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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螺旋钻机施工CFG桩常见质量问题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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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一些工程实例，将长螺旋钻机施工CFG桩常见的质量问题归纳为几何形态偏差超标、物理性能破坏失

效两类，并从这一角度定性分析了这些问题对复合地基承载力的影响，指出了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给出了常用的

应对措施。还从设备和工艺方面提出了改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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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some project examples，this article put conllnon quality problems of CFG pile into two kinds：the error sur-

passes the standard stipulation for the geometry size and the physical performance destroyed and expired．And from this

point，the influence t0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composite foundation Was quMimfive analyzed，primary cause of these prob-

lem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and some suggestions were made on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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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螺旋钻机施工CFG桩(水泥粉煤灰碎石桩，

Cement Flyash Gravel Pile)，目前以钻孔管内泵压混

合料灌注(超流态混凝土压灌)成桩为主要工艺方

法，该工法适用于粘性土、粉土、砂土以及对噪声或

泥浆污染要求严格的场地。从工程实践看，此工艺

能够施工出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的CFG桩，但是由

于地层、设备和操作等因素，施工中有相当多的问题

桩出现，影响所形成复合地基的质量。本文拟结合

一些工程实例，对长螺旋钻机压灌施工CFG桩常见

的质量问题及影响、应对措施作一分类总结，并提出

设备工艺改进的相关建议，以供借鉴。

1 常见质量问题及影响

1。1常见质量问题的分类

长螺旋钻机施工CFG桩常见的质量问题有：偏

桩、缩径、断桩、夹泥、桩身空心、桩端不饱满不密实、

桩身砼强度不够等，按照其施工工艺和对复合地基

质量的影响，可分为几何形态偏差超标、物理性能破

坏失效2种。凡带有这些质量问题的桩可称之为

“问题桩”。

1．1．1几何形态偏差超标

包括：桩垂直度偏差超标、桩位偏差超标、桩径

偏差超标、桩长偏差超标等情况。一般(规范)规

定：桩垂直度允许偏差为1％；桩距s(3d<。s≤6d)条

件下，满堂布桩基础的桩位允许偏差为≤0．5d，条形

基础的垂直于轴线方向桩位允许偏差≤0．25d、平行

轴线方向桩位允许偏差≤0．3d，单排布桩桩位允许

偏差≤60 toni；桩径D(350 mm≤D，<600 mm)允许

偏差为≤20 mm；桩长允许偏差为≤100 mm。施工

所成CFG桩其偏差凡是超过上述规定，称之为偏

桩；其中实际桩径小于设计桩径称之为缩径。

1．1．2物理性能破坏失效

包括：断桩、夹泥、桩身空心、桩端虚化(不饱满

不密实)、桩身砼强度不足。断桩包括深层断桩和

浅层断桩2种情况。

1．2 问题桩对复合地基承载力的影响

1．2．1 几何形态偏差对复合地基承载力的影响

不考虑设计需求的复合地基承载力值(‘，。)、

桩间土承载力值(工．。)、土的侧阻力特征值(q“)、端

阻力特征值(粤，)Z”9小q，为岩土勘察实验值。

由m=(厶．k一毹．k)／(Rk／A，一脱，k) (1)

及 n=mA／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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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moc(Rk～、A。=百孑)

m oc(r／,，A～，A。)

由 R。=UpEq“fj+gPAP

知 R。oC(U，=叮rd、∑t=l,A，=,trd2)

由 上P。k=mRk／Ap+卢(1一m)正．k

知 厶．k oC(m、R。、Ap叫)

于是有表1。

表1 CFC桩几何形态偏差对复合地基承载力的影响

(3)

(4)

(5)

(6)

(7)

(8)

偏差源 篓嘉妻 桩位偏差 籀篓 嚣羹
直接影响的参数Z”q,／、qp J[n(桩布置形式)]d z

间接影响的参数 R． m m，R． R．

墨筌墅堕塑叁墼 厶￡：! ＆：! 厶￡：! 五￡士

注：一般地。将CFG桩均匀地布置在基础底面积范围内。

1．2．2物理性能破坏失效对复合地基承载力的影

响

由 工。≥3Rk／A。 (9)

知 Rk篮魄，A。) (10)

于是有表2。

裹2 CFG桩物理性能破坏失效对复合地基承载力的影响

破坏源 断桩夹泥桩身空心桩端虚化桩身砼强度不足

直接影响的参数l l 厶 q。 厶

间接影响的参数R． R． Rk R． Rk

墨箜墅堕盟查墼厶￡：!生：! 丘：! 血：! 厶￡：1

1．2．3工程设计计算实例

北京交通大学学生6号公寓。地层条件为：上

部人工堆积回填土层；上部底层(约20．0 m以浅)

