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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层搅拌桩作为软土地基处理的一种新方法，正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基础工程中去。实践证明，深层搅拌桩

也存在挤土效应。结合工程实例，对相关的墙体侧向位移和管道沉降的监测数据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了搅拌桩挤土效应的特

点及其在不同的施工工艺所表现出来的规律，并分析了可能导致这些规律的原因。用SagaSeta的源一汇理论得到的位移计算

公式对这些规律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地基处理；搅拌桩；挤土效应

【中图分类号】Tu 473．1

Analysis of Soil—squeezing Effects in Mixing Pile Construction

Li H。ngbo GaO Guangyun Wang Liming

(D印arnnent of GeOtecmcal En百n吲ng，TOn翻i UTliverSity，Shang}lai 200092 Chim)

【Abs蛔ct】 The deep rnj虹ng pile，which is anew殍Uundwork o。nStmction InethOd，generaUy used in soft soil，iS being诵ddy

popul缸zed in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fieldS．It haS be眦prOved that miXing pile o。nStruction删d also cauSe S。i卜Squeezing effectS．

On the baSis of resea工℃h and analysis by fomler ScholarS，the monitor data 0f wall lateral displac锄ent and pipe Sedimentation related

to an即百neering p蚵ect are amlyz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卜squeezing effectS aS well aS the rules of it are suImnarized under

different c(mstruction craftS．FinaⅡy，these mles are researched by the fomlulas of displaoern朗t based on sagaSeta’s SC几lrcfsink iIllage

tec}mique．

【Key words】foundation trea廿11ent；mixes pile；effect of鲥卜Squeezing

O引 言

深层搅拌桩作为一种新型的地基处理形式，自

1980年在我国获得成功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对

于深层搅拌桩的施工，往往基本忽略了它对周围环

境的影响。但随着无数施工过程的积累，人们逐渐

认识到，深层搅拌桩的施工也会产生一定的挤土效

应，导致周围土体的侧向位移和地表隆起。在地下

管线和地下设施密集的地方进行深层搅拌桩的施

工，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搅拌桩的施工，挤土效应将

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有必要对深层搅拌桩的挤土

效应作系统的研究。

1工程实例分析

1．1工程概况

该工程为某城市地铁车站的施工，施工区域周

边环境保护是施工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施工的车站

紧贴已有的一个地铁车站，在施工过程中将对已有

车站造成影响，在车站基坑施工过程中对其进行保

护是监测的主要任务之一。另外施工基坑周围有大

量的地下管线，基坑施工过程中需加强对上述管线

的保护。

车站基坑开挖采用搅拌桩维护。在基坑周围已

有车站的地下连续墙上布置了位移测点，在周围管

线上布置了沉降测点。

本工程搅拌桩采用“两次喷浆，三次搅拌”，即

“两喷三搅”，搅拌桩长约16 m，13到16 m由于围护

需要，喷浆量增加一倍。

1．2数据分析

从搅拌桩的施工工艺看，搅拌桩下沉时由于注

入了相当体积的浆液，而且在注入浆液的同时，注浆

压力也会对周围地层产生挤压作用，因此使得原有

的地层产生附加应力和体积扩张，导致了地下连续

墙的侧向位移和地下管线的沉降。在此过程中，还

会产生超孔隙水压力，由于饱和粘性土的不排水性，

孔隙水压力的积聚加剧了搅拌桩的挤土效应。对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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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桩挤土效应大小存在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的影响，

内因如注浆量、水灰质量比、水泥掺入量等，外因如

施工距离、施工流向等。由于在施工过程中水灰质

量比、水泥掺入量都是一定的，下面我们将着重从外

因来讨论它对搅拌桩的挤土效应的影响，并且还将

总结挤土效应表现出来的一些规律。

1．2．1施工距离对挤土的影响

卜7(表示1月7日)到1—10，搅拌桩在离S13较

远的地方施工，S13隆起值基本没有变化；1-12到

1-15，搅拌桩施工地点在S13测点附近，隆起值不

断增大且接近最大值，然后随着施工地点离测点越

来越远，卜17后隆起值开始回落(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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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S13位移曲线

