3．5震动法

将填好电雷管及炸药的药瓶置于被卡的锤头底

部．绷紧钢丝绳，通过引爆震动使被卡的锤头松动而

拔起。

震动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处理卡锤的方法。但

使用震动法必须特别注意做好安全工作．应由专业

爆破人员负责操作，严格执行有关规程和规范，要注

意控制药量，防止塌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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