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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土地区复杂环境场地静

压桩施工工程实例

储王应 高 治

(电子部综合勘察研究院华东分院 浙江 3 1 4 0 0。 )

【提要】上海某工程环境复杂
,

在静压桩施工中采取了有效的质量控制手段和综合防范措施
,

保

护了邻近的建筑物和地下管线
,

是在复杂环境场地进行静压桩施工的成功实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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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上海某厂 C T和 X 线机项 目主体工程地处

上海杨浦区临青路 43 0号
,

东与上 染 五厂为

邻
,

南为本厂 2 转
、

3 ,

生产大楼
,

西
、

北分

别以临青路
、

河间路为界
,

场地平面见图 1
。

场地周围地下管线密布
,

北面边桩距地下高

压 电缆 仅 3
.

O m
,

距 煤 气 管 道 师 2 5 0 ) 仅

3
.

6 m
,

管线分布
、

管径及埋设 年代见图 1 ,

场地狭窄
,

地下工程施工难度大
。

本工程 由上海机 电设计研究院设计
,

上

海第一建筑公司总承包
,

我 院承接桩基础施

工任务
,

工程建筑 面积 1 7 9 5 4 m
“ ,

占地面积

3 6 9 3 m
2 , 1 ~ s层

,

总 高 7
.

2 ~ 3 o
.

Z m
,

框架

结构
,

基础采用规 格 为 45 o m m K 45 Om m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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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场地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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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0 0 0 m m的钢筋硅预制桩
,

分二节
,

焊接法

接桩
,

共 6 3 0 根
,

硅方量为 3 3 1 7 m
3 。

设计要求竣工后桩位偏 差 不 大 于 2 25

m m
,

桩顶 高 程 误 差 在 一 50 ~ + 10 0 m m之

间
,

并确保周 围环境安全
。

场地地下约 2 6
.

0 m处以上土体均属饱和

软粘性土
。

地基土 (持力层 以上土层 )主要物

理力学指标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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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设计 士 0
.

00 相当于绝对标高 3
.

80

m ,

桩顶标高从 士 。
.

00 算起 均 为 一 2
.

10 m
,

相当于绝对标高 1
.

70 m
,

桩端进入 暗绿色粉

质粘土⑨ 0
.

8 2 ~ 2
·

4 5 m
o

2 沉桩可能性分析

本工程采用武汉静压桩协会总结的沉桩

反力经验公式估算压桩反力
:

无 二 0
.

o 7 5 P
。

+ 0
.

0 1 6 3习P
。 .h `

式中 R

— 压桩反力 ( k N ) ;

sP

— 桩 端 土 层 的 比 贯 入 阻 力

( k P a ) ;

耘
、

h 。

— 桩端以上 各层土的比贯入阻

力及其厚 度 ( m )
。

经估算
,

沉桩反力的均值约为 6 5 0 k N
。

我院使用 Y Z Y 一 1 60 型全液压静力 压桩机最

大压载能 达 1 6 0 0 k N
,

因此
,

沉桩没有问题
。

3 压桩施工要点

尽管压桩对桩位设计要求容易做到
,

但

考虑到后施工的桩对先施工的桩的影响
,

施

工中仍需严格控制
,

具体要把握下列要点
:

(1 ) 施工前应复核 轴 线及桩位
,

施工

过程中经常校核轴线及桩位
。

(2 ) 采用两台互相垂直 架 设的经纬仪

交汇对位与观测桩垂直度及水平位移
。

(3 ) 焊接时须用经纬 仪 校直
,

以点焊

法将拼接角钢连接固定
,

再次检查无误后
,

进行对角对称焊接
,

防止节点变形
、

桩身弯

曲
,

节点处理应符合规范规定
。

(4 ) 将桩送至设计标 高前
,

须测桩位

处地面标高
,

送桩深度为桩位地面标高减去

桩顶设计标高
。

(5 ) 记录终止压力
,

以便 对 单桩承载

力进行评估
。

4 防范方案

鉴于场地周围地下管线密布
,

在工程 中

采取了下列综合治理措施
,

以达到使周围环

境变形不致过大又能保证工期的 目的
。

4
。

1 桩位预钻孔取土

工程实践表明
,

钻孔取土是减少挤土影

响较直接有效的手段之一
,

桩位预钻孔取土

能显著减少地表及浅层土的挤压
,

使桩区内

的土体隆起大为降低并使近距离 (约为取土

深度 ) 的地表土体水平位移显著减小
。

上海

地区桩位预钻孔取土
,

孔径一般取小于桩边

长 5~ l o e m ; 取土深 度 一 般 6~ 1 5 m
。

本工

程采用工程钻机在桩位预钻 口径 为 4 00 m m
,

深度为 6 m 的钻孔
。

设计人员一 般 担心取土

会影响单桩承载力
。

笔者认为
,

桩位预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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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土对单桩承载力降低不多
,