以下各图中，横坐标表示日期，纵坐标表示位

移，其中Q为地下连续墙墙体位移测点，位移为正

表示远离基坑方向位移，S为管线沉降测点，位移为

正表示垂直隆起。

可以发现，施工地点离测点距离相当远，可以基

本忽略它对测点处的影响，而隆起值的变化主要集

中在测点附近施工的时段，所以可以认为：某处受搅

拌桩的挤土作用，只是在接近该处的一定范围内(范

围大小受很多因素影响)的搅拌桩施工会对该处产

生挤土效应，距离越近，挤土效应越明显，超过一定

的距离，施工对其基本没有影响。

1．2．2施工流向对挤土的影响

在其它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不同施工流向会对

挤土效应的大小产生影响。取了两组距离很接近的

测点，即认为其它影响因素大致相同，考虑不同流向

对它们隆起值的影响。

s13附近搅拌桩是朝同一个方向施工，而s14

附近是由两边同时向中间施工，可以看出，S14隆起

值出现的最大值明显比S13大，由此可见，由两边

同时向中间施工挤土效应更明显(见图2)。

同时，如果先施工内排桩，然后再进行外排的搅

拌桩施工，由于内排桩会形成一个屏障，挤土效应也

会减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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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月一日)

图2 S13、S14不同施工流向下位移曲线

1．2．3成桩数量对挤土的影响

成桩数量的多少对挤土效应的大小有着直接的

影响。

Q3测点处地下连续墙在不同深度处的位移变

化曲线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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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3 Q3位移曲线

11—6在Q3附近施工最里层单排桩时，Q3位

移很小，变化不大，挤土效应很小，11—7、11—8没有施

工，位移马上回弹，而11—9到11—12在Q3附近施工

余下几排桩，成桩数量是单排时的2倍多，位移量急

剧增加，接近最大值。可以认为，施工的搅拌桩数量

越多，挤土效应就越大。一次连续成桩数量的增加，

位移值和隆起值也会急剧增加，两者不是同一量级

的增长。在上面的例子中，搅拌桩的一次成桩数量

增加了一倍多，但位移却增加10倍左右，挤土效应

的增加非常明显。

1．2．4沿深度的影响规律

Q9测点处地下连续墙沿深度出现的最大位

移，统计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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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Q9测点最大位移

由图3和图4可以看出：

1)沿着深度连续墙水平位移变化规律是基本一

致的；

2)除了接近地表和底部范围出现的水平位移很

小外，沿着搅拌桩深度的其它区域都有较明显的位

移，且挤土效应对周围土体侧向位移影响最大的区

域出现在桩的中部。

统计测点Q3、Q4、Q8、Q9、Q10、Q11、Q12出

现最大位移的位置见图5。

Q3 Q4 Q8 Q9 Q10 QlI Q12

测点号

图5测点最大位移

由图5可以看出，地下连续墙出现最大水平位

移的位置大约在13～14 m左右。

考虑现场因素，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施工因素：13～16 m搅拌桩施工时由于结构

的需要，喷浆量增加一倍，因此该段受到的扰动应该

更大；

2)土质条件的因素：该段属于中高压缩性土，压

缩模量小，变形容易。

综合以上因素，如果把地下墙最下端看作固定

段，位移最大值应该出现在13～16 m，与实测数据

吻合。

1．2．5滞后现象的分析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某些位移出现滞后现

象。搅拌桩不在测点附近施工，位移或隆起值没有

立刻停止，而是有1～2天继续增长。

Q3附近的搅拌桩在11—12全部完成，但Q3的

水平位移在11—13仍然有增长，直到11—14才开始

回落。挤土效应有一天左右的滞后(见图4)。

滞后效应在国内相关文章中尚未见论述，但随着

今后施工过程中对周围环境保护要求的不断提高，搅

拌桩施工挤土效应的滞后现象受重视的程度必将越

来越高。从监测数据可以看出，搅拌桩施工时挤土效

应的滞后效果不是很明显，只有在大批连续成桩时才

表现出来，当成桩数量很小时，基本可以忽略。

1．2．6 回弹

搅拌桩远离该处施工，挤土效应逐渐衰减时，位

移会出现回弹。

1～17以后搅拌桩的挤土效应逐渐消失，隆起值

不断回弹，但幅度很小，并逐渐趋于平缓(见图6)。

星
滟
趟

1—7 l—lO 1—13 l—16 1—19 1—22 l一25

日期(月～日)

图6 S15沉降曲线

孔隙水压力的影响是出现回弹现象的主要原

因怛J。在施工期间挤土会产生超孔隙水压力，由于

不饱和粘性土的不排水性，孔隙水压力不断增大，增

加了挤土效应，而当停止施工，孔隙水压力会慢慢消

散，土中应力减小，因此位移会有一定的回弹，但是

孔隙水压力的消散比积聚慢的多，因此回弹很缓慢，

并且也不会恢复到原来的数值，而是到一定的数值

就基本不再变化，因此回弹量也只会到一定的数值，

希望位移能回弹到原来的状态是不可能的。

2理论分析

分析打桩对环境的影响以往多利用圆孔扩张理

论bj，研究打桩在土体中产生的挤压力，从而推算

土体的位移。经典的圆孔扩张理论有一个缺点，即

将一维的圆孔扩张解应用于桩体贯入这样一个三维

问题，导致其解只与径向坐标有关，而与竖直坐标无

关，并忽略了孔壁竖向摩擦力的影响HJ。因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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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孔扩张理论来分析搅拌桩的挤土效应，特别是在

