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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灌注桩混凝土与泥浆界面检测一直是困扰施工行业的难题，常规的手工量测误差随着空孔段的加深越来越

大。利用混凝土的密度和电阻抗与其它介质不同的物性原理，研发了灌注桩混凝土界面自动检测仪，介绍了仪器

的主要结构组成、软件设计、现场试验等。试验结果表明，该检测仪器能够有效解决灌注桩混凝土灌注过程中混凝

土与泥浆界面检测问题，具有很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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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tection of the interface between bored pile concrete and mud has been a bothering issue in construction．

manual measurement error increases with the depth increasing of the empty hole section．Based on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that the density and electrical impedance of concrete are different with those of other media，an automatic detecting instru·

ment of concrete interface for bored pile was developed．The paper introduces this instrument about its main structure com·

position，software design and the field test．The test resuh shows its good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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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建筑土地成

本随之升高，高层和超高层建筑越来越多，因此城市

地下空间的开发与利用成为了当前城市基本建设的

热点之一，这样直接导致以下结果：一方面作为建筑

基础的形式更多采用钻孑L桩基础，且桩径越来越大、

桩长越来越长；另一方面钻孔灌注桩桩顶埋深越来

越大，且空孑L长度与桩身长度的比例越来越大。以

我们刚完成的武汉长江航运中心基坑及桩基工程为

例：该建筑物由1栋超高层、5栋住宅楼及商业裙楼

组成，4层地下室，基坑开挖深度19～25 m。依据设

计文件，该建筑采用钻孑L灌注桩基础形式，桩径为

800、1000 mm，桩长为63～70 m。由于上部空孔段

较长，桩身混凝土面标高的控制难度较空孔段短的

灌注桩难度大得多。

常规的桩身混凝土面标高量测方法是通过一个

带着测绳的测锤进行量测，测锤质量约1 kg，呈锥

形。测锤通过人工向桩孔内放入，由于混凝土中含

有碎石等粗骨料，当测锤在混凝土中通过时，其测量

人员的手感与在泥浆中的手感不一样，通过这种感

觉确认混凝土面的标高。可见随着空孔段的增加，

混凝土面越来越深，手工量测误差越来越大。

由于混凝土面的标高控制难以精确，待桩身混凝

土凝固，基坑开挖后，坑内桩身柱高低不一，呈“石林”

状。其直接导致的结果是：(1)工程材料的浪费，工程

成本的上升；(2)桩头的截取难度增加，不仅增加运出

和处置费用，而且造成堆放地块的使用，同时坑内施

工工期延长。比如上述武汉长江航运中心基坑及桩

基工程，基坑开挖后，量测坑底以上桩柱长度2～5 m，

平均3 m以上，直接浪费混凝土4093．6 m’。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研究开发一种快速精确量

测灌注桩混凝土与泥浆界面的技术及设备，及时终

止混凝土灌注工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企

业自筹资金，于2013年6月立项进行研发，目前样

机已研制成功，正在进行现场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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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测技术

材料的基本物性参数主要有：密度、孑L隙度、热

性、电性、塑性、强度等，基于易于辨识、检测手段较

为成熟等方面考虑，最终采取物质密度和电性参数

进行监测，即研制一种监测探头，可以直接测量介质

的密度和电阻抗，因为混凝土的密度是2．2—2．4∥

ON3，其它物质如浮浆是1．8—2．2 m"om3、泥浆是
1．0～1．4 om3、水1．0 g／ON3，因此，用密度参数可

以很好地监测出混凝土和泥浆的界面。另外，混凝

土的电阻抗比浮浆、泥浆和水大很多，可以利用电阻

抗参数辅助检测混凝土与泥浆的界面。

3检测仪器的研发

3．1 检测仪器主要结构

本次研发的灌注桩混凝土界面自动检测仪主要

包括地面主机、探头电子腔、设置在探头电子腔顶部

的推杆、设置在探头电子腔底部的绝缘棒、固定套接

在绝缘棒上的第一电极和第二电极、设置在探头电子

腔内的电阻值测量模块和模数转换器，如图1所示。

图】 灌注桩混凝土界向目动检测仪

第一电极和第二电极的导线穿过绝缘棒的导线

孑L后接人电阻值测量模块的两个电阻值检测端，电

阻值测量模块的信号输出端连接所述模数转换器的

输入端，模数转换器的输出端连接地面主机信号输

入端，通过主机显示测量结果。

3．2软件设计

(1)功能：灌注桩灌注混凝土时动态检测判断

混凝土与泥浆之间的界面。

(2)原理：根据检测位置介质的密度和电阻率2

个参数变化来判断。

(3)介质：分为混凝土、沉渣、浮浆、泥浆、水共5

类。

(4)操作模式：一种是在灌注完成后检测不同

深度的介质密度；另一种是正在灌注时动态监测设

定深度处介质密度变化，从而判断是否灌注到桩顶

设计标高。

(5)软件界面：显示随采样次数改变的密度和

电阻率变化趋势图，并根据两者综合计算一个指标，

用颜色显示便于用户判断。

(6)文件保存：密度和电阻率数据历史记录保

存并作为高级分析工具的依据。

(7)图形导出：导出密度和电阻率变化趋势图。

(8)结果列表：根据工程名称文件夹下的所有

文件建立文本文件输出列表。

4现场试验

4．1主要操作步骤

(1)新建文件，输人基本信息。点击工具栏按

钮“新建文件”，弹出基本信息对话框(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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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基本信息对话框

