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3卷第8期

2016年8月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Exploration Engineering(Rock&Soil Drilling and Tunneling)

V01．43 No．8

Aug．2016：77—80

复杂地质条件钢管立柱灌注桩施工技术
刘波明吣，郭优腾∽，李春生1，2

(1．江西省地质工程(集团)公司，江西南昌330029；2．赣中南地质矿产勘查研究院，江西南昌330029)

摘要：钢管柱逆作法在超大超深基坑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钻孔桩与钢管柱的有效结合，大大缩短了工期并降低造

价，而施工中钢管柱的垂直度控制是钢管柱施工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为使钢管柱的垂直度满足设计要求，保证

施工质量，通过采用旋挖钻与冲击钻有机结合在复杂地质条件下的钢管立柱灌注桩施工的工程实例，归纳、总结并

提出该技术在钢管立柱灌注桩施工的工艺方法和控制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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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eel pipe column reverse construction method is more and more widely applied in ultra large and ultra deep

foundation pit，by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bored pile and steel pipe column．the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cost are greatly

shoaened．The verticality control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icators of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steel Dipe column．In

order to meet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on the verticality of steel pipe column and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with the

engineering case of steel pipe column grouting pile construction by the combination of auger drill and percussion drill in

complex geological conditions，the paper summarizes and puts forward the technological process and control measures for re—

vers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steel pipe column grouting pile construction．

Key words：steel pipe column pile；reverse construction method；bored grouting pile；steel casing；verticality；au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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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高层建筑、港口码

头、桥梁基础工程13益增多，地下工程愈来愈多，开发

和利用地下空间的要求日显重要。为减少施工对环

境的影响，节约材料，降低施工成本，在开发利用地下

空间时采用围护一永久结构一体设计，钢管柱逆作法

在超大超深基坑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钻孑L桩与钢管

柱的有效结合，大大缩短了工期并降低造价。本文结

合昆明置地广场工程项目的钢管立柱灌注桩施工实

例，详细介绍了该工程在有杂填土、素填土、淤泥或溶

洞等复杂地质条件下的钢管立柱灌注桩施工中，采

用较长钢护筒作为护壁结构，旋挖钻和冲击钻结合

成孔工艺手段，克服了复杂地质条件对施工质量的

不利影响，优质高效地完成了施工任务。

1 工程概况

1．1工程项目情况

昆明置地广场工程建筑占地面积为19667 m2，

地面以上建筑主要为城市综合体一幢高275．5 m

(53层)、高层住宅一幢150．7 m(49层)、裙楼24．6

m(5层)，基坑开挖深17 m。基础采用钻孔灌注桩，

抗压桩桩数134根，桩径0．8—1．4 m，桩长30—50

m，人岩深度平均约4 m。地下室立柱直径0．5～
0．6 m，与桩基同导管一次性灌注。

1．2工程地质条件

拟建场地地质条件复杂，地表层主要为人工填

土层，由杂填土、素填土组成；上部为第四系的冲、洪

积，坡、洪积地层，以圆砾、粘性土为主，表层分布少

量淤泥，中部以河、湖(沼)沉积地层粉土、粘性土、

有机质粘土等为主，下部为残积红粘土层；下伏基岩

为石炭系灰岩。溶洞分布于破碎灰岩层中，洞内由

大量粘性土、粉土等填充，充填物状态为湿，可塑状

态，高压缩性，钻孑L揭露溶洞垂直高度为1．7一10．5

m，分布于场地东北角，溶洞顶、底板岩体较为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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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设计要求

