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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长预应力管桩施工实践
丁旭亭

(浙江省岩土基础公司，浙江宁波315040)

摘要：根据《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管桩》(GB 13476一1999)、浙江省建筑标准《设计结构标准图集》(2002浙G22)

的规定，预应力管桩摩擦桩的长径比≯100，当用于端承桩或摩擦端承桩且须穿过一定厚度较硬土层时，其长径比

≯80。珲想·伊萨卡管桩工程最长的设计桩长60 m，桩径为550及600嗍，采用4节15 m的桩连接，长径比超过

100，属手起长预应力管桩且地基土层主要为粉土与砂土。通过杭州理想·伊萨卡管桩工程实例，对砂层、粉土层

中超长预应力管桩的施工工艺的制定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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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应力管桩的应用及现状

预应力管桩施工是通过压桩机的压桩机构以压

桩机自重和桩架的配重作反力或桩锤的锤击而将预

应力管桩压入土中的一种沉桩工艺。它具有无污

染、施工文明、场地整洁；施工过程劳动强度低，操作

自动化程度高；施工速度快、工效高、工期短；管桩在

工厂制作，质量较可靠；施工成本较低等特点。预应

力管桩近几年来已被广泛应用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多

层、小高层，20一35层高层民用建筑、大跨度厂房、

电厂、钢铁厂、码头、软土加固等基础工程中。目前，

预应力管桩已在我省建筑工程中得到大量使用，已

是我省桩基发展的主要桩型之一。

一般预应力管桩设计不超过3个节头，4节桩。

根据《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管桩》(GB 13476—

1999)、浙江省建筑标准《设计结构标准图集》(2002

浙G22)的规定，预应力管桩摩擦桩的长径比≯100，

当用于端承桩或摩擦端承桩且须穿过一定厚度较硬

土层时，其长径比≯80。根据地层及设计荷载的实

际情况，有些项目的预应力管桩设计长径比会超过

上述规定，对这些预应力管桩，我们称之为超长预应

力管桩。当地层中遇到砂层、粉土层时，超长预应力

管桩沉桩就比较困难，强行施打时，经常出现桩身结

构难以满足设计承载力要求的现象。此时，常用的

预应力管桩施工工艺往往不能满足施工质量要求。

因此对长径比>100的摩擦桩(端承桩或摩擦端承

桩长径比>80)的超长预应力管桩的施工有必要进

行实践探索，提出切实可行的施工控制措施。

超长预应力管桩与普通预应力管桩相比，成桩

难度更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管桩过长，桩身垂直度不容易控制，造

成桩身倾斜及桩位偏移。

(2)桩身过长，施工至设计标高时锤击数比较

多，极易造成桩头破裂与桩身电焊接头损伤，对桩身

造成损坏。

(3)经常需要穿越粉土与砂土层，沉桩难度大。

(4)沉桩挤土效应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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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想·伊萨卡管桩工程概况