(2)按实际情况输入混凝土样本的标准密度便

于自动判读。点击工具栏按钮“样本密度”，弹出样

本密度对话框(图3)，点击左边按钮检测对应介质

的密度并在右边实测值的文本框中显示相应数值，

中间参考值人工输入作为判读介质的参考数值。混

凝土报警阈值的百分数输入会在检测仪检测密度的

数值达到输入参考值百分比时发出提示音报警。

图3样本密度对话框

可以通过在不同深度多次采集水的密度和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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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的液样实现检测仪的校准，建议至少需要采集

3次以上并记录才能较好地校准检测仪。检测仪在

出厂前已校准，一般不需要用户自行校准。

(3)数据采集。数据采集分为“实时手动”和

“定时自动”2种模式。在“实时手动”模式下，点击

按钮“采集”，软件会显示检测介质的密度，并以不

同颜色显示出来，如图4。通过不同位置的密度变

化曲线从而较好地判断出混凝土与泥浆的分界面。

图4买时手动米集

在“定时自动”模式下，可以设定采样间隔时长

(图5)，检测仪会每隔一定时长采集介质密度数据

自动保存，并在右边的密度曲线记录一个点。这种

模式适用于正在灌注混凝土时动态监测某一深度介

质密度的变化，从而判断是否灌注到桩顶设计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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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定时自动采集

(4)保存采集的数据文件，导出密度曲线图像。

采集完成或打开已有文件后显示界面如图6，右边

显示各个检测位置密度变化的曲线，最右端的颜色

块反应出根据密度判读的介质。点击工具栏按钮

“保存图像”可以将密度曲线图形导出为bmp格式

的图像文件。

4．2现场试验结果

为测试验证仪器的实用性，选取武汉的一个桩

基工程中的80根钻孔灌注桩进行现场实验，实验采

取正在灌注时动态检测设定深度介质密度变化的方

式，即参照连接线缆上的标尺将探头下放至桩顶标

口口日口口、a

r。‘” 薹 一～ |‘，w zi(m) 0000

～■^‘ 156

}t C怖3) 2 4e33‘

‘1：t■

■■■●
' ￡j Ft ’；l■=

__=-■『

图6监测界面

高处，使用定时自动的检测模式检测探头处的密度

变化，同时与传统的测绳测深度的方法进行比较，从

而对比验证本仪器的准确性与实用性。

在现场实验中，我们发现仪器采集所得的密度

数据曲线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如图7所示)，在阶

段一，探头所接触的是泥浆，密度相对稳定；在阶段

二，随着混凝土液面的上升，探头接触到浮浆与沉

渣，采集到的密度数据逐渐变大；在阶段三，探头被

混凝土淹没，密度值再次趋于稳定，即判定混凝土液

面已经上升至探头高度，停止灌注。

图7现场监测曲线

研制的混凝土界面检测仪在现场试验中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与传统测绳测探深度相比，优势明显，

主要体现在：(1)避免人为因素干扰，测量准确、可

靠；(2)由于严格控制桩顶标高，实现精确灌注，节

约大量混凝土；(3)现场操作简单，易用，节省施工

周期。

详细实验数据见表1。

5结语

国内首次提出利用物探技术来解决钻孑L灌注桩

混凝土与泥浆界面的检测问题，它是根据混凝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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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灌注桩混凝土界面检测试验数据

泥浆的物性差异为依据，设计、开发一套检测混凝土

与泥浆界面的快速、方便、简易的仪器设备，可以确

保灌注混凝土面的标高达到设计要求，并且在保证

工程质量的同时，减少混凝土的浪费，缩短施工工

期，降低工程成本。

灌注桩混凝土与泥浆界面检测技术可广泛应用

于桩基施工领域，解决困扰桩基施工业多年的难题，

并有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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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GyroSProcess程序包含软件J6处理、显示、打

印、保存、回放功能及上述新特性，还改进了陀螺漂

移测试功能，使漂移过程可存储、以图形曲线反映漂

移过程；增添初始深度预置功能，结束了操作人员扳

动绞车测量轮来同步深度的做法；为了解程序的适

应性，成功地在Windows7中进行了运行。

由于GyroSProcess性能的增强，必将提高作业

效率，使操作人员精神紧张的程度有所减缓，为测斜

成果的后续利用提供了方便。可以替代软件J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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