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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桩签工程

2
.

1 沉管灌注 桩的大面积推广应用

自80 年代初静压沉管灌注桩及震动沉管

灌注桩逐步发展为静压振拔沉管灌注桩
,

推

广应用至今
,

已成为多层建筑基础工程主要

采用的桩型
。

通过大量的工程应用总结了极

为丰富的经验
,

从设计
、

施工
、

质检各方面

都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质量保证措施
。

在

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并发展了多种桩型
,

如超长型灌注桩
、

静压扩底灌注桩
、

组合桩
、

预制大头型灌注桩
、

十字平底灌注桩等
,

并

编制了宁波市沉管灌注桩技术规程
。

2
.

2 干取土灌注桩 的开发 (专利号

9 2 1 0 4 6 9 9
。

5 ,
9 2 2 0 6 6 8 2

。

5 , 9 2 2 0 6 8 1
。

7 )

为保留钻孔灌注桩施工成桩土体不受扰

动的优点
,

清除泥浆污染环境和解决孔底沉

渣
,

水下浇灌硅的质量不稳定的缺点
,

采用

全套管护壁
,

管 内取土的新工艺
。

成桩工艺

程序是
:

①挖除桩孔处地表杂填土及地表硬

壳层 ; ②模管就位
、

校正垂直度 , ③沉入模

管
,

用专用取土器分段将模管内土体取出 ,

④接长模管
、

复校垂直 ; ⑤沉入模管分段将

土体取 出 , ⑥检测桩孔 , ⑦放入钢筋骨架
、

灌入硷
,

振动拔出模管成桩
。

取土装置
:

根据不同土性
,

有流动土取

土器
、

一般土取土器和特殊土取土器三种及

相应取土接长杆
。

均由翻扣联接
,

联接时间

一般 5 ~ 1 0 5。

取土器从模管内提 出 时设有

空气进入底部的装置
,

避免抽拔真空现象发

生
。

为达到连续取土
,

每台桩机配两只取土

器
,

卸土和取土可同时进行
,

提高工效
。

模管视桩长确定
,

当桩长在 30 m 以内
,

可采用单节模管
,

当桩长在 30 m 以上采用二

节或多节模管
。

在桩机高度和拔模管能力满

足的前提下
,

尽可能采用单节或最少节数的

模管
,

以减少接管时间
,

提高工效
。

采用多

节模管时
,

设有垂直搭接的位移装置
,

当拔

动上模管位移 1 00 ~ 20 o m m 时
,

才带动下节

模管的上拔位移
,

使上节模管 由拔出的静摩

阻力转为动摩阻力
,

然后再带动下节模管
,

使总的上拔力大大减小
。

此种方法 已在几个工程中应用
,

取土深

度最深达 4 6
.

5 m
。

在几项基坑支护工程中作

为支护桩使用
,

桩长 20 ~ 26 m
,

桩 径 6 50 ~

80 o m m
。

开挖后可以看出桩身质 量 良好
,

硅密实
,

桩径无变化
,

表面光滑平整
。

施工

速度快
, 。 6 50 长 22 m 的桩

,

每台桩机 日最高

成桩 9 根 (作业时间一4 h )
,
中 5 0 0长 2 6 m 的

桩
,

每台桩机每日最高成桩 7 根 (作业时间

1 h9 )
。

工程造价与钻孔灌注桩相 比
,

泥浆

外运费
,

变成干土外运费
,

可 节 省 造 价约

7 %
。

干取土灌注桩具有桩身质 量 可 靠 的优

点
,

因桩径均匀
,

表面