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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电厂桩基基础方案

— 看工程勘察
、

设计
、

施工检测的相关性

程 福 生

(核工 业第七研究设计院 太原 0 3 0 0 1 2 )

【提要】本文介绍了某电厂主厂房工程地质勘察
、

桩基设计
、

施工质量 与效果检测这一全过程
,

说明了这些工作相结合的重要性
,

以引起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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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架结构
,

长度为 7 x 6m 二 42 m
,

汽机间高度

某电厂为 1
.

2万千瓦二期技术改造项 目
, 1 8

.

5 m
,

除氧煤 仓间高度 33 m
,

锅炉间 30 m
。

新建主厂房 占地 面 积 2 0 75 m
“ ,

建 筑 面 积 上部结构具有体系复杂
,

使用荷载大
,

刚度

5 0 3 1 m
, ,

是 由 一跨 s m 汽机间
,

二跨 6 m 的除 很不均匀的特点
。

氧煤仓间及一跨 2 4 m锅炉间组成的混合框排 该厂房地处黄土源梁的边缘斜坡台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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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工 艺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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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改进工 艺
,

采用反循环
,

泥浆比重

小
,

泥皮厚度很薄
,

不 易影响桩侧摩阻力
;

(2 ) 当采用正循环时
,

合 理 控制泥浆

及置换
,

避免返工
;

( 3) 克服侥幸心理
,

反对急躁 片 面追

求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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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厂房横跨两个 台地
,

高差 6 m 有余
。

地势南

高北低
,

地表人工填土厚度不 等 (0 一 7
.

5 m )

具有复杂的工程地质条件
,

如图 1 所示 (表

层 已铲除 3m 厚杂填土 )

2 土程地质勘察及基础方案的选择

首先
,

对场地进行了详勘
。

本次勘察是

在原场地 自然地坪下进行的
,

由于地面起伏于
较大

,

给勘察工作造成 了很多困难
,

共布置钻 ;
孔 30 个

,

勘察过程中发现主厂房场地地层变

化较大
,

又补充了 i8 个钻孔
,

共计 48 个 (主

厂房区域为 23 个 )
。

地基土层在勘探深度内

共分四层
,

其中
:

①层填土
,

以杂填的炉渣
、

碎砖
、

瓦片

等人工填土为主
,

厚度不等 ( 0
.

5 ~ 7
.

5 m )
。

②层粉生
,

软塑 状 态
,

含 砾石
、

姜

结石
、

煤块等
,

厚度 1
.

。一 5
·

s m
。

③层粉土
,

中等压缩性
,

可塑状态
,

局部有软流塑状
,

本层顶面在 自然地坪下

4
.

3~ 7
。

l m处
。

④层含砾粉质粘土
,

硬可塑状态
,

结

构密实
,

强度较高
,

未穿透
。

地下水埋藏较浅
,

主要为潜水
,

埋深

在 0
.

2~ 3 m 左右
。

地基土承载力标准值分

别为
:

①层填土
: s o k P a

②层粉土
: 1理。 k F a

③层粉土
: 1 7 o k P a

④层含砾粉质粘土 3 0 o k P a

根据勘察结果
,

设计人员先采用沉管灌

注桩基础方案
,

这是当时比较常用的一种灌

注桩施工方 法
。

桩长分别为 7
.

5 m
、

8
.

5 m
、

9
.

5 m
、

l o
.

s m ,

桩径必4 0 0
。

按 设计 计算
,

单桩竖向标准承载力可达 s o o k N
,

为了检测

单桩承载力的准确性及可行性
,

在平整场地

后
,

铲除上覆人工填土 3 m左右
,

先 施工 5根

试桩
,

进行静载试验和动测试验
。

桩基施工单位做 了 5根试桩 (这 里 值得

指出的是在桩径
、

桩长符合设计的条件下
,

施工 单位采用了高压钻进
,

泥浆护壁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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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方法与设计的沉管灌注桩不 同
,

这种未经设

计部门同意
,

擅 自改变 施 工 方 法是不允许

的
,

为以后的试桩及效果 分 析产 生不利因

素 )
,

太原工业大学土木检测中心对试桩进

行了检测
, 4根桩做 了静载试验

; 5根桩均 做

了小应变动测试验
。

3 静载试验及动洲结果

静载试验见表 l
、

表 2 ; 动测试验见表 3
。

通过上述静载试验与动 测 结 果 分析
,

2 “ 、

5 ”

