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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隔离法实现大斗砼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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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钻孔桩施工中普遍采用吊斗法灌注砼，其突出的

问题是锅斗容积小．吊斗受撬斗所限，一般做得也较小，其盛

料量一般≯1．O m3。在灌注过程中．吊装一次砼，其灌注冲

击力相应较小，每斗的灌注时间短，对孔内砼来说“静”的时

间大于“动”的时间，将给连续灌注带来一定的困维，因此一

般灌注总时间长，搅拌机效率也低。另外．搅拌机分槽搅拌

不可避免地出现的砼质量差异也不能在盛料斗内“融合消

化”，使得砼质量稳定性不好，这些对水下砼灌注极为不利。

解决上述问题．最经跻并且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将吊斗

容积加大，但吊斗加大后．每次吊运的砼量加大，作为承接器

的漏斗会“吃不消”，而且一旦出现灌注不怕，则会因掘斗接

收不下大量的砼而满溢浪费，同时也给孔口操作带来不便。

为此，我们在吊斗容积加大的同时，在吊斗内下部顺砼流方

向垂直设置一隔板，将吊斗盛料室下部分为左右对称的两个

室，每室容积约1．O m3，两室人口通用，出口集中并分别设置

阀门控制，该隔板除起隔离作用外，还起保强作用。这种吊

斗加工方便、结构简单、整体牢固、使用安全，可同时盛料，同

时或分别卸料。其结构见图1。

在灌注过程中，吊装一次砼量可达2．0—2．5一，对于一

般的漏斗，可分两次将砼灌人：即先打开盛料室l阀门，待其

内砼即将灌完至漏斗底口时，迅速打开盛料室2阀门，连续

不问断地将盛料室2的砼灌人孔内。如发现灌注不畅或橱

斗内不能再倒人盛料室2的砼时，可厦时地将吊斗卸下，待

圈1隔离式吊斗示童圈

处理后续灌。另外，视当前孔内情况吊斗盛料亦可多可少，

灵活机动。采用隔离法实现大斗砼灌注，对搅拌机可宴现高

效运转，灌注作业速度加快，对水下灌注砼提供了质和量的

有力保证。

实践证明，使用隔离法进行大斗砼灌注操作简单，效果

好。灌注总时间缩短，一般灌注一个孔可压缩时间25％～

50％，并且基本杜绝了以往困小灌注量而出现的堵管、灌注

不畅等现象．灌注质量和桩身质量大大提高。在施工中，如

果使用双斗交替吊运，可使难注施工更加紧凑，这种灌注法

赢得了业主、监理和施工人员的一致好评，不仅可用在正常

灌注施工中，也可用在大砼量初灌。如果条件许可，吊斗还

可做得再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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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锥改形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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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口径金刚石钻进特别是绳索取心钻进中。断钻、脱

扣是经常发生的孔内事故，在断脱钻杆、钻具处，又因孔璧的

轻微坍塌、掉块而堵塞断钻事故头．用现有的平头公丝锥打

捞时，丝锥头恰好顶在事故头堵塞物上，根本无法“吃上”断

钻而重新造扣，从而使打捞无效。对于用母丝锥打捞时，由

于断钻钻杆斛靠孔壁或被掉块堵塞，丝锥平头顶在事故头

上，也无法造扣打捞。根据我们多年的施工经验，把丝惟平

头切割成“马辟形”头(如图1)。即可解央这一问题。

圈I丝罐头示●田

在用“马蹄形”头丝锥打捞时，丝锥转动靠“马蹄形”头的

斜面把堵塞物旋上，使丝锥能够“吃上”断钻钻杆而造扣．从

而使打捞成功。

由于现有的丝锥都是平头，在处理事故时，只好用简易

设备把平头剖成“马蹄形”，而如此简单地加工，存在以下问

题：一是割日不光滑影响打捞效果，二是影响丝锥性能，三是

费时费力。建议生产厂家出厂丝锥时。能把平头丝锥改做成

“马蹄形”头丝锥，以更符台打捞断钻事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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