由杭州理想置业有限公司投资开发的理想·伊

萨卡大型住宅小区位于杭州市城东下沙。该小区由

1—13号楼共计13幢高层、小高层住宅组成。该项

目桩基采用预应力管桩、钻孔桩。钻孔桩桩径为

800～1000 n蚰。预应力管桩2344根，分4种类型，

详见表l。

表l预应力管桩一览表

序号 桩型 篇‘= ≮另j冒、

注：总桩数23“根，其中超长预应力管桩1489根。

理想·伊萨卡管桩工程最长的设计桩长60 m，

桩径为550及600 mm，采用4节15 m的桩连接，长

径比超过100，属于超长预应力管桩且地基土层主

要为粉土与砂土。

根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本工程场地地层自

上而下分布如下：①素填土，层厚O．6～3．5 m；②砂

质粉土，层厚o～3．5 m；③砂质粉土夹粉砂，层厚

1．0—11．6 m；④淤泥质粉质粘土，层厚1．2—6．3

m；⑤砂质粉土，层厚0．9～5．0 m；⑥淤泥质粉质粘

土，层厚16．o～26．0 m；⑦粉质粘土，层厚2．4—

13．0 m；⑧粉质粘土夹砂，层厚1．1～8．5 m；⑨粉细

砂、砾砂，揭穿层厚9．0 m。

3施工工艺的改进与确定

由于超长预应力管桩与普通预应力管桩相比，

对工程质量的控制要求更高，按照一般施工工艺进

行超长预应力管桩施工，技术经济各项指标都难达

到要求。为此项目部安排4根桩进行了试成桩，并

对试成桩进行了低应变动测及静荷载测试，以便分

析、改进成桩工艺。

3．1 试成桩

试成桩情况：2根PHC—AB600(100)管桩，施

工桩长为59 m，总锤击数分别为2650、2552击；2根

PHC—AB550(100)管桩，施工桩长为60 m，总锤击

数分别为2666、3064击。

。经低应变动测，4根试桩中PHC—AB600(100)

及PHC—AB550(100)管桩各有l根为I类桩，其余

为Ⅱ类桩。用红外线探头放进管桩内观察桩身，发

现2根Ⅱ类桩桩身质量问题主要表现为：管桩节头

附近破碎或出现裂缝。经静荷载测试，有3根管桩

竖向抗压承载力符合设计要求，总锤击数为3064击

的管桩桩身压碎，竖向抗压承载力未达设计要求。

3．2工艺改进

根据试成桩及动、静测情况，项目部通过向有关

专家请教，并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对管桩结构及

施工工艺提出改进建议。

(1)根据管桩受力情况在弯矩较大处用增加管

桩壁厚的桩，以增加管桩的锤击打能力，保证桩身质

量； ／一

(2)加强对管桩的桩型选择及进功管桩的质量

控制。

(3)对工艺方法做出调整，采取打桩前先在每

节管桩端部2 m处钻超孔隙水压力释放孔等相应措

施。

针对改进的措施，建设单位召集特邀专家及相

关单位的总工程师，举行专家论证会，经专家论证确

定本法可行。

3．3组织实施‘

(1)经过专家论证会讨论后，决定桩身4节管

桩中上部两节管桩换用厚壁管桩：原PHC—AB550

(100)管桩换为PHC—AB550(125)，原PHC—

AB600(100)管桩换为PHC—AB600(130)。经充分

论证和试验后，本工程在1478根桩中采用了厚壁管

桩，共使用2956节。

(2)上部两节管桩在桩端2 m范围内掺加钢纤

维，以增加管桩的抗锤击能力，实际使用1478根桩，

共2956节。

(3)对生产厂家提出更高的质量要求，对每天

进场的管桩由专人进行严格的检查，不合格或有缺

陷的产品一律退货。

3．4超长预应力管桩的施工工艺及技术要求

3．4．1试成桩

在正式开工前，选择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位置安

排一根或几根试验桩，以达到以下目的：

(1)核对地质资料的准确性，以利施工方案的

进一步完善；

(2)通过试验桩的施工，检验所选设备是否适

宜； 一

(3)通过试验桩的施工，检验所采用的施工工

艺的可行性； ‘

(4)确定成桩工艺流程和技术细节及技术参

数；

(5)确定施工的质量控制要点。

3．4．2施工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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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前制定科学、合理的施工顺序，同一幢楼先