桩达到了设计要 求
,

单 桩 承 载力

> 5 00 k N
。

而 3 林 、
4 “

桩均未能达到要求
,

且差值较大
。

因 此 说 明
,

根 据地质资料提

供的参数用公式得出的单桩承载力与实测结

果差异较大
,

如果不进行试桩检测而采用设

计值
,

后果可想而知
。

目前许多工程 由于进

度
、

造价等原因桩基设计未能进行施工检测
,

从这一工程事例中应引以为戒
。

3 “ 、

4 件 桩

究竟为何产生这样的结果
,

通过下面分析可

知
,

工程勘察及施工质量控制是关键
。

4 第二次补充工程勘察结果及原因分析

为了找出 3 “ 、

4 朴 桩 承 载 力 不够的原

因
,

考虑到该场地土地质不均情况
,

决定对

该场地重要部位进行补充地质勘察
,

这次补

勘是在平整后的场地上进行的
,

共布钻孔 16

个
,

钻孔深度 16 ~ 20 m
,

在这样差异性大的

场地上
,

更准确地揭示地层情况
,

加密原来

的钻孔间距是必须的
。

虽然第一次勘探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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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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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满足规范要求的
,

但对于这一具体复杂工

程
,

布点还欠不够
,

通过两次报告的综合分

析 3 价
、

4 “

桩落在了填土 厚 度 较 大的区域

上
,

这是 3 雌
、

4 铃 桩承载力 不 够 的 原因之

一
。

从这一事例说 明
,

工程勘察在满足规范

要求的前题下
,

还应根据具体的场地条件及

上部结构的重要性
,

与结构 工 程 师 相互配

合
,

尽可能提供准确的地质条件资料和设计

参数
。

3 林
、

4 铃 桩承载力不够的原因之二
,

是

根据补充地质勘察报告
,

该黄土状土属于饱

和软塑~ 流塑状
,

容易产生严重的缩颈
、

坍

孔和孔底沉渣现象
。

如 图 2 从试桩 P~ :
图中

可以分析
,

由于施工方法的缺陷
,

孔底沉渣

是本次试桩失败的原因之二
。

5 地基处理及基础方案的级终确定

根据试桩结果
,

决定改变原来的灌注桩

方案
,

理想方案是采用预制桩比较合理
,

这

样可以避免灌注桩施工中质量难以控制
,

离

散性较大的缺点
,

但新建厂房距老厂房仅为

7 m ,

振动影响难以解决
,

如 采用静压预制桩

硬土层又难 以压入
,

因而预制桩方案也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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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专趁夕

S (m朴

图 Z p一
s

曲线图

p

州 , 实行
,

最后经设计反复论证后
,

选择 了振冲

灌注桩方案
,

桩径 必 6。。,

桩长 1 3
.

5一 1 6 m ,

进入硬土层 Zm ,

单桩承载力为 6 0 O k N
。

本文不是重点阐述桩基设计
,

因而这里

只是简略地说明桩基设计的最终结果
。

6 施工质盆及成果检河

吸取上次试桩的经验和教训
,

又做了无

损动测试桩
,

检测结果表明
,

单桩承载力在

63 5 ~ 77 9 k N之间
,

评价为 良好桩
,

结果 见

表 4
。

从表 4 可以看出
,

设计上采用振冲灌注

桩
,

单桩承载力 6 0 o k N是合理的
,

可行的
,

试桩结果作 了设计的最终 依 据
。

本 工 程于

1 9 9 4年 9 月桩基全部施工完毕
,

经太原市质

量检测站全面检测
,

均符合设计要求
。

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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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几点体会和建议
:

通过某 电厂主厂房工程事例的分析
,

针

对目前建筑工程地基处理及基础设计 中
、

施

工 中存在的问题
,

在下列 几 方 面 应引起注

意
。

1
.

对地基处理及基础设计
,

尤 其 对于

某些复杂地基工程
,

关键在于工程地质勘察

资料的准确性
、

全面性
,

必要时应做补充勘

察
。

2
.

设计人员应配合勘察 部 门做好地质

资料的综合分析
,

考虑上部结构对基础工程

的影响
,

选择经济合理的设计方案
。

3
.

针对某些建设单 位 为 省 时 省 钱
,

忽视工程勘察与试桩检测的情况
,

设计人员

应遵守岩土工程勘察规范有关要求
,

坚持原

则
,

说服对方
,

使自己的设计
“
有理可循

,

有据可依
” 。

4
.

对桩基仅靠几根单桩试验成果 来确

定单桩承载力
,

其可靠性
,

还不够科学
,

必

须辅以其它测试手段取得一定数量的数据以

概率理论予以科学处理
,

这点值得 以后加 以

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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