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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混凝土桩在侯马高层住宅小区中的应用
孟庆霞

(山西省第二地质工程勘察院，山西侯马043000)

摘要：在考虑工程地质条件和投资费用的前提下，介绍了素混凝土桩复合地基在侯马高层中的设计、施工工艺及

处理效果，从而论证了素混凝土桩在侯马地区高层建筑地基处理中的可行性和实用性。

关键词：素混凝土桩；复合地基；高层住宅；地基处理

中图分类号：TU4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428(2009)12一0059一03

App肛cati帅of PIain Concrete Pi王e for High·ri畿R鼯idenoe in Hmm埔A州肘E^『G Qi，垮嘎缸(Tlle Second IIlstitute of

Geolo舀eal粕d En画neeTing Exploration of sha埘【i，Houm shnxi 043000，chim)

Abstnct：Collsidering tlle geolo百cal engineering conditions柚d investment cost，tIIe paper introduced the desi印，con—

stmction technology粕d tlle finaJ e艉ct8 0f the印plicati伽of comp∞ite found觚叩witlI plain concrete piles fh higll—ri鸵

building in Houm，which de咖nst髓tes t}Ie feasibility and practicability of the plain concrete pile f矗foundation treatment

of h岫-rise building in tllis area．

Key words：plajn concmte pile；comp08ite foundation；陀8idence；foundation tr∞tment

1 工程概况

帝景花园住宅小区位于山西省侯马市晋都路

北，小区内包括3栋建筑物，呈品字形排列，依次编

号为1、2、3号。3栋楼均为31层，高约98 m，是目

前侯马市最高的建筑。一期先完成一栋，长宽为30

m×21 m。该栋设计单位为北京中铁工建筑工程设

计院。根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提供的资料，拟建建

筑采用天然地基承载力不能满足设计要求，需对地

基进行处理，经多方面分析论证，结合当地建筑经

验，其地基采用素混凝土桩复合地基进行处理。

2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

该场地位于侯马市浍河高阶地，属河流冲积堆

积地貌，勘察范围内为第四系全新统的人工堆积物

及上、中更新统冲积堆积物，主要岩性为粉质粘土、

粉土、中粗砂；自上而下分为10层，各层物理性状及

岩性描述见表l。

表l 各层土主要物理力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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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范围内浅层地下水为潜水，场地地下水主

