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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处理办法在城市复杂地段桥桩施工中的应用
黄路明棻暋涂晓方棽暋刘海生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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暰摘暋要暱暋在北京市德内大街桥桩施工过程中棳不仅遇到交通拥堵棳场地狭小棳地上地下障碍物等多种不利条件棳而且在

拟施工的桩位处遇到大量原有河道的加固材料棳物品种类之多暍数量之大暍埋深之厚棳实属罕见棳施工条件极差暍施工难度极

高棳施工单位最终通过采取多种办法暍措施解决了这些难题棳圆满的完成了桥桩施工任务暎本人认为在旧城复杂地段施工时棳
综合处理措施具有很大发展空间棳值得深入研究发展棳在旧城改造的类似工程中具有一定借鉴作用暎

暰关键词暱暋综合处理办法椈地上地下障碍物椈旧城区改造椈桩施工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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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暋工程概况

棻灡棻暋工程地点椇本工程地处德胜门内大街棳平安大

街以北棳北二环以南棳西单北大街以东暎是目前北京

城市交通极为拥堵路段之一棬见图棻棭暎
棻灡棽暋工程目的椇本工程任务是对德胜门内大街棬平
安大街暘德胜门棭进行改扩建棳缓解本段交通拥堵压

力棳道路全长约棻灡椃椂旊旐暎
棻灡棾暋工程任务椇在此路段的德胜桥东侧新建一座跨

河桥梁棳桥面长棻棸旐棳宽棻棾灡椂旐棳桥桩基础为钢筋

混凝土灌注桩棳共椂根棬南侧棾根暍北侧棾根棭棳桩长

棽棸旐棳桩径棻灡棽旐暎
图棻暋工程场地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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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暎斉灢旐斸旈旍椇旇旍旐棾棻椆椑棻椂棾灡斻旓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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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灡棿暋周边施工环境条件调查