原因是
:

( l) 浅层土桩侧摩阻力取值较低
,

在整

根桩长范围内所占比例很小 ,

( 2) 取土孔径小于 桩 径
。

挤土作用 虽

有减小
,

但摩阻力并非全部丧失
,

除地表下

有浅埋砂层外
,

大部分钻孔取土沉桩工程
,

在桩区仍有地表隆起
、

位移
,

表 明浅层桩周

土仍有相当挤压
;

(3 ) 深层土受挤压向四周 扩 散
,

对浅

层 土有挤密作用
,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浅层

取土所释放的应力
;

( 4 ) 对于长桩
,

浅层摩 阻 力所占比例

很小
,

即便取土使承载力有所降低
,

但若在

5 % 以内
,

也属工程设计 误 差的允许范围
。

4
.

2 设置普通砂井

木工程地面以下约 1 8
.

o m范围 内属高压

缩性饱和软粘土
,

其渗透性很小
,

桩压入土

中可近似看作一个不排水过程
。

由于土颗粒

的不可压缩性
,

桩向四周挤压等于 自身体积

的土体
,

造成四周土体破坏和位移
,

并在土

中产生较大的应力增量
,

这种应力增量首先

表现在孔隙水压力的增加
。

随着入土桩数增

加
,

孔隙水压力积累
、

上升
,

使土 中有效应

力降低
,

破坏 了土体天然结构强度
,

从而产

生位移
。

设置人工排水通道
,

加速孔隙水压

力消散
,

也是减少沉桩影响的一种途径
。

为

此
,

本工程在桩区北面
,

管线南面
,

紧靠人

行道
,

设置 1 60 个砂井
,

砂井直径为 3 50 m m
,

深 g m
,

间距 。
.

s m
。

施工过程 中 还在桩区内

增设砂井 79 个
。

4
.

3 设置防挤沟

根据施工经验
,

防挤沟对减少浅层土挤

压影响
,

保护浅埋式地下管线有相当的防护

效果
。

我们要求一公 司在桩区北面
,

砂井南

面
,

紧靠砂井开挖一深 Zm
、

宽 l m的防挤沟
,

这样防挤沟兼有集
、

排水作用
,

注意保持沟

内无积水
。

4
.

4 合理安排压 桩
“
施工流水

”
(程序 )

在各种措施中
,

合理的
“
压桩流水

”

是最

经济实用的
。 “

压桩流水
”

关系到挤土方向
。

沉

桩原则上背向被保护对象
,

由近往远进行
。

本工程因四周都有被保护对象
,

原则上从外

围往中心进行
,

具体为先施压最北面的三排

桩
,

再单排由外围向中心进行
,

这样安排的优

点是先施压的靠近被保护对象一侧的桩起一

种挡土屏障作用
,

减少对周围的影响
。

但缺

点是要估计到桩区内已沉入的桩可能上浮
、

偏位
,

应采取适当预防措施
。

本工程采取了

桩区内增设砂井
,

控制沉桩速率等措施
。

4
。

5 实施 变形监测

为了及时掌握压桩对周 围环境影响
,

必

须加强对被保护对象的监测
,

及时报告变形

情况
,

以便采取对策
,

以监测数据指导压桩
,

做到防患于未然
。

施工结束时
,

河间路最南边一排监测点

变形量为 7 0 m m左右
,

最北边 一 排 为 3 0 m m

左右
,

且差异变形不大
。

4
.

6 控制沉桩速率

压桩过程中
,

当建筑物和地下管线变形

过大时
,

及时调整了压桩速率或停止压桩
。

另外
,

施工 中还采取 了跳压等措施
。

5 施工效果

整个压桩过程历时 87 天
,

平均每天压桩

数超过 7 根
,

工程提前竣工
。

竣工开挖验收

表 明
,

桩顶高程合格率为 9 9
.

3 %
,

桩位合格

率为 99
.

5 %
,

工程质量优 良
。

施工未造成周

围建筑物及地下管线损坏
,

受到上海市重大

办
、

医药局
、

建设方和 一公司的好评
。 。

6 结语

本工程 由于采取了有效的质量控制手段

和防范措施
,

取得 了良好效果
。

从中可以得

到以下认识
。

( 1) 在复杂环境场地进行压桩施工时
,

采取综合治理手段是必须的
、

有效的
。

( 2) 在压桩施工 中应注意监测
,

控制管

线等设施的不均匀变形
。

必要时
,

应采取有

效措施
,

以保护邻近建筑物和管线等设施的

安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