为粘性土、粉土、砂土交互分布；下部第四系一般沉

积地层，下部顶层(20．0 m以深)由卵石、粘性土组

成。地下水一35．0 m深度范围内：第一层埋深4．7

—6．2 m，上层滞水，降水及地表水补给；第二层埋深

10．9一14．2 m，潜水，降水补给；第三层埋深27．8—

28．9 m，上层滞水，降水及地表水补给。基础持力

层：④粉质粘土一重粉质粘土，Z，，k=170 kPa；⑤细

砂层f．o．L=220 kPa。

计算结果：Z=19．5 m+0．5 m，d=410 mm，rt=

306根，s=1600 mm×1600 Into，R．=680 kN，工。=

C20。

1．3偏差、破坏程度分类

按照工程经验和检测结果，将问题桩的偏差、破

坏的严重程度分为以下3类：

(1)经测量或检测、估算分析，如桩的偏差、破

坏的严重程度达到标准值(设计)的5％一10％及以

上时，认为该桩的质量问题严重，必须采取补救措

施o

(2)经测量或检测、估算分析，如桩的偏差、破

坏的严重程度达到标准值(设计)的1％一5％时，认

为该桩的质量问题一般，是否采取补救措施可视具

体情况而定。

(3)经测量或检测、估算分析，如桩的偏差、破

坏的严重程度小于标准值(设计)的l％时，认为该

桩的质量问题轻微，可不采取补救措施。

但是对于断桩的情形则必须采取补救措施。

2出现问题桩的原因、应对措施及工程实例

2．1 出现问题桩的原因

2．1．1桩垂直度偏差超标的原因

场地未能压实或钻机垫衬不稳，以至钻机在钻

进时倾斜，导致钻孔偏斜超标；钻进时未根据地层情

况采取纠偏措施，钻具跑偏，以致钻孔偏斜超标。

2．1．2桩位偏差超标的原因

测量放线、定位不准；测量仪器前后系统误差超

标；施工中孔位标志因地层扰动而移动，有时还会因

钻机支撑时支撑脚压在桩位旁使原标定的桩位发生

移动；钻机对位不准。

2．1．3桩径偏差超标(扩径、缩径)的原因

灌注后桩顶封土不合格，或围桩挤桩，混合料上

涌使桩径缩小；钻头和钻杆直径不能同时保证设计

要求；地下水位埋藏较浅的地层提拔钻具时孔底形

成负空隙水压或真空现象，形成压差地下水产生流

动，造成桩孔缩径或塌孔；砂土地层由于凝聚力很小

受钻具扰动造成孔壁的不稳定或坍塌；施工过程中

应力的重新分配和调整可能造成桩孔缩径。

2．1．4桩长偏差超标的原因

超钻或少打。

2．1．5浅层断桩的原因

对保护桩长部分的混合料振捣不够，桩顶混合

料密实度不足；混合料坍落度过大、拔管速率过快，

桩项浮浆过多，桩体强度降低；截桩方法不当。

2．1．6深层断桩的原因

灌注不连续；砼量灌注不足；提钻太快泵送砼跟

不上提钻速度，泥浆侵入；灌注时间过长，泥浆残渣

沉淀加厚而堵管；二次下球；相邻桩太近，造成串孔。

2．1．7桩身夹泥的原因

处理堵管措施不完善，砼压力、流量太大，冲破

泥皮，将泥浆夹裹于桩内；导管漏水或导管提漏；二

次下球；拔管过晚，砼不能及时充填而泥浆填入。

2．1．8桩身空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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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阀不能正常工作，管内空气与砼混合，桩体

存气；管内混合料不充实；管路和料斗内砼离析。

2．1．9桩端虚化(不饱满不密实)的原因

初泵时先提钻后泵料；导管距离孔底距离不恰

当；初灌量不合理；堵管，混合料流速减慢；阀门开启

不当，钻头上的土掉人桩孔或地下水浸入桩孔。

2．1．10桩身砼强度不足的原因

水质超标；水量超量；配合比不合理、骨料级配

不合理、材料质量不达标；混合料坍落度过大。

2．2应对措施的总结

根据工艺特点和现场的经验，将常见质量问题

的应对措施(预防措施、补救措施)归纳见表3。

2．3工程实例

依照上述对问题桩产生原因的认识和应对措

施，使以下工程(表4)的质量得到很好的保障。

表3 CFG桩常见质量问题的应对措施

断桩

①成桩过程中泵料要连续，严禁间歇式泵料，可采取配备储料罐等措施．避免中途停机，尤其要避 。、。。。。．。+Tr。

黉麟辫黼2．_3 m证／min0 1 m黧黼黼羹鬻k童薹獬hi／②严禁先拔管后泵料．拔管速度一般控制在一 ．在含水砂层段内，适当放慢提钻速度； 2：=：?：三=竺：：。
③采取加大砼泵量的措施．保证钻杆孔内有． 3以上的泵料，且钻杆孔内混合料表面高度始 ；二⋯。：五；：=：■’

