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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压桩基础托换在高层建筑中的应用

陈 国 政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院

,

西安 7 1 0 0 54)

【摘要】陕西铜川某厂七层住宅楼地基事故处理基础托换技术用预压桩加固设计方案
,

地基受力性

能好
、

沉降稳定快
、

效果可靠
、

见效快
,

基础托换是成功的 ,为高层建筑地基处理提出一种行之有效方法
。

【关扭词】基础托换 预压桩 加固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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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陕西铜川某厂 1 2 “

住宅楼
,

七层
,

砖混结

构
,

筏板基础
,

厚度 0
.

4m
,

埋深 0
.

6m
,

基础下

持力层为 3 : 7 灰土垫层
,

下卧层为人工填土

具有湿陷性
。

该建筑物建于 1 9 9 4 年
,

同年 5

月主体完工
,

在住户未搬人使用前
,

发现西山

墙多处出现裂缝
,

宽度 2 ~ s m m
,

成斜
、

竖向

延伸
,

地 面 与挡 土 墙 开裂
,

宽 度 达 10 ~

1 5m m
。

据沉降观测资料两角点沉降达 59 一

6 0m m
,

直接危及建筑物安全
。

经现场调查
:

楼两侧地形坡度陡
,

基础持

力层填方大
、

下卧层人工填土承载性能极低
,

建前地基未作妥善处理
,

而 防水措施又欠佳
,

由于墙角近处排水井平行西山墙
、

地下管道

严重漏水
,

使地基土被水浸泡湿陷
,

承载力显

著降低
,

导致地基过量不均匀沉降
。

据有关资料
,

经综合分析多种方案比较
,

最后确定采用基础托换用预压桩进行补救性

地基加固补强方案
。

目的为控制地基变形稳

定
,

不再产生新的沉降
,

使建筑物达到安全正

常使用
。

本工程 1 9 9 7 年 4 月竣工
,

经回访观察与

实测沉降表明基础沉降稳定
,

达到了地基加

固补强预期目的
。

2 场地位置及工程地质条件

场地位于 铜 川市人 民 广播 电台西 北

2 0 0m 处
,

地形高低不平
,

地面标高 8 49
.

6一

8 56
.

l m
,

整平标高 85 4
.

om
,

地貌单元属黄土

源斜坡区
。

根据地质勘察资料
,

基础底面地层

如下
:

① 3 : 7 灰土垫层 0
.

00 ~ 3
.

s om
:

为填方

而成
,

夹粘性土与石灰薄层
,

挖掘发现与基础

局部脱空 20 一 30
o m (主要在西侧墙基下部

,

深度为 1
.

o m 左右 )
,

出现不规则 的严重裂缝

并积水
。

②人工填土 ( Q护)
: 3

.

5 0一 2 0
.

3 o m
,

以黄

土为主
,

结构松散
,

承载性能极低
。

③黄土 ( Q戮
2
)

:
2 0

.

3 0 一 1 6
.

s s m
,

砖红

色
,

含白色钙质条纹和钙质结核
,

硬塑
、

土质

均匀
,

具中等湿陷
,

属低压缩性 人一 2 20 kaP
。

④黄土 (Q红
1
) 16

.

35 m 以下
,

棕红色
,

含

白色钙质条纹和钙质结核
,

无湿陷低 压缩
,

几 = 3 2 0 k P a 。

有关土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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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墓础下地基土物理力学性质指标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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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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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表中指标为统计均值
。

3 设计与施工

3
.

1 设计

据预压桩托换技术方案设计如下
:

( )1采用钢筋硷方桩
,

截面尺寸 0
.

Zm x

0
.

Zm
,

每节桩 长分为 1
.

o m
、

1
.

Z m 平桩和

1
.

Zm 尖桩
,

强度 C 3 0
。

( 2 )压桩根数 1 3 根
,

桩间距 1
.

0一 1
.

sm
,

最大间距为 2
.

o m
。

( 3) 桩长估算 14
.

o m
,

但用压力控制
、

压

桩终止压力妻 4 o ok N
。

( 4 )单桩承载力标准值 尺 k = 2 6 6 k N
。

( 5 )桩顶托换钢管 小= 1 5 9m m
,

壁厚 6一

sm m
。

( 6) 桩身偏差
,

按桩身垂直度 < 0
.

5 %
。

3
.