要由大气降水渗流补给，初见水位埋深为n．0～

11．8 m，实测稳定水位埋深为9．8—11．2 m，水位的

年变幅为o．5一1．0 m。该场地环境类别为Ⅲ类，为

不冻区，场地土的标准冻结深度为O．50 m。场地土

对混凝土结构无腐蚀性，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

无腐蚀性，在干湿交替的情况下，对钢筋混凝土结构

中钢筋具弱腐蚀性。

该场地土为中软场地土，建筑场地类别为Ⅲ类；

不具有震陷及可液化土层，为可进行工程建设的一般

地段。该场地为非自重湿陷性场地，湿陷等级为I级

(轻微)，湿陷深度约7．O m；地基为不均匀地基土。

3地基处理方案分析论证

3．1 天然地基可行性分析

若基础埋深为7．0 m，则基础底面座落在②粉

质粘土上，其承载力特征值为125 kPa。根据《湿陷

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GB 50025—2004)，②层粉

质粘土承载力特征值经计算深度修正后基底下地基

土承载力特征值为240．0 kPa，而基础底面处平均压

力值设计为500 kPa。因此天然地基无法满足建筑

物稳定性要求，应进行地基处理，以提高承载力。

3．2钻孔灌注桩可行性分析

参照侯马市其它高层建筑，可采用钻孔灌注桩

进行处理。桩径取800 mm；桩端放在⑦层中粗砂

上，即伸入现地表下44．5 m，有效桩长为37．5 m。

经计算单桩极限承载力标准值为6658 kN，需布桩

50根。按当地市场施工费用价格1100形m3(混凝
土)，需投资103．62万元。此方案虽满足设计要求，

但不经济，且施工过程中有泥浆污染，施工噪声大，

工期长。

3．3素混凝土桩复合地基可行性分析

若采用素混凝土桩复合地基，桩径取400 mm，

桩端放在⑤层粉质粘土上，有效桩长为25．O m，单

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为720 kN，这样共布桩480

根，总进尺12240 m，按当地施工费用每延米58元

计算，投资7l万元。

综合以上方案进行比较，采用素混凝土桩进行

地基处理不仅具有投资少，无泥浆、无噪声污染等优

点，更关键的是施工速度快、成桩质量稳定，故选取

素混凝土桩进行地基处理。

4设计参数的比较及选取

设计要求：处理后复合地基承载力标准值《500

kPa。

4．1 复合地基设计参数范围的确定

首先，根据素混凝土桩设计规范、单桩承载力及

施工工艺确定桩长、桩径的大致范围。素混凝土桩

设计时应选择承载力相对较高的土层作为桩端持力

层，此场地第⑤层粉质粘土，承载力为200 kPa，可作

为桩端持力层；一般情况，长螺旋钻机泵送混凝土施

工工艺桩径可取400或500 mm，长螺旋钻机施工桩

长为25 m以下，桩长可取24～25 m。

利用上述桩长、桩径两个参数，参照《建筑地基

处理技术规范》(JGJ 79—2002)中的公式及表2所

列的主要地层参数，计算出不同桩长和桩径下的单

桩承载力、置换率、桩间距、桩数以及砼用量，计算结

果见表3。

表2设计所选取的地层主要参数

表3 设计参数比较及选取计算表

桩径桩长单桩承置换理论桩理沧总混凝 各沣
／m／m载力／kN率m间距／m桩数土量／m3 8 “

从表3中可看出，选取桩长25 m、桩径400 mm

所用混凝土量最少，造价最省。此时计算出的桩间

距为1．28 m，考虑施工过程中许多不确定因素，桩

间距取1．25 m。

4．2布桩及桩体强度

共布桩480根，桩径400 mm，实灌桩长25．6 m，

有效桩长25，0 m，呈三角形布桩，桩fbj距1．25 m。

混凝土标号为c25。单桩承载力特征值为650 kN。

处理后复合地基的承载力特征值不应小于500 kN。

5素混凝土桩施工

5．1 施工准备

因该场地水位较低，开挖至设计标高后，坑底较

湿，为方便施工、节省工期，我项目部果断采取了用

三七灰土硬化施工作业面的措施。实践证明，这一

措施有效地保证施工场地不被地下出水泥浆污染，

使工程得以顺利施工。

 万方数据



2009年12月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61

5．2桩材料及配比

素混凝土桩桩身材料主要为水泥、碎石、砂、外

加剂。此工程桩身强度等级为C25，其施工配合比

为水泥：水：砂：碎石：外加剂=380：190：8ll

：1119：2．85(kg／m3)，该工程材料采用Ps42．5水

泥，中细砂、10—30 mm碎石、奈系高效泵送剂。混

合料坍落度为16—22 cm。

5．3施工工艺

长螺旋钻管内泵压素混土桩施工工艺为长螺旋

钻机钻孔，螺旋管内泵压混凝土混合料成桩。其原

理是从CFG桩衍生而来，主要区别在于素混凝土桩

桩身材料中没有粉煤灰。其主要施工工艺见图1。

现场i通一甲

I I l

l醉泵安装调试I I测定定桩化杯高l 醉陀含比I

I I I
l铺设砼输送管道 钻机发装凋试 水泥、砂fI等料进场J

I I I

I连通钻机软管I I销机就仲I I搅拌站设备l

中 南l
钻至设计标高 做试块卜+

I

f压滞混凝上I

I
边挺，卜铀}J边¨灌骱至枷顶杯商以}jjo(IIIIIn

I

I拔出铺}l至地师I
●

l移动t^机I

图l 曩混凝土桩施工工艺流程图

5．4施工注意事项

(1)堵管。堵管现象，不仅浪费材料，而且增加

工人劳动强度、耽误工期。处理措施是严格控制水

灰比，搅拌时间及混合料在输送泵和输送管中的停

留时间，此外还要注意如下几点：①石子粒径大，水

泥结块时，应严格控制进料，并在混凝土输送泵上加

盖铁篱，并控制铁篱孔径；②如果弯管处选用了小直

径异径接头，应避免大小头接口，并及时清除异径接

头处残余物；③施工不当时，易产生地下水涌入，砂

石回灌形成“石桥”而堵管，此时应先送料到管口，

然后提钻打开料口，下料。

(2)压灌。控制成桩提拔速度和保证连续提

拔，施工中严禁出现超拔。

(3)窜孔。窜孔会直接影响成桩质量，可采用

隔排隔桩跳打防止窜孔。

(4)在施工时经常检查排气阀，保证排气阀门

正常工作。成桩时若排气装置不能正常工作，将导

致混合料有气泡、桩体空心等情况发生。钻机钻至

设计标高后，要先泵送混合料，再提升钻杆，以免造

成桩底空虚，桩长不够。提升至设计桩顶标高以上

50 cm后方可停止泵送混合料。

5．5施工工期

本工程正式施工日期为2008年5月25日一6

月20日，除去雨天等因素，总计施工20天。比其它

桩型施工日期短，且无噪声扰民、场地脏乱等现象，

为此被侯马市评为文明工地。

6素混凝土桩复合地基效果检测

此工程在桩基施工完成28天后，由侯马市工程

建设检测中心进行了桩基检测，检测内容为单桩复

合地基承载力和桩身完整性。

单桩复合地基承载力检测采用压重法静载荷试

验，试验点由建设单位、工程监理现场指定，共检测

单桩复合地基承载力3组，加载至1350 kN时，已到

设计要求加载量，终止加载。综合评定：单桩复合地

基承载力为1350 kN，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500

kPa，符合设计要求。

低应变基桩无损检测的结论是：共抽取49根，

其中I类桩40根，占所检测桩总数的81．6％，Ⅱ类

桩9根，占所检测桩总数的18．4％，无Ⅲ类桩，达到

了桩基工程验收标准。

7结语

素混凝土桩是一种高粘结强度桩的复合地基，

在承载过程中能有效的利用原土地基的承载力，而

且它是一种半挤密性成桩法，能有效地将承载力提

高10％～20％。它采用长螺旋钻机成孔，砼输送泵

压灌注成桩，具有施工无污染、无噪声等优点，且具

施工费用低、投资少等经济优点。因此在现代高层

建筑中，特别是城市内建筑中具有其它地基处理方

法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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