黧麓篓熟篓嬲娄堡鐾急璺瑟T作； 至篓撩磊纛④经常检查排气阀，防止其被水泥堵塞，保证排气阀正常作； 二：：==三’#：=：

燮辫燃嚣蒸霁瓿滁然粼擞砼面量裹篡⑥每根桩的投料量不应小于设计灌注量．应根据现场施工情况调整最佳停止泵料的高度； ：二：黛～． ’

⑦如灌注过程中因意外原因造成灌注停滞时扫l大于砼的初凝时闽时．应重新成孔灌桩，或自砼面 忌葚二豢。二。。舟
向下钻1—2 m再灌； 二：：：：：⋯～’一
⑧桩顶采用足够厚度的湿枯土封顶．满足砼养护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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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占88％一92％，平均值为11．65～15．99 Lu，

远大于防渗标准(透水率>3 Lu)，而灌后透水率均

小于3 Lu(区间值为0．5—1。76 Lu)，满足防渗标

准。

4．4灌浆前后岩体波速对比分析

灌浆前在各灌区的抬动观测孔内做岩体波速测

试，灌后在各区检查孔中做了岩体波速测试。灌前

各区岩体波速为1832—2826 m／s，灌后有所提高：

左岸A1区岩层比较完整，灌后波速提高到2902～

3376 m／s，平均提高550—1070 m／s，增幅为19．5％

～58．4％，说明岩体的整体性和防渗能力都有较大

的提高，起到良好的灌浆效果。

5综合评价

根据钻灌工艺及灌浆试验成果资料分析，灌浆

过程的质量控制以及灌浆前后岩体波速对比、压水

试验透水率对比、岩体抬动位移的变化等评价如下。

(1)各灌区各序次灌浆孔单位注入量呈递减趋

势，符合灌浆规律；灌浆前后岩体波速有较大的提

高、透水率显著变小，说明灌浆试验所用的灌浆压

力、孔排距、浆液配合比、灌浆材料、施工工艺等符合

各试验区的岩层特征。

(2)各试验区灌浆前压水试验透水率远大于防

渗标准，灌浆后压水试验透水率小于灌前透水率，且

全部小于设计要求的防渗标准，能达到防渗目的。

(3)左岸A1区和右岸Bl、B2区灌浆试验所在

位置为强至弱风化岩层，岩体完整性差，风化带内夹

层多充填次生粘泥，局部充填不均匀，这类岩层的水

理性较差，遇水极易软化，其饱和湿抗压强度较天然

状态抗压强度降低幅度很大，基于这个原因，建议在

该部位施工过程中尽量减少水对岩体特别是新鲜岩

石的影响以及大的灌浆压力可能对岩层整体造成的

破坏，因此在该部位灌前的压水试验应少做或不做，

灌浆压力可适当减小。

(4)左岸灌浆廊道和右岸的帷幕灌浆孔孔、排

距宜采用1．5 nl，最大灌浆压力≯2．5 MPa。为减少

水对夹层泥质充填物的影响，可用风钻造孔，少做或

不做灌前简易压水；左岸趾板帷幕灌浆孔孔距宜采

用2．0 m、排距采用1．5 nl，最大灌浆压力≯3．0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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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备工艺改进的建议

设备工艺改进的思路：目前长螺旋钻机施工

CFG桩的设备、工艺虽然已趋成熟，但是在保证施

工质量方面仍然有改进的空间，应当针对常见的质

量事故，在保持设备总体不变的前提下设计相应的

机构元件，同时完善现场工艺，以可靠避免问题桩的

出现。

3．1设备方面

3．1．1 泵送和提钻的联动问题

建议增加一套数控的泵送和提钻的联动系统。

使现场人员可以根据有关参数调整系统设置，实现

泵送和提钻的联动，避免提钻与灌注配合不当的问

题，提高效率减少事故。

3．1．2弯头曲率半径、弯头材料

混合料由砼泵通过刚性管、高强柔性管、弯头最

后到达钻杆心管内，因此弯头曲率半径成为能否让

砼保持顺畅的关键。弯头曲率半径过大过小都不合

适。制作具有合理曲率半径的弯头需要优选制造材

料。

3．2工艺方面

解决挤桩工艺难题，可采用以下2种方法：

(1)建议优先采取隔桩跳打(多台钻机施工时，

可以用网络图的方式，增大跳打的距离，加大隔桩数

量)的方式，同时大量采用菱形布桩的方法，在上述

泵送和提钻的联动实现的条件下可以缩短砼的初凝

时间。

(2)在保证土的置换率前提条件下，建议适当

采用“短径长桩”的方法，改善施工中桩间应力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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