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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钻孔灌注桩断桩处理方法
核工 业华东地勘局 27 2大队 余五 一

高层建筑
、

厂房和桥梁基础大都采用 钻 孔 灌 注

桩
。

然而
,

由于设备
、

地层
、

人员素质及其他主客观

因素的影响
,

施工中断桩的事故时有发生
,

必须采取

相应的措施加以弥补
。

就断桩而言
,

有真断桩 (某一截 面 根本 无 连续

性 )
、

假断桩 (如出现蜂窝
、

局部夹泥
、

局部不凝固等

部分无连续性 )
。

产生的原因本文不作分析
。

其断桩处

理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

( 1) 娜位盆新施工 此法比较可靠
,

但工 作 量投

人较大
,

整体工期延长
,

费用增加较多
。

若是单桩柱

基础
,

需补两根桩
。

此外
,

还受场地条件限制
,

有些

工地没有重新布桩的可能
。

( 2) 在断桩中孟新施工新桩 此法是在 已 施工的

桩中重新施工一根小一级的桩
。

这种处理方法
,

一是

重新成孔
,

难度大 (特别是当硷的强度基本达到设计

要求时 )
、

时间长 ; 二是桩内因粗骨料的影响
,

钻进不

均匀
,

可能产生偏斜而破坏原有钢筋笼
,

影响质量
;

三是对原桩影响较大
,

新桩难以对原桩的损失强度加

以弥外
,

且新硷难以填充原桩的裂隙
、

断桩部位
,

又

不一定在中间
。

( 3) 半成品桩处理 开始浇筑硷桩
,

而钢 筋笼又

为悬筋
,

硷又未埋住钢筋笼或少许埋住发现断桩时
,

立

即停止施工
,

提出钢筋笼原地重新成孔
,

效果甚佳
,

损失也最小 ; 若钢筋笼提不出
,

则可下人钢护筒套住

钢筋笼至桩顶
,

抽千孔内冲洗液
,

人工下至孔底对 已

浇筑的桩头加以清洗
、

凿 毛
,

继续浇灌
。

但此法 仅适

用于功1 0 0 0 m m 以上口径的桩
。

( 4 ) 压浆补强 此法经济
、

简 单
、

效 果 也 甚

佳
,

能找到真正的断桩部位
,

所需设备简单
,

尤其对

于地质系统
,

利用现有的岩心钻机
、

泥浆泵等设备即

可施工
。

本文主要就我公司的一个工程实例对压浆补强施

工技术和注意事项加以补充说明
。

计高度 2 57 m
,

在送变电系统堪称
“

世界之 最
” 。

分 别

由上海和黑龙江两个基础公司承担
,

产值 1。。 。万元
。

桩径 1 3 5 o m m
,

桩深 4 6一 6 o l n 。

施工结束 后
,

经 F D A

测试
,

南北两岸各有两根桩出现断桩
。

该 承 台 为 环

状
,

桩布置较密
,

无补桩的可能
,

且在测试结果出来

之时
,

基底已开挖 Z m 深度
,

给处理带来了困难
。

南

京市城 乡委为此组织了有关专家对此事故的处理进行

了专门讨论
,

委托我们提出方案并进行处理
。

测试情

况 (即已知条件 ) 见附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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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 5 。。 k v 华能南京大胜关大跨越 基 础工

程
,

地处长江南北两岸
,

是华能南京热电厂的配套工

程
,

属国家
“
七五

”

重点建设项 目
,

也是南京市 1 9 9。

年28 项奋斗目标之一
。

跨距 Z o 7 o m
,

大跨越直线塔设

二
、

施工方案

四根桩均属假断桩
,

且不知非连续截面的方位
。

加之桩径较大 (必 1 35 nI m )
,

利用单孔压力灌浆难以控

制
。

因此
,

采取在钢筋笼内各钻 3 个孔的方案加以控

制
。

3 个孔分布在 3 条互为 1 20
。

夹角的半径的二分之

一处
。

为提高桩的抗剪能力
,

压桨完毕后将必50 m m 的

钻杆留在桩内作骨架材料
,

且边压浆边从孔壁与钻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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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状间隙处向孔内投人按原桩硷标 号 配 制的 1一3

c m 的碎石和中粗黄砂
,

达到补强目的
。

为便于投料
,

钻孔采用 价 130 ~
。

三
、

施工技术措施

1
.

探明断桩的真实部位 一是探明其 所 在方位

(因所给条件只是截面的不完整程 度
,

具 体 方 位不

知 ) ,二是测试的断桩深度往往有误差
,

需探明其真实

深度
。

该工程实探深度与 P D A 测试深度对比见附表
。

为此
,

我们采用合金钻头全孔取心
,

淮确性较高
。

2
.

对位与安装防斜 该工程桩均为通 长 配筋
,

由于自重和加工的原因
,

钢筋笼的垂直度可能不太理

想
。

若 l 桩 3 孔对位不淮
,

钻进时有可 能 接触 钢筋

笼
,

产生不良效果
,

加之开挖 Zm 后 露出的钢筋又不

允许弯折
,

必须搭台凌空作业
,

更给对 位 造 成了 困

难
,

必须十分注意
。

此外
,

设备安装要周正
、

平稳
、

不幌动 ; 天车
、

立轴
、

孔 口应三点一线
,

防止钻孔偏

斜而钻遇钢筋笼
。

3
.