2 施工

施工程序和方法
:

( 1) 确定桩位
,

贴近墙体或基础边挖
、

开

凿竖向导坑
,

深至基础下 1
.

s m
。

( 2) 开凿水平洞
,

宽 0
.

s m
、

长 1
.

s m 深至

承重墙基础底部中心下
,

再开凿竖向导坑穿

过 3 : 7 灰土垫层深达人工填土层顶
。

( 3) 下尖桩 (首桩就位 )
、

回填夯实至操作

坑底深度止
。

( 4) 因基础下灰土垫层局部脱空 (主要在

西侧墙基下部位
,

深度为 1
.

o m 左右 )和 出现

严重裂缝
,

进行安全支护
。

( 5) 地面电动油泵加压及观测记录~ 坑

下压桩操作~ 接桩~ 焊桩~ 恒压~ 单桩静载

荷试验~ 桩式托换与回弹试验~ 操作坑
、

洞

回填夯实~ 支模浇灌硷承台用振动棒振捣实

~ 拆模整修地面恢复原貌
。

4 预压桩托换地墓加固补强成果及其分析

预 压桩托换地基加 固补强
,

在墙体开裂

严重部位基础底面下压入 13 根预压桩
。

所谓

预压桩
,

指保持压桩终止压力恒等达到稳定
。

而托换本身的含义是有托有换
,

托在前换在

后
,

托为了换
,

换的目的是为了对既有建筑物

进行加固补强
。

先让被托换部分退出工作
,

其

上部依靠托换支座上两侧并排两台千斤顶顶

住或支托
,

对退出工作部分进行地基加固补

强
。

为可靠的确定单桩承载力标准值 R k ,

验

证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

调整压桩力和对地基

评价
,

选择 2 根具有代表性桩进行了单桩静

载荷试验 (以下简称试桩 )
。

此外
,

还作了 9组

托换回弹试验
,

压桩平面位置见图 1
。

为检验

地基加固效果
,

竣工前后进行了地基变形 沉

降观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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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桩式托换地基加固补强竣工图

.

一 压桩 . 一 试桩
·

— 地下管道
一— 挡土墙

⑧— 排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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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压桩

实测压桩力 尸 与桩尖入土深度 H关系

(见图 2 )
,

预压桩施工见 图 3
,

其成果汇总表

2
。

尸 / kN

几 10 0 2 0 0 3 0 0 4 0 0 5 0 0

桩阻力将发生时显变化
,

当桩身穿过同一类

土层时
,

压桩阻力也有呈反常现象
。

分析原因

主要是土层软
、

硬程度不均匀及受水浸强度

降低不 同所致
;

叹U已\饰

图 2 桩编号 2
、
6 及 n 压桩 尸一H 关系曲线

由表 2 不难看出
:

( 1 )桩尖入土深度 (H ) 1 1
.

8 0一 1 2
.

8 0m
,

平均 12
.

o o m
,

桩尖均深入力学性能较好的土

层下 > o
·

6 8m ,

( 2) 压桩力 尸 随着桩尖入土深度增加而

增大
,

但不成比例
,

当桩尖进入不同土层时压

一一 `̀
.

:
/

·

了一几
·

:::... 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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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预压桩施工示意图

1一地梁 2一压力表 3一电动油泵 4一垫钢板
5一垫块 6一压桩千斤顶 7一预制钢筋硷桩

8一桩接头焊接处 9一高压胶管 10 一操作坑

表 2 墓础托换地墓加固补强成果汇总表

桩桩编号号 桩尖入土深度度 压桩终止压力力 托换压力力 托换回弹弹 桩顶反力力 桩身偏斜值值 备注注

111111 /mmm 尸 / k NNN P下 / k NNN 八 S
。

/m mmm P 上 / k NNN △H /m mmmmm

lllll 1 2
.

5 111 4 1 2
.

555 3 8 0
.

000 1 8 444 1 2 222 444 见图 2 曲线 222

22222 1 2
.

6 555 4 5 6
.

333 3 7 5
.

555 1 6 000 1 4 888 666 试桩桩

33333 1 2
.

6 000 4 5 0 000 3 7 5
.

555 1
.

2 888 1 8 222 555 见图 2 曲线 666

44444 1 3
.

0 000 4 4 3
.

888 3 6 0
.

000 1
.

4 222 1 6 222 888 试桩桩

55555 1 2
.

5 111 4 3 7
.

555 3 8 0
.

000 1
.

4 888 1 6 888 666 见图 2 曲线 nnn

66666 1 2
.

7 777 4 6 2
。

555 3 7 0
.

000 2
.

0 444 1 0444 44444

77777 1 1
.

6 000 4 5 0
.

000 4 0 0
.

000 2
.

2 000 1 3 888 55555

88888 1 1
.

3 777 4 3 7
.

555 3 8 0
.

000 2
.

1 222 1 2 666 66666

99999 1 1
.

3 555 4 50 000 3 8 0
.

000 1
.

9 666 1 1444 1 66666

111OOO 1 1
。

7 000 4 4 3
.

888 3 8 0
.

0000000 66666

111 111 1 3
。

4 888 4 3 7 555 3 8 0 0000000 55555

111 222 1 2
。

1 555 4 5 6
.

333 3 8 0
.

0000000 55555

lll 333 1 2
。

6 000 4 2 5
.

000 3 6 0
.

0000000 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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