群桩施工，以及综合考虑其它因素的情况下，显得非

常困难。

本文利用SagaSeta的源一汇理论，考虑搅拌桩

施工的挤土效应。详细推导过程请参见文献[5]。

由此得到的单根搅拌桩施工时引起的土体中某点的

位移为：

竖向位移

△2=

水平位移

△lD=景磊{

一点r“帚可丢i矛+一丽ro l[1D2+(z—Lo)2]1尼’眵可切一南}(1)[ID2+(z+Lo)2]1／2 [1D2十z2]1／2
。1 7

z+Lo

[矿+(z+Lo)2]1／2 [

z—Lo

』D2+(z—Lo)2]1／2 j
(2)

式中ro为搅拌桩的模拟桩径，设桩长为矗，一

根桩所需的水泥及水的总质量为W，浆液的密度

lD浆，根据体积相等模拟桩径可由下式得到：

ro=~／V矿／(ID浆矗丁c) (3)

式中：J0为计算点与桩的水平距离，m；2为计算点距

桩顶即地面的高度，m；L。为搅拌桩的桩长，m。

根据文献[5]对该公式的分析结果，越接近桩体，

地表隆起值越大；对于桩周土体的水平位移，除了接

近地表和桩尖下部区域水平位移较小外，桩身的绝大

部分，都会产生一定的水平位移，且在中部达到最大。

水平位移会随着离桩轴线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小。

这与1．2．1节，1．2．4节分析的现象都是相符的。

考虑群桩效应时，可以利用以下的公式计

算[6]：

△z=K。lK岔∑△磊 (4)
z=1

』巳

△ID=KplKp2∑△B (5)
i=1

式中：K：1、K01分别为施工流向对竖向位移和水平

位移的修正系数；K小K以分别为连续成桩数量对

竖向位移和水平位移的修正系数。

这些系数即综合考虑了1．2．2节、1．2．3节所

述的影响，这也是对挤土效应影响最为明显的两个

因素。笔者认为应该根据不同的工程情况总结这些

系数。

同时对于不同地质条件、孔隙水压力的变化以

及1．2．5所述的滞后现象等等因素，由于条件太复

杂，公式都没有考虑到，有待于今后继续研究。

3结语

本文根据监测数据，总结了搅拌桩挤土效应的

一些规律，同时利用由Sagaseta的源一汇理论得到

的位移计算公式对这些规律做了理论分析：

1)在深层搅拌桩的施工因素的影响下，离施工

桩的距离越近，一次连续成桩的数量越多，挤土效应

越大，造成的墙体水平位移和管线的隆起值就越大。

同时不同的施工流程也会对挤土效应的大小造成一

定的影响。

2)周围土体受搅拌桩挤土效应影响出现最大水

平位移的深度，应该出现在搅拌桩中部附近，同时如

果某一深度注浆量显著增加，该段扰动也会显著增

大，综合地层的因素，即压缩模量的大小，可以估计

出现最大位移的深度。

3)挤土效应会有一定的滞后，并且在附近没有

搅拌桩施工时，位移和隆起值有一定的回弹。

相应于这些因素，施工中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

减少挤土效应的影响，如减少成桩数量，减缓成桩速

率，挖设卸压槽等等11，7|。

由于该研究课题在工程实践上有重要的意义，

今后需要搜集更多更全面的资料：如不同的地质条

件、不同的水灰质量比、不同的施工速率等等进行全

面的分析；寻求更合适的力学模型，从理论上对搅拌

桩施工时土体周围的情况进行更准确的模拟；对群

桩效应作进一步的探讨；拟合出实用的公式，对施工

进行指导等。

参考文献

1罗哲．深层搅拌桩施工对周围环境影响分析．土工基

础，1998，12(3)i1～5

2姚笑青，胡中雄．饱和软土中沉桩引起的孔隙水压力的估

算．岩土力学，1997，18(4)：30～35

3胡中雄．土力学与环境土工学．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7

4施建勇．沉桩挤土效应研究综述．大坝观测与土工测试，

200l，25(3)：5～9

5黄院雄，许清侠，胡中雄．饱和土中打桩引起桩周围土体

的位移．工业建筑，2000，30(7)：15～19

6蒋锋平．大面积深层搅拌桩施工对地铁隧道影响的研究：

[学位论文]．上海：同济大学地下建筑与工程系，2004

7蒋建平，高广运．桩基工程引起的环境问题及其防治技

术．建筑技术，2004，35(3)：173～175

收稿日期：2005—0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