钻进参数 在硷中钻进
,

粗骨料的大小
、

强弱

不均
,

易产生钻孔偏斜
。

应采取轻压
、

慢转
、

中等水量
。

4
.

密切注视进尺情况 记下进尺突然 加 快的深

度及厚度
,

以便淮确判断该回次缺少硷心的原因及部

分心不完整的原因
。

同时要控制进 尺速 度
,

防 止堵

管
、

糊钻及孔斜
。

5
.

冲洗液性能 钻进和清孔一定要用 清水
,

不

能使用浑浊
、

含泥的水以及不能用拌制硷的水
,

避免

孔壁形成泥壁而削弱新浆与原桩的粘着力和对硷的侵

蚀
。

` .

终孔深度 一是当穿过最底一层断桩带时
,

不

能即刻终孔
,

以防假象
。

征得甲方同意
,

我们定在钻

穿完整桩深 l m 处终孔
。

二是钻遇不到断桩带的孔
,

应超过测试深度
。

我们采取超过 1一 Z m 的作法
。

7
.

冲孔时间及泵 t 断桩部位往往被其 它 泥土

所充填
,

或在钻进过程中被钻屑所充填 ; 此外
,

钻进

过程中
,

钻粉也往往会粘附在孔壁上
。

因此
,

压浆前

需清孔
。

此时的泵量应适当加大 (我们用 B w 2 5。 / 5 0

的泵
,

水量全部压人孔内 )
,

对充填物和粘附物冲刷
,

至孔内完全返出清水为止
,

一般为 20 一 30 im n 左右
.

8
.

水灰比 水灰比过大会影响硷的 强度
,

太小

会影响水泥桨的流动度
,

影响碎石和砂子的下沉
。

我

们采用的水灰比为 0
.

5 50

,
.

开始投料时间及速度 一般 情况 下
,

为保证

最底层断桩部位能被水泥浆填满
,

投料时间往往选择

在水泥浆面高于该层顶部后开始投料
,

避免因先投料

后压浆造成孔底堵塞或填满最底层断桩部位而造成浆

液压不下去或进不到断桩部位
。

投料速度以保证浆能

送到孔内为原则
。

10
。

边压桨边回转钻具 其 目的
,

一是将投料与浆

液拌合均匀 ; 二是破坏水泥在初凝前的网状结构
,

保

持一定的流动度
,

减少对投料下沉的阻力
。

1 1
.

单桩两孔之间的施工间隙时间 断桩部位两

孔之间很有可能是相通的
。

因此
,

当前一钻孔压桨结

束后
,

应间隔一定的时间方能施工下一钻孔
。

间隔时

间应大于水泥的凝固时间
。

1 2
。

钻杆除锈 成孔本身就可对钻杆进行除锈
,

若用非成孔钻杆
,

必须除锈
,

确保硷与钻杆粘接牢靠
。

四
、

处理效果及对部分问题的看法

处理后
,

经 P D A 复测
,

结论是
: “

通 过补强
,

桩

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 ”

通过对此项工程的处理
,

我们有如下几点看法
:

1
.

投料可由砂石混合改为单一的石 子
,

因为砂

粒之间的间隙太小
、

重量也较轻
,

不易下沉
,

单一石

子也能满足要求
,

且施工的难度要小得多
。

2
.

不论从成孔的难易程度看
,

还是从 有 利于投

料乃至取心的角度来看
,

孔径不宜小于 75 m m
。

3
.

对于直径较小的桩
,

若不是真断 桩
,

且 只有

一处断桩
,

勿需采用钻杆或其它型钢作骨架 ; 对于大

桩
,

若断桩不大
,

也不必如此
,

以节省钢材
,

降低造

价
。

4
.

钻孔布置以 4 孔矩形为好
,

本工程采 用了三

角形布置是按甲方为减少费用而安排的
。

以上几种断桩处理方法
,

只要应用得当
,

都能取

得一定的效果
,

利用压力灌浆补强
,

相比之下较为省

时
、

省力
、

省开支
,

值得推广
。

当然
,

尚需在实际工

作中逐步摸索经验
,

加以完善
。

(上接第4 4页 )

效的好方法
,

能保证质量
,

提高效率
。

( 3 ) 采用拼装球齿十五牙轮钻头
,

能适应多种

不同层位地层钻进
,

钻出来的孔壁密实完整 ; 且适用

不同桩径钻孔施工
,

加工方便
,

经久耐用
,

取得良好

经济效益
。

( 4 ) 在桩孔比较集中
,

不用吊车
,

采用电动葫

芦起吊
,

进行水下硷灌注 ; 采用双筒铰车
、

滑轮组及

轴承滚杠等
,

将钻机进行前后
、

左 右 移 动
,

方 法可

行
,

效果很好
。

( 5 ) 施工过程
,

只用回灌水池
,

没能用上回灌水

泵
,

泵吸反循环新技术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出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