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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工民建桩基工程施工技术应用研究

●孙建利　王林东　张婉妮

　　

[摘要]近年来,我国工程建设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目前已经成为经济建设的主要支柱.在建筑工程施工作业

的实际过程中,作为工民建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桩基工程施工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对工程质量产生影响.本文

分析工民建工程建设中挖孔桩施工、护筒埋设施工、沉灌注桩施工、钻孔桩施工以及钢筋笼施工等桩基工程

施工关键技术,从持力层判断、钻孔方式选择以及预制桩与灌注桩选择方面进行分析,明确桩基工程施工技

术要点,进一步提出技术在工民建工程建设中的应用策略,如加强施工前准备、控制施工进度、控制采购与分

包质量等.本研究可为类似工程建设及桩基工程施工技术应用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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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工民建工程建设中，桩基工程施工技术十分重要，

应用该技术，能够显著增强建筑承载能力，为其稳

定性及安全性提供重要保障。 但是，受到自身程序复杂、

工期紧张等因素的影响，桩基工程施工技术在工民建工程建

设中的应用尚有较多需要重点关注与解决的问题。 加强对

桩基工程施工技术的研究，可以有效提高桩基工程施工技术

在工民建工程建设中的应用价值。

工民建工程建设中的桩基工程施工关键技术

在工民建工程中，桩基结构占据主要地位，它会在很大

程度上对建筑工程质量及其安全产生影响。 当桩身整体在

地下埋设时，对土面、承台底面进行连接的桩基即为低承台

桩基；而当桩基超过地面且土面和承台底面之间并没有连接

起来之时，此类桩基被称为高承台桩基。 将桩基施工技术

应用于工民建工程建设中，能够有效提高建筑稳定性与安全

性，特别是在地质灾害比较严重的区域，桩基施工技术的应

用能够很好地避免建筑物变形，最终实现对居民生命及财产

安全的保障。 应用于工民建工程建设中的桩基工程施工技

术主要有图１所示几种。

(一)挖孔桩施工技术

在工民建工程建设中对桩基施工技术加以运用，以挖孔

桩为其基本操作。 在进行此环节施工作业之时，可以采用

人工挖掘方式，亦可选用机器挖掘的方式。 考虑到人工挖

掘往往需要较长工期，对挖掘人员的需求量也比较大，会在

较大程度上造成工程造价上涨，故目前较多建筑单位在施工

作业中选择使用机器挖掘方式。 对于必须进行人工挖掘的

施工环境，需要对孔深进行严格控制，不能超过１m。 不仅

如此，还要在孔壁进行混凝土灌注操作，以此保证孔壁施工

质量。 还可合理运用插筋方式，用钢筋对孔圈上下口进行

连接。 在使用机器挖掘的过程中，要确保达到设计的深

度，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孔处理，之后再将钢筋笼安装在护壁

中并完成混凝土浇筑即可。

图１　工民建桩基工程施工技术

(二)护筒埋设施工技术

在桩基施工作业环节，护筒埋设非常重要，埋设时要注

意以下两方面重点。 (１)护筒材料必须合理。 一般情况

下，护筒所用材料以钢板为主，厚度大约为５cm，在对钻头

进行选择的过程中，需要保证其规格能够契合于护筒内径，

通常相较于护筒而言，钻头内径应小于２０cm。 (２)在对护

筒进行埋设的过程中应对排水问题进行严格考虑。 为了保

证建筑物排水性能，护筒埋设需预留一个溢水口，同时还要

与实际地质环境相结合，科学调整护筒长度，这是确保其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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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重要条件之一。