施工深的桩位，由中间向两边施工，所有桩必需跳打

一个桩位以上。

3．4．3供桩

根据试成桩情况确定日具体沉桩数。

3．4．4定位放样

打桩前应布置测量控制网、水准基点，按平面放

线定位。设置的控制点和水准点的数量不少于3

个，并应设在受打桩影响范围之外，所有轴线均在其

延伸线上打人标记桩，施工时每天复测该日作业轴

线位置。

3．4．5超孔隙水压力释放孔

施土前每节管桩受锤击的那一端，在距离管桩

端部2 m处用冲击电锤钻一个直径22～24 mm的

小孔。锤击过程中能及时释放地层中由于挤土引起

的超孑L隙水压力，利于保证管桩质量，利于管桩贯

人。

3．4．6桩机就位

桩机设备进场后，进行安装调试，然后移机至起

点桩位就位，桩架安装就位后应垂直平稳。打桩前，

应用2台经纬仪对打桩机进行垂直度调正．使导杆

垂直。每节桩打桩期间都需进行校核检查，随时保

持导杆的垂直度。

3．4．7管桩质量检验

预应力管桩应有出厂合格证，对运抵现场的管

桩应会同监理人员进行复核。桩的外观质量应符合

要求，桩表面平整坚实，不得有裂缝。每根桩在施打

前应对桩进行检验，不合格的桩不得人土。

3．4．8插桩就位

插桩就位位置及垂直度是保证沉桩质量的关

键，尤其是对于超长管桩，垂直度控制更是施工中的

一个重点。吊桩时，要严格遵守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防止打桩机倾斜、钢丝绳从桩上脱落、桩和打桩机导

管撞击及其他人身事故的发生。插桩后，应调正桩

锤、桩帽、桩垫及打桩机导杆，使之与打人方向成一

直线，可使用经纬仪测定就位准确性及垂直度。经

纬仪应设置在不受打桩机移动及打桩作业影响的位

置，并经常与打桩机导杆成直角的移动。

3．4．9检查桩头质量

在打桩前对管桩桩头位置的砼及端板质量，仔

细复查一次，若发现有缺陷的，更换管桩。

3．4．10打桩人土

适当调整锤重、油门，做到重锤轻击，通过每幢

楼施工过程中的经验积累把油门调整到最佳挡位。

增加桩帽内的垫层厚度，经常检查、及时更换。根据

施工经验，第一节桩在桩锤自重作用下即可压入土

中，即使施打，也可能经常发生不跳锤，总锤击数很

少，因此，在确认桩的中心位置及垂直度无误后，徐

徐将锤放上桩顶，直至桩自沉到某一深度不动为止。

在开始锤击作业时，应先进行缓慢的间断试打，直至

桩打入地层一定深度为止。在桩的垂直度得到正确

调正后，即可正常施打。打桩初期如桩发生偏斜，可

将桩拉起修正或拔起再重打。重打时，可能仍会向

原打人方向偏斜，此时可使用坚固的导材按所定方

向导正。

3．4．11 焊接接桩

接桩时要确保上下桩的轴线在同一直线上，其

错开量和间隙应保证在允许误差内。接桩采用电焊

焊接，焊条采用E43型。接桩时，下节桩的地面预

留高度一般为50～80 cm，上下段桩的中心偏差≯5

mm。上下端板应除污、除锈，端口出现金属光泽，方。

可焊接。焊接应分层、对称、均匀、连续施焊，根部必

须焊透，焊接道数不得小于二道，每道焊接头应超前

引弧，注意焊接的始端和终端的焊口处理，表面加强

焊缝高度宜为1—2 mm，力求平滑。焊接后应进行

外观检查，焊缝不得有凹痕，咬边、裂缝、夹渣等表面

缺陷，发现缺陷时应返修，但同一焊缝返修次数不得

超过2次。焊接结束后应自然冷却10 min后方能

施打。

3．4．12成桩困难处理

由于超长管桩周身会产生比普通管桩更大的摩

阻力，桩越长，摩阻力越大，成桩会变得更加困难。

打桩过程中如发现贯人度很小，成桩困难时，不能强

行施打，查明原因并作相应处理后再进行施打。如

果只是因为摩阻力的增大引起贯入度很小时，可以

在桩周身适当浇点水，增加润滑，以利成桩。如果成

桩仍然不顺，可以会同设计等有关部门进行协商，对

桩尖进行改进，提高桩尖切入土体的能力，确保成桩

顺利。

3．4．13送桩

送桩前，将桩杆的下端套在桩顶上，上端置于桩

帽下，起替打作用。根据工程情况确定送桩杆长度，

保证送桩施工时锤、送桩杆和桩身三者的轴线在同

一直线上，减小偏心影响。桩帽下端设置硬木桩垫，

要求厚薄均匀，与桩顶全断面接触，以免桩顶受力不

均匀而发生桩顶破损现象。

3．4．14监测与预防措施

管桩施工对周围有明显的挤土效应，为了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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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对周边建筑物与地下管线的影响，在沉桩区周

