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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自来水公司生产调度中心大楼钻孔灌注桩后注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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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福州自来水公司生产调度中心大楼钻孔桩施工中后注浆技术的应用实例，阐述了后注浆技术的应用

目的、施工工艺、及后注浆技术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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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概况

福州自来水公司生产调度中心大楼系一座集商

业、办公为一体的综合性大楼。地面建筑21层，地

下室l 5层，高度80m，总建筑面积l舯00 m2，框剪

结构，基础为钻孔灌注桩。场地内岩土体自上而下

为：人工填土，粘土，淤泥，牯土，泥质碎石，残积砂粘

土，强风化、中风化花岗岩层。基岩面起伏变化较

大，中风化岩面高程(罗零)一13．64～一60．29 m。

本工程为一级桩基工程．设计桩径800 mm，持力层

为强风化、中风化岩层。根据持力层埋藏深度，场地

划分为3个区，各区内又分A、B、C类3种桩型。

I区(无强风化岩层)：A、B型桩长<45 m，嵌

入中风化岩深度1600 rnrn。

Ⅱ区(有强风化岩层)：A、B型桩长<55m，C型

桩长<45 m，嵌入中风化层深度为800Ⅱ1Hl。

Ⅲ区：A、B型桩长约55 m，C型桩长≥45 m，桩

端持力层为强风化岩。

A型桩设计要求桩端后注浆，计108根；B型桩

不要求后注浆，计25根；c型桩为抗拔桩，不注浆，

计40根。

2钻孔灌注桩后注浆目的

钻孔瘫注桩后注浆就是直接在桩孔中埋设或在

钻孔灌注桩的钢筋笼上绑扎1～2根直径20～25

nm的铁管，随钢筋笼一起下到桩孔，待桩身砼养护

到一定龄期后，通过预埋的铁管注入水泥浆液，对桩

端和桩侧岩土进行加固。以达到减少沉降，提高承载

力目的(如图1所示)。本工程设计单位要求对108

根A类桩进行后注浆，藉以消除桩基施工中产生的

沉渣，孔壁泥皮、桩底及桩周岩土体软化等隐患，提

高单桩承载力。降低工程造价。

钻孔灌注桩 琏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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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l后洼浆技术提高单桩承载力分析圈

3后注浆施工工艺

钻孔桩后注浆技术工艺：注浆管制作安装一预

压注浆通道一压水试验一压力注浆。其中预埋注浆

管是注浆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前提，而选择合理的

注浆工艺参数是关键。

3．1注浆管制作与安装

本工程A型桩多为较长的嵌岩桩，为防止出现

可注浆性差、预埋管成功率低等问题，应采取以下措

施：(1)注浆管出浆孔布置分2段．兼顾桩底和桩周．

位于桩端部分出浆小孔分布较密，而上端桩侧部分

则宜稀。(2)成桩3～7天后即对注浆管进行预压

裂，以形成注浆通道。(3)注浆管出浆孔外表面采用

旧自行车内胎包扎，并用22号铅丝缠扎牢固，管箍

要焊满，保证不漏水。下管时应充满水下放，保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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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压力平衡，管端要加堵头封堵密实。(4)孔口注

浆管应低于地面200～300 nllTl，以防钻机移位时碰

断注浆管。

3．2压水试验

压水试验是压浆工艺的一道重要工序，它有以

下作用：(1)预压疏通注浆通道。(2)将桩端沉渣及

孔壁泥坡推压至加固范围外或将其压实。(3)检查

注浆管间的联通性，以便采用相应措施，确保注浆均

匀有效。(4)确定浆液起始浓度及初压浆力。(5)检

查设备密封系统是否完好。

本工程压水试验水量控制在0．5～O．6 m3，时

间3～5min，

3．3注浆施工

当注浆施工全面展开时，应针对各桩持力层性

状、沉渣厚度及成桩等因素，结合压水试验资料，选

择最佳注浆技术参数。

在试验开始阶段，逐步增加注浆，绘制注浆量和

注浆压力之间的关系曲线(如图2所示)，当注浆压

力升至某一值而注浆量突然增加时，表明地层结构

发生破坏，此时压力值可作为注浆压力的控制标准。

围2注浆压力和注浆量之间的关系曲线

本工程注浆技术参数如下：

压水压力l～4 MPa；注浆初压2～4 MPa；正常

压力3～5Ⅷa；终压5～10 MPa；浆液浓度水灰比

为1．5：1～0 6：1；水泥浆搅拌时间1～3 min；注浆

时间1～2 h．每桩注浆间歇时间应大于或等于注浆

时间；每根桩控制注浆所用水泥量≥l 5 t。

为了提高固结体抗压强度，可在浆液中加入适

量三乙醇胺[N(QH40H)3]与氯化钠(N。a)]复合

外掺剂。

注浆工艺及参数选择还应根据现场注浆过程压

力变化及时调整，以确保注浆达到预期效果。

4注浆效果

如表l所列，本工程随机抽检静载荷试验，A型

桩(D800 mm)3根，单桩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均超过

9000 kN，达到设计要求。38号桩最大加载时，累计

沉降15，45 mm，残余变形6．71 mm；103号桩最大

加载时，累计沉降21．34 mm，残余变形ll 46 nlnl；

129号桩最大加载时，累计沉降8．40 mm，残余变形

8．20 rm。
上述数字说明，桩身完整，沉渣甚少，桩端砼与

基岩接触良好，注浆效果显著。

5结语

实践证明，本桩基工程应用钻孔桩后压浆技术

处理．能明显改善桩端和桩周土性能，减少桩的沉

降，提高桩的承载力，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表l静荷载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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