经调查棳本场地临近公路棳交通拥堵棳拟施工的

椂颗桩紧临河岸棳施工空间狭小棳有地上暍地下障碍

物棳西为西海棳东为后海棳水体保护不言而喻暎显然棳
地面施工条件较差棬见表棻棭暎

表棻暋拟建桥附近已有物体距离关系调查简表

序号 位置 情暋况暋简暋述

棻 南侧桩 暋距原有护岸浆砌石约棻旐

棽 北侧桩
暋紧临原有护岸浆砌石

暋距棻条军用光缆仅棿旐

棾 桥西侧

暋西棾旐处上空有高压电线暍通信光缆

暋雨污水管道棳埋深约棽旐
暋西侧附近为原德胜门桥

棿 桥东侧
暋棻条 椂棸棸旐旐 的上水管道暍棽条 棽棸棸旐旐
的电力管线穿越河道

椀 附近民宅 暋最近距离约棻棸旐

棽暋桥桩施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椂根桩在下挖成孔过程中棳遇到了难以想象的

困难暎自地面起棳以下椄灡棸旐 之内几乎全部由外来

物构成棳主要是旧砖墙及混凝土基础暍护岸砌石暍碎
石及瓦砾暍护岸木桩暍柱状条石等棳总体上具有垂向

分带现象棬见图棽表棽图棾图棿棭暎

图棽暋桩孔布置图

表棽暋每颗桥桩在成孔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物

种类及数量统计

埋深棷旐 障碍物类型及分布 主要障碍物数量统计

棸灡棸暙棽灡棸 砖及混凝土基础 棻灡棾暙棻灡椀旐棾

棽灡棸暙椀灡棸 护岸浆砌石 棻灡棸暙椃灡棸旐棾

椀灡棸暙椃灡棸 孤石暍碎石暍瓦砾暍护
岸木桩椈

孤石暍碎石暍瓦砾棻暙
棿旐棾棳木桩棾暙棻椃根

椃灡棸暙椄灡椀 柱状条石 数根

暋暋注椇自上而下具垂向分带特点

图棾暋桩孔内遇已有护岸浆砌石

图棿暋桩孔内遇木桩暍柱状条石

暋暋暋暋棾暋桥桩施工过程中棳对施工难点的处理方法

在本次桥桩施工中棳遇到了地上暍地下多种问题棳
针对不同问题棳采取了针对性的解决办法椲棻棳棽棳棾椵棳可以

说穷则思变棳法无定法椲棿棳椀棳椂椵暎主要问题及解决办法见

表棾暎
表棾暋桥桩施工难点特征及处理办法

序号 施 工 难 点 特 征 处暋暋暋暋暋暋理暋暋暋暋暋暋办暋暋暋暋暋暋法

棻 泥浆池开挖无场地 暋暋暋暋将南北两侧桩孔分别连成长槽棳构成桩孔泥浆池槽

棽 桩位中心点控制 暋暋暋暋人工挖孔护壁在每节下挖前均复核桩位中心点棳采用暟十字桩法暠
棾 砖及混凝土基础 暋暋暋暋采用风镐破除

棿 护岸浆砌石 暋暋暋暋采用潜孔锤破除

椀 厚大暍松散填土层内成桩孔 暋暋暋暋人工挖孔暍隔桩跳挖暍混凝土护壁暍分节上下错茬搭接棳护壁强度需满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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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施 工 难 点 特 征 处暋暋暋暋暋暋理暋暋暋暋暋暋办暋暋暋暋暋暋法

椂 地下棾暙椀旐处发现上层滞水 采用潜水泵和自吸泵抽排

椃 深部遇到第三纪砾岩层 采用牙轮钻头钻进

椄 高压线距孔位仅棾灡棸旐 将钢筋笼截成两段棳孔口焊接

椆 白天附近道路交通繁忙暍拥堵 利用晚间运进钢筋笼暍吊装暍混凝土灌注

潜孔锤在狭小场地条件下的奇效作用

护岸浆砌石为灰岩和白云岩棳单块砌石体积较

大棳且致密暍坚硬棳大风镐和风钻虽能将砌石击碎棳但
效率很低棳不能满足工期要求暎经综合比较棳以潜孔

锤破碎为主棳局部配合风镐破除暎
潜孔锤在破碎岩石方面棳具有越硬越快的特

点暎在孔内边 部 布 设 铅 垂 钻 孔棳将 砌 石 切 割 下

来棳在孔中部再加布铅垂钻孔和斜钻孔棳将砌石

分割出来棳再用风镐破碎成小块暎这样可以大大

加快工程的进度棳同时潜孔锤也不会对护岸造成

破坏暎
棿暋结暋语

通过本次桥桩施工棳充分说明在老城区进行地

下工程施工时棳往往会遇到已知的及未知的巨大困

难棳不确定因素难以预料棳这就需要施工人员开动脑

筋棳动用一切可利用的施工手段棳解决施工中出现的

难题棳法无定法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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棬上接第棽棻棿页棭
与试验实测结果相比较可知椇粘碳纤维布加固后可

以提高梁的承载能力棳而且可以有效的提高梁的刚

度棳这主要是由于碳纤维布对梁体的约束作用而形

成的棳这种约束力的发挥主要依赖于界面的粘结强

度和端头的锚固措施暎
棿灡棾暋承载能力分析

由于该梁在设计荷载作用下的挠度以及裂缝的

开展均在正常工作范围内棳并且根据以上的分析可

知椇当加载椉棾棿棻旊斘 时棳该加固梁处于弹性受力阶

段棳在实际工作中梁所承受的应该是标准荷载棳该梁

的标准荷载约为棾棿棻棷棻灡棾椊棽椂棽灡棾旊斘棳可见加固梁

在正常使用状态下基本处于弹性工作阶段棳即使偶

然超载棳梁也会处于带微小裂缝工作阶段的初始阶

段棳所以该加固试验梁在使用中是安全的棳其承载力

是有保证的棳并且还有一定承载力安全储备椲棽椵暎
椀暋结暋论

本次现场实荷加载检验碳纤维布加固钢筋混凝

土梁效果的试验是成功的棳采用现场实验的方法为

推广这种加固技术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棳通过本

次试验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椇

棻棭该梁在试验荷载下未达到承载能力极限状

态棳未达到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椈该楼面框架梁粘碳纤

维布加固改造后满足承载能力和正常使用要求暎
棽棭该工程采用粘贴碳纤维布的方式加固棳其设

计是合理的棳现场的施工质量较好暎
棾棭粘贴碳纤维布进行钢筋混凝土梁加固的方

法是可靠的暍安全的棳该工程也确实证明了这种加固

技术在现场施工中是方便的暍快捷的暍高效的暎
棿棭粘贴碳纤维布可以有效的提高钢筋混凝土

梁的承载能力和变形刚度暎
椀棭加固效果主要取决于现场施工的碳纤维布

与混凝土界面的粘结情况棳保证粘结强度和端头锚

固措施是碳纤维布充分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棳现场

施工的管理尤为重要暎
参暋考暋文暋献

椲棻椵暋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斆斉斆斢棻棿椂汑棽棸棸椃椈碳
纤维片材加固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椲斢椵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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