抗压桩要求桩端进入持力层较完整中风化灰岩

不小于0．5倍桩径，平均入岩深度约4 m，桩(柱)身

倾斜率≯1／400；孔底沉渣厚度<5 em。桩身混凝土

强度C40，立柱混凝土强度C60。

2工程技术难题

2．1地质条件复杂

本工程成孔设计较深，应穿过人工填土层；第四

系的冲、洪积，坡、洪积地层的圆砾、粘性土；破碎灰

岩层和溶洞，进人中等风化灰岩(较完整)层。中风

化灰岩，巨厚一厚层状结构，岩心多为短柱状、长柱

状，但不连续，局部有少量溶隙、溶孑L和溶槽，并充填

方解石、石英等岩脉，岩心采取率为40％～70％，

RQD值35％一75％。局部地段20～25 m深度范围

(个别30／／1深)裂隙、岩溶作用相对发育，并由于机

械破碎等原因，导致RQD值相对较低，为0～10％，

钻进困难。岩石坚硬程度分类属坚硬岩，岩体相对

较为完整，单轴饱和抗压强度平均值为93．1 MPa，

岩石软化系数均>0．75，局部地层坡大较陡易使旋

挖、冲击倾斜跑位，最终造成钻孔偏位、倾斜等质量

问题。

2．2嵌岩深

抗压桩均要求进入较完整中等风化灰岩层，最

大单桩极限承载力4200 kN。工程桩人岩较深，平

均深度约4 m，最深达10 m，岩石单轴抗压强度高达

80—140 MPa，成孔困难。

2．3成孔质量要求高

钻机成孔质量是保证钢管柱灌注桩的关键所

在，钢管柱灌注桩是地下建筑的永久结构支撑，钢管

柱灌注桩垂直度要求高，倾斜率≯1／400，成孑L时沉

渣厚度<5 cm。

3施工工艺制定及设备选择

3．1 钢管立柱桩施工工艺

混凝土地坪浇筑一钢筋笼、钢管柱制作、检测、

验收_泥浆池及循环系统设置_测量定桩位(硬地

坪上放出桩位纵横轴线)_埋设护13管一，钻机定位

校正_钻机成上部桩孔_吊车安放钢护筒_钢护筒

调整校正后压人土体(超声波检查)一钻孑L到设计

标高_清孑L一桩孔深度、孑L径、垂直度、桩底沉渣的

检测验收-÷吊车安放钢筋笼一下放钢筋笼至孔口

(钢筋笼在孔口固定)_÷吊放钢管柱(下口与钢筋笼

连接)一下放钢筋笼及钢管柱到设计标高固定叶下

导管一第二次清孔(桩底沉渣的检测验收)_水下

灌注C40混凝土到桩顶标高后提拔灌注导管至钢

管柱底部标高下约2 m(混凝土试块取样)_更换

C60混凝土浇筑到钢管柱设计标高并返出钢管柱内

C40混凝土(混凝土试块取样、钢管周边同时回填碎

石反压)。回收钢护筒。

3．2成孑L设备的选择

根据各地层情况及成孔工艺的需要，决定了设

备的选择。本工程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决定采用旋

挖钻机与冲击钻机组合成孔，以便提高成孔的钻进

进度及成孔质量。

4解决技术难题的施工措施

4．1 成孔孔壁稳定技术措施

清理场地，放样测量钢管立柱桩的桩位，采用现

浇孔VI护壁混凝土，同时对桩位平面进行混凝土硬

化，护筒直径比钢护筒直径大20—30 cm，孔口护壁

混凝土深2．5 m，埋设护筒时必须保证护筒的垂直

度。浇混凝土护壁埋设达到强度要求，旋挖机就位

钻进。根据本工程的地质条件，泥浆以自然造浆和

人工造浆相结合的方式，泥浆性能技术指标如表1。

表1 孔口泥浆性能技术指标

当钻孔遇到溶洞时，采用下放钢护筒穿过溶洞

层，以保证钻孔时泥浆不流失，同时该钢护筒在下放

钢管柱时又可以起到导向限位作用。

4．2钻进技术措施

根据拟建场地地质条件，上部人工填土和第四

系地层软弱松散，采用旋挖钻机进行钻进。下部基

岩为石炭系强度较高灰岩，采用冲击钻成孔工艺。

在成孔过程中认真观察钻机的进尺情况，避免

钻机在钻进时出现倾斜。如遇岩石，旋挖钻机无法

成孑L，或发现岩石不完整，一半是土，一半是岩石时，

改用冲击钻机进行成孔作业。在钻进过程严格控制

冲程，缓慢钻进，确保钻孔的垂直度。

4．3钢管立柱灌注桩垂直度控制措施

4．3．1第一次钻进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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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浇混凝土护壁达到强度要求后，旋挖钻机就

