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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地区的土质属长江三角洲冲积层 ,

基岩埋深较深 ,一般在 270 m以下 ,天然地

基承载力一般在 100 kN /m
2 ,因此钻孔灌注

桩多设计为摩擦桩。表土层为工业垃圾、杂

填土 ; 3～ 10 m为流塑状态的粉性土 ,钻进

中易超径或垮孔 ; 25～ 35 m为硬塑性粘土 ,

其间夹有铁、锰结核 (俗称铁板砂 ) ,钻进困

难 ;其余为软塑～ 流塑状饱和铁板粘土和淤

泥 ,钻头易糊钻。地下水位较高 ,一般在地下

1 m左右 ,地基土在地质平面上分布不均

匀 ,古河道暗浜较多 ,易引起地面不均匀沉

降。由于地质条件差 ,桩基施工中超径、垮

孔、糊钻、难钻现象时有发生。

现结合施工实践 ,谈谈对上述问题的认

识与对策。

1　超径与垮孔

施工实践表明: 孔内水位若能保持

0. 02 M Pa左右静压水头 ,孔壁坍塌现象基

本可以控制。 基于上海地下水位较高 ,若要

保持 0. 02 M Pa静压水头 ,势必抬高地基 ,

填方工作量大 ,且排污工作难度亦大 ,故不

切实际。只能调整泥浆性能 ,平衡地层压力 ,

改变操作技术及参数。

推荐泥浆性能: 粘度 20～ 23 s;密度

1. 05～ 1. 15 kg /L。转速不宜过高 ,以减小离

心力对孔壁的影响。吸渣时不要过多地活动

钻具。 起下钻速度不宜过快 ,尽量减少液压

激动对孔壁的破坏。泵量不宜过大 ,以能顺

利携带钻屑为宜。

钻头结构参数:最好采用双腰带 ,中前

角 ,中、低龙门 ,疏齿犁式三翼刮刀钻头。

2　防止糊钻

双腰带超前定心式钻头钻出的孔壁规

则 ,桩孔垂直度也好。但在粘性较强的软土

层中钻进 ,下腰带至钻头部位常发生泥包。

正循环钻进时由于离心力的作用 ,粘土颗粒

在下腰带内侧沉积吸附。而反循环钻进时 ,

钻头中心进水口处于钻头尖处 ,此处流速

大 ,加上进尺快 ,粘土颗粒不易沉淀吸附 ;而

中心进水口以上桩径大 ,流速低 ,因此粘土

颗粒容易吸附沉淀。反循环钻进时 ,中心进

水口以上、腰带以下容易产生泥包。

钻头表面具有水化层是形成泥包的主

要原因 ,采用油基泥浆可阻止钻头表面形成

吸附水层。但桩基施工由于泥浆处理量大、

不易重复使用以及经济原因 ,仍使用水基泥

浆为主。

在选择钻头结构参数时 ,单腰带三翼刮

刀钻头比双腰带四翼刮刀钻头不易形成泥

包。翼板与腰带分离比翼板与腰带相连的结

构泥包现象要少。 要增设导流板 ,增加液流

对泥包部位的冲刷。采用正循环时 ,在钻头

翼板上部增设两组刮泥板 ,由于离心力的作

用可将粘土颗粒甩向孔壁。 采用反循环时 ,

中心进水口稍微抬高 ,钻头长度相对压缩 ,

翼板斜镶于中心管上 ,形成液流加速 ,防止

钻头泥包。

合理控制钻进参数: 在软土层中 ,转速

不宜过高 ,一般以低速为主。泵量适当加大 ,

增加流速 ,减少颗粒吸附沉淀的机会。

在不影响孔壁稳定、桩身质量的前提

下 ,适当降低泥浆粘度和密度 ,对防止钻头

泥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另外从孔口投入适量的碎石 ,钻进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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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头周围形成“滚动磨削” ,对防止钻头泥包

也是行之有效的。

3　钻具折断

不论小口径还是大口径 ,凡是钻具横截

面突然改变的部位 ,均是应力集中之处 ,是

钻具折断的多发部位。 在沪晋大厦、星海大

厦桩基施工中均发生过沿翼板上缘断开的

断钻具事故。

在钻具、钻头设计中注意横截面突然改

变之处的应力释放 ,一般应设加强筋 (块 ) ;

钻头中心管采用厚壁管 ;翼板与中心管的焊

接处要设加强块 ,翼板后应设加强筋。

4　孔斜

除常规的防斜措施外 ,要注重以下几方

面的工作:

( 1)在软土层中施工 ,单腰带三翼疏齿

犁式钻头比双腰带四翼犁式刮刀钻头的适

应性好 ,但在易斜孔段 ,桩孔垂直度不能保

证 ,应在钻头上部增设导正钻具。

( 2)牙嵌插接式接头的公、母齿高的公

差配合应在规范之内 ,连接起来不能有晃

动。

( 3)若开孔 2～ 3 m就见硬塑性地层 ,

需加压钻进时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使用

钻铤或加重块加压 ,尽量采用减压钻进 ,使

钻杆处于笔直状态。

( 4)加压过程中要缓慢增压 ,回次结束

或换层时要重新划眼。

5　难钻地层

硬塑性地层所需的钻压相对软塑性地

层要高 30% ～ 50% ,由于钻压大 ,对钻头的

结构强度要求高 ,中心管尽量采用厚壁管加

工 ,翼板和腰带应一头相连或采用加强措

施。切削刃数量相应减少 ,以增加比压 ,有利

提高时效。

6　软土层大口径钻头结构参数的选择

软土层中由于各层土质的特征差异 ,对

钻头结构参数的要求也有所不同。 在浅孔

中 ,实行分层钻进是不可取的 ,因为升降钻

具、更换钻头所花费的大量时间会影响时

效 ,因此要求钻头有较广的适应性。软土层

中大口径广谱钻头应该以单环、大前角、疏

齿、高“龙门”出口的三翼犁式刮刀钻头为基

型 ,在翼板上、下增设导流板。翼板与中心管

斜交 60°～ 70°,减小削土阻力 ,也便于聚拢

粘土颗粒。切削角 65°～ 70°,超前定心小钻

头配以中心大吸渣口 ,对钻进软土层是有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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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试验 ,其结果分别为 25. 3、 46. 4、 33. 5

M Pa ,其值很不均匀 ,经分析主要系砼心样

卵石离析所致。据此 ,甲方认为桩基工程施

工质量低劣 ,乙方在施工中有偷工减料之

嫌 ;而乙方争辨说他们的施工质量是可靠

的 ,抽心验桩质量不好是抽心方法不当所

致 ,要求重新进行抽心验桩。

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 ,决定请某院

进行二次抽心验桩。该院用 SCZ 1型液压

钻机 ,采用金刚石单动双管钻具 ,严格按前

述抽心有关规定对原抽心桩进行二次抽心 ,

结果很好。 仍以 74号桩为例 ,采心率达

99. 37% ,砼心样呈较完整圆柱状 ,灰～ 青灰

色 ,砼胶结 ,骨料分布均匀。取不同桩段 3组

砼心样作抗压强度试验 ,结果分别为 35. 4、

37. 9、 35. 1 M Pa,其值离差较小 ,说明桩身

砼质量较好 ,达到了设计要求。二次抽心验

桩结论为优质工程 ,完全否定了第一次抽心

验桩结果。

该实例证明了前述几点抽心注意事项

在抽心验桩工作中的重要性 ,应引起广大同

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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