围挖防震沟，设置深层土体位移监测点，每天进行监

测，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采取如下措施进行处理：

(1)立即停止打桩作业；

(2)在异常部位设计施工应力释放孑L，孔间距

根据位移变化综合考虑，孔的深度一般为桩长的2／

3：

(3)对日成桩数量进行调整，在不影响总工期

的前提下，减少日成桩数；

(4)向设计部门建议采用开口型桩尖，减小挤

土效应。

3．4．15施工工艺流程图

超长预应力管桩施工工艺流程见图l。

4工程完成情况

理想·伊萨卡管桩工程完工后，静荷载试验桩

数30根，竖向抗压单桩承载力均符合设计要求：

PHC—AB600(100)型桩设计单桩承载力1850 kN，

试验单桩极限承载力3700 kN；PHC—AB550(100)

型桩设计单桩承载力1650 kN，试验单桩极限承载

力3300 kN。低应变检测桩数493根，桩身质量均

符合要求，其中I类桩468根，占95％，Ⅱ类桩25

根，占5％，无Ⅲ类桩。桩位偏位最大尺寸与桩身倾

斜度未超过规范允许范围，桩基施工引起的挤土对

周边建筑物未造成影响。本工程经验收合格并交

付。

5存在问题 一

超长预应力管桩的施工难点在于既要在粉土、

砂层等难贯入的地层中顺利贯人管桩，又要保证桩

定{17放样

桩运至现场 桩身质鼍检查

一I簸核桩化I一超孔隙水压力释放孔卜_!=；F22=一把桩吊至供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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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质量，理想·伊萨卡管桩工程施工中，少部分桩锤

击数超过3000击，容易造成桩身损坏。因此，在砂

层、粉土中顺利贯人管桩，保证桩身质量的前提下，

通过改进施工工艺，如何降低总锤击数值得进一步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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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心钻探规程》修编工作近期启动

本刊讯岩心钻探技术涉及地矿、冶金、煤炭、有色、核

工业、化工、建材等各工业部门，是资源勘查最主要、最直接

的技术手段，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钻探规程是钻探施

工中必须遵循的准则，是实现探矿工程现代化管理的重要基

础。进行岩心钻探规程修编，提出适合我国岩心钻探工作要

求，同时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基本一致的技术规程具有重要

意义。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2(】09]05—0l—Ol号工作项目

任务书要求，勘探技术研究所承担r《地质调查技术标准研

制修订与升级一岩心钻探规程》修编工作。

我国现行地质岩心钻探规程编制于上世纪80年代，一

些内容已经与地质岩心钻探技术最新成果的发展不相适应，

同时在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几乎未有涉及，已经明显严重

影响到地质调查和资源勘探工作。近一年来，规程修编工作

组广泛收集了国内外相关标准资料，结合国内钻探生产实

践，组织专业人员进行了反复讨论。新规程修编工作尝试将

地质勘查行业的国情特点和国外先进金刚石岩心钻探技术

有机结合，加强具有我国特色的创新性成果，如深孔复杂地

层综合钻探、高原缺水地区快速钻探、液动冲击回转钻探技

术的研究总结，吸纳新型全液压钻机、新型泥浆材料、长寿命

金刚石钻头、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最新成果，都科学合理

地体现在新的规程规范中。

钻探规程修编工作由著名钻探技术专家王达教授主持，

赵国隆、萧亚民、陈星庆、汤松然等资深钻探技术专家参加。

(孙建华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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