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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预制桩基在打桩施工中经常出现的质量问题，提出了科学可行的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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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加固处理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预制钢筋

砼桩。由于它具有制作方便，拼接容易，打桩前可

对砼质量进行检查，不受地下水条件的影响等优

点，因而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到高层建筑的地基

处理上。但它也有一定的缺点，如截断较为困难；

桩位易偏斜；桩被锤击毁坏等。尽管如此，由于桩

基承载能力大，沉降量小，施工技术发展很快，因

而还是被广泛应用于高层建筑和软弱地基处理

上。

* 土壤受力分析

桩在被打入土中期间，桩周围的土被扰动。

若在粘性土中打桩，桩尖处形成一个土楔 ，它随

桩向下沉，并将土向四周挤压。挖开土壤测量，在

距桩周 # (’!（! 为桩的边长）的区域内，土层结构

严重破坏，形成重塑土。如果是饱和的软粘土，孔

隙水压力增大，土体抗剪强度显著降低，距桩一个

桩径的第二区域，土体被挤密，土层结构稍有破

坏，土的抗剪强度降低就很小。

重塑土的抗剪强度和桩的承载力随时间而增

长的情况，在饱和软粘土中较明显，一般 * . + 个

月以后孔隙水压力逐步扩散，第一区域重塑土含

水量降低，重塑土重新固结，抗剪应力不断增加，

甚至超过 *##/以上；在硬塑粘土中，重塑土孔隙

水压力不大，也不易扩散，破坏的土结构很难一时

固结，因此抗剪强度在很长时间内低于原土抗剪

强度。把桩打入非粘性土中时，桩周围的端部的

非粘性土（砂、粉砂、砾石）距离桩越近越密实；在

饱和的粉质土壤中，由于桩端处高孔隙水压力使

桩拒沉，如停置一段时间，孔隙水压力扩散后，桩

就可以继续打下去。

在粘性土中，由于打桩后使孔隙水压力增高，

桩周围地面将会隆起，距桩越远，隆起越小，一般

距离桩 *# . *’ 倍桩径处隆起已经很小了，亦可能

在桩的四周地面上产生径向裂缝。

! 预制钢筋砼桩施工中易出现的问题

! (* 桩头破碎

这在桩基础的施工中屡见不鲜。破坏部位大

部分在砼弹性垫下，其一个棱角先破坏，而后发展

到二面三面。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砼强

度不够，小于锤击应力，桩垫硬度不够，产生直接

传力，锤击次数超过 !### 次以上，砼强度产生疲

劳；"桩帽太紧，锤击后桩帽转动产生扭矩；#桩

顶不平，桩头钢筋不齐，锤击偏心［!］。

! (! 桩身断裂

有时在接桩后刚打两三锤就产生断裂，这是

因为接桩后有空隙，没有全部垫平，产生锤击偏心

所致。另据经验分析，桩入土不直，因倾斜而产生

偏心，重锤高击，产生暴沉，亦会突然断裂。

! (- 桩位偏斜

产生的原因：!在软弱的土层中，桩周围的土

尚未固结，桩像置于悬浮液中，机械挖土时碰撞或

其它因素的水平力导致桩位偏斜。"插桩时垂直

度不够，造成偏打。#放线定位有误差。$在沉

坑开挖中边坡塌方，钢板倾倒压迫打入致使桩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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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向一个方向连续打桩，形成一边土层被挤

密，另一边呈原土状，往往向原土状一侧倾斜。"
桩身表面粗糙程度悬殊，一般向光滑面倾斜（光滑

面摩擦阻力小先下沉，粗糙面摩擦阻力大后下

沉）。一般长桩容易发生倾斜。

! 打桩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处理方法

! "# 桩头破碎的处理

在砼强度确实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桩头破碎

用加钢帽的方法进行加固处理。具体做法是将破

碎桩头凿平，桩四周表面加固范围应修理平整，焊

接钢帽，并浇硫磺胶泥一层（因桩头的弹性垫没有

了，所以用硫磺胶泥代替，硫磺胶泥冷却强度达到

$%% & 时耐打 $%%% 次不坏，且操作简单）。

操作关键是封头钢板一定要平直，和硫磺胶

泥形成一个整体，否则易产生锤击偏心；再则钢套

和角钢一完要和砼严密靠实，因为这样可以阻止

砼受锤击产生横向膨胀，提高砼强度和耐打性。

如果有空隙存在，砼能自由地横向膨胀，砼强度也

就破坏了。

! "’ 桩身断裂的处理

当桩身倾斜度不大，断裂的部位不超过桩长

的 ’ ( $ 时，处理方法是从断裂处凿开，上下加桩

套，然后作焊接接头处理，由于断桩或桩头破碎会

影响桩的长度，所以，在送桩时可多送一段，然后

在桩套上焊接上钢筋，支模板，再打砼，便可达到

原桩长度。至于补桩，在一般情况下，原位处理的

断桩不降低桩的承载能力，如果过多补桩，不但不

能增加承载力，而且有可能适得其反。

! "! 桩位偏斜的处理

一般发现桩位偏斜都是在土方开挖完以后，

如果确有偏位较大的桩，采取补桩都很困难。发

生此情况，首先确认因偏位大，桩是否断裂，若该

桩已断不能承受荷载，必须采取补救措施，然后再

决定采取以下断裂处理方案：#单排桩条基：桩头

处于软弱的淤泥质土壤内，偏桩在 ’% ) !% *+ 以

内，可以用千斤顶法水平移位到允许偏差内，进行

固结；如果偏差超过 $% *+，另外补桩，以补钢管桩

和 , 桩为好，减少排泥量，不影响别的桩；桩头处

理，在可塑或硬塑粘土中，一般不宜用千斤顶作水

平移 位，桩 位 偏 ’% ) !% *+ 以 内（允 许 偏 差 #%
*+），适当加一部分锚栓，并插入承台内，使桩、

土、承台共同工作。$双排条基桩位偏差在 ’% )
!% *+ 以内，只需要在桩头加钢筋小梁，在内部传

力处理，如果超出承台以外，局部加大承台。

群桩的桩位偏差大部分在允许范围以内，偏

差由于群桩合力作用点和原设计的合力作用点相

差不大，一般不作处理。

- 结束语

桩基施工中经常会发生各类质量问题，其原

因往往不是单一的，因此，应综合考虑采取相应处

理方案。本文着重论述了预制桩施工中常见质量

问题的处理方法，经过大量工程实践证明，均取得

良好的效果，完全可以满足工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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