位，再次精确校准钻机与桩位的中心，两者中心必须

在垂直线上。旋挖钻机进行钻进，成孔过程中现场

技术人员每进尺5 m检查钢丝绳位置是否偏移以及

钻机是否水平，以保证桩的水平位置及垂直度，每根

桩成孔后及时用超声波检测仪(有资质的专业检测

单位与专业人员)对桩孑L垂直度进行检测(桩孑L垂

直度做到一桩一测)。当钻进到桩顶标高约3．0 rn

时停钻，即第一次钻孔完成，见图1。

图l 旋挖钻机第一次钻fL完成

4．3．2“井”字校正支架定位固定及下放钢护筒

第一次钻孑L完成后在孔15平面上安放“井”字

校正支架，使“井”字校正支架中心与桩位中心重

合，并将其定位固定牢固。用50 t吊机将钢护筒吊

起，沿导向架缓慢下放(见图2)。在下放过程中用

全站仪进行监控，确保钢护筒在下放过程中处于垂

直状态，保证钢护筒中心与桩中心重合。当钢护筒

放到孔底后，保持吊立状态，且钢护筒高出地面1

rn，在钢护筒外侧采用粗砂回填与桩孔之间的间隙。

松开吊车吊钩，移开吊车，采用旋挖钻机将钢护筒强

行压入土内，保留钢护筒上口高出地面0．1—0．2

■
—√DS800 1‘

◇
＼≥L／

m，并采用超声波对钢护筒垂直度进行检查(图3)，

同时根据检查结果计算出钢护筒4个方位的偏差

值。

图2钢护筒下放

图3钢辛户简垂直度检测

4．3．3钢管柱限位支撑

钢护筒垂直度进行检测合格后，旋挖钻机更换

与桩径相同的钻头，继续二次钻进至桩底。

根据钢护筒检查及实际测量的结果分别计算出

一2．3、一10．3 m处钢护筒实际中心与钢管柱设计

中心坐标的偏差值，从而可以计算出4个方位的偏

差值，为加工支撑肋板提供准确的数据(见图4)。

■砥。1
＼7L／／

图4钢管立柱限位示意图

万方数据



80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2016年8月

4．3．4钢筋笼及钢管柱下放

成孔完成后，对成孔的质量进行验收，符合要求

后再进行清孔下放钢筋笼、吊放钢管柱，钢筋笼下放

到孔口时I临时固定，待钢管柱下口与钢筋笼连接好

后再同时下放。下放时，钢管柱与钢护筒的4个方

位必须对应(图5)，下放时应按要求用水准仪调整

其水平标高，直至符合设计要求，最后在孑L口焊接角

钢将其固定在“井”字控制架上，采用超声波检测仪

检查钢管柱的垂直度。

图5钢管立柱下放

4．3．5混凝土灌注

钢管柱的垂直度经检查合格后，及时下导管进

行二次清孔。严格控制泥浆的含砂率，清孔停止后

立即进行混凝土灌注，确保沉渣厚度<5 cm。导管

采用0258 mm或0300 mm钢管快速接头灌注导

管，每节2—3 m，配1—2节1～1．5 m的短管，钢导

管内壁光滑、圆顺，内径一致，接口严密。导管使用

前应全部预拼装、编号并进行水密承压和接头抗拉

试验。进行水密试验的水压不小于孔内水深1．5倍

的压力，也不应小于导管壁和焊缝可能承受灌注砼

时最大内压力P的1．3倍。

水下灌注桩先采用C40混凝土到桩顶标高后

提拔灌注导管使管底至钢管柱底部标高以下约2

m，再更换C60混凝土浇筑到钢管柱设计标高并返

出钢管柱内C40混凝土，从而保证钢管柱混凝土质

量，同时在灌注钢管柱内混凝土时在钢管柱周边回

填碎石反压。待}昆凝土灌注完成24 h且终凝后，采

用振动锤拔出，回收钢护筒。

5 结语

(1)根据不同地质条件采用不同的钻孔施工工

艺，同时严格控制钻孔时的泥浆技术指标，当遇到溶

洞等复杂地质条件时采用较长钢护筒作为护壁结

构，保证钻孔的进度及成孔的质量。

(2)对于钢管立柱桩垂直度控制，在成孔过程的

每个工序施工中都应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采取下

12 m钢护筒，用超声波检测仪测出钢护筒一2．3 m

和一10．3 m两处四方与中心点的偏位，再采取在钢

管柱对应位置加焊相应宽度的支撑肋，保证了钢管

立柱桩的垂直度。

(3)采用CX一901E型测斜仪对钢管柱进行垂

直度检查，其检测结果满足设计要求，目前对已开挖

的钢管柱再次检测，各柱的垂直度及位置偏差均满

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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