(三)沉灌注桩施工技术

在工民建桩基工程施工中，沉灌注桩施工是非常关键的

技术之一，实际施工作业中，需要先利用锤击振动方式进行

开孔，以此发挥出对沉管的夯击作用。 另外，沉管过程中

还应注意，在选择沉管时，需要保证其直径与长度的合理

性，前者主要控制在３０～５０cm 范围内，后者则不宜超过

２０cm，为施工环节粗土层和硬黏土层同时作业提供便利。

另外，对桩的直径进行合理控制，以３０～４８cm 为宜，质量

大约为１t，单桩承载力控制为２５N，以此取得最佳的施工

效果。

(四)钻孔桩施工技术

在工民建工程建设中应用钻孔桩施工技术，需要先对桩

基底部杂物进行清理，保证桩基整洁性。 之后将钢笼放于

钻孔中，进行混凝土灌注作业。 注意对钻孔桩直径进行控

制，以６０cm 为宜，开孔的过程中，可使用回转机进行开

孔，桩的长度要合理，大致保持在１０～３０cm 范围内，单桩

承载力为１５００kN。

(五)钢筋笼施工技术

在工民建桩基工程施工中，钢筋笼施工不可或缺。 要

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１)在对钢筋笼进行预制生产的过程

中，需要对其型号及规格进行严格控制，满足施工图纸及施

工设计要求。 要对钢筋笼长度及外径进行控制，以提高施

工质量。 (２)在安装钢筋笼时，可运用三点吊装方式，先对

钢筋笼进行固定处理并放置在适宜位置，之后进行护块安装

操作。 此环节需要对护块厚度进行严格控制，钢筋笼接头

数量不宜超过５０％，间隔不宜超过５０cm，采用分段施工的

方式进行安装。 (３)在对钢筋笼进行施工时，还需要密切关

注沉渣，做好一次性清理工作。 清理时可使用钻具，降低

沉渣厚度，使其不超过５０cm，后续钢筋笼安装施工提供

便利。

工民建工程建设中的桩基工程施工技术选择

作为工民建工程建设中较为基本的部分，桩基工程不仅

和建筑物安全性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还会对后续施工寿命

产生影响，因此技术选择尤为重要。 由于不同工民建工程

所在地区地形存在差异，地质水位状况也不同，因此工程项

目施工要求也不同，而这必然会对桩基施工产生影响，需要

对各类施工技术进行科学选择，为此需要明确以下几点。

(一)持力层判断

持力层在工民建桩基工程施工中较为重要，以往，工程

人员错误地认为持力层深度越大越好。 在此错误认知的影

响下，桩基施工有较多问题显现出来，既造成了施工成本的

明显上涨，亦对排水效果的发挥形成制约。 针对这一问

题，施工人员今后应与基础结构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展开详细

分析，对持力层进行精准设定，并以持力层效果为依据科学

有效选用桩基施工基础。 如果桩基工程的持力层深度比较

大，不能采用人工方式进行开发，原因在于当持力层较深

时，人工挖孔的方式有比较大的可能出现坍塌，无法为施工

安全提供保证，加之人工挖孔方式需要经历较长时间，成本

控制难度亦会相应增加，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排水产生不利

影响，故可对预制桩施工技术加以运用。

(二)钻孔方式选择

当前应用较多的钻孔方式包括冲击钻与旋转钻，二者在

成孔方式上显现出较为明显的不同，应与不同地质水文条件

相结合进行科学有效的选择。 通常情况下，冲击钻在混凝

土或石体结构中表现出较好的适用性，特别是在硬质岩中，

更为适宜对冲击钻钻孔方式加以运用；旋转钻在旋转产生的

作用力之下对岩石进行破碎处理，尽管作用力同样较为强

劲，然而在硬质岩钻孔作业中表现并不理想。

(三)预制桩与灌注桩选择

预制桩与灌注桩是应用率比较高的两种桩基处理方式，

在选择的过程中需要对地质特征进行分析，并将桩基结构安

全性作为重点考虑因素，保证选择合理性。 细化而言，对

于硬质岩嵌沿地质，可以对灌注桩加以运用，做好对具体钻

进方式、钻进过程中受力情况的计算工作；对于岩石风化相

对严重且有比较大浸水软化可能的地质，如果选用预制桩进

行施工，则需要从更加深入的层面做好地质情况勘测工作，

严格做好预应力管桩选型工作，以此为施工质量提供严格

保证。

工民建工程建设中的桩基工程施工技术应用措施

基于前文分析，桩基工程施工技术在工民建工程建设中

的应用对于建筑物稳定性和安全性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将桩基工程施工技术的应用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应明确图２所示几方面重点，采取有效措施为技术应用提供

保障。

图２　桩基工程施工技术应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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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施工前准备

工民建桩基工程施工技术的应用过程比较复杂，稍有不

慎便会出现质量问题。 为了提高桩基工程施工技术在工民

建工程建设中的应用水平，必须从严格意义上做好桩基施工

前的准备工作，而这又能达到缩短施工工期、降低施工成本

的重要目的，最终实现更大经济效益。 具体而言，桩基施

工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１)图纸准备。

严格开展施工图纸核对工作，为其承台标号的精准性提供保

证。 如果存在问题，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向设计单位反

馈，由设计单位做好变更工作，为全部图纸数据的准确性提

供严格保证，避免后续施工变更。 (２)现场考察，安排专门

的技术人员负责施工现场勘察工作，将地质情况、路面交通

情况以及现场周围情况等作为重点考察因素，保证考察的全

面性与细致性，并准确客观撰写施工报告，为施工质量提供

保证。 (３)人力、物力、资金等资源准备。 在实际施工作

业开始前，要组织施工人员接受相应培训，加强不同部门之

间的协调与沟通，保证物资、资金准备到位，降低实际施工

中出现资金流断裂现象，为桩基施工准备工作质量提供严格

保证。

(二)控制施工进度

施工进度可以从直接层面将工程的施工效率反映出来，

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施工环节比较多，它们之间往往存在相互

联系，环环相扣，若某一施工环节出现问题，后续施工便会

受到相应影响。 而在一众施工环节中，桩基工程施工最为

基础，整个工程进度会直接受到桩基工程施工进度的影响。

对此，施工人员应对桩基工程施工技术与方法进行科学选

择，为该环节施工进度及质量提供严格保证，以此为基础实

现整个工程施工进度及施工质量之间的相互协调。

(三)控制采购与分包质量

桩基工程施工技术在工程建设中的应用对施工材料质量

所提要求比较严格，这是保证整个工程质量的重要前提。

例如，桩基工程施工不仅要求管钢筋材料外包装良好，还要

求其满足较为严格的硬度及强度要求。 对此，必须从严格

意义上对施工材料采购关口进行把控，而这进一步要求材料

采购人员具备足够突出的素质能力，在对产品质量进行检验

的过程中能够运用适宜方式与技术，必要之时还应和大品牌

厂商建立合作关系，以此达到更加高效地控制施工材料乃至

整个工程质量的目的。 对目前实际形势进行分析，较多工

程建设过程中对分包形式加以运用，为了实现对施工材料质

量更为严格的控制，需要以实际采购规模及控制程序为依据

实施科学选择，并保证分包手段的合理性，对分包合同进行

严格管理，执行分包服务动态化监控，以此减少工程分包环

节各相关问题的发生率，真正将工民建桩基工程施工质量重

要责任承担起来。

结束语

桩基工程施工技术在工民建工程建设中的应用需要与实

际情况相结合对适宜的施工技术加以运用。 对于地质条件

比较复杂的施工场地，需要从更加全面的角度对各类客观因

素进行考虑。 建筑单位应严谨认真，对桩基选择、施工前

准备、施工细节等进行精准把控，从综合层面确定最为适宜

的桩基工程施工技术及施工方案。 另外，各施工环节还应

将人力、物力等的消耗作为重点考虑因素，关注施工进度，

深化施工进度及施工质量控制。 与观念的持续更新、技术

的不断进步相伴随，基于桩基工程施工技术的工民建工程安

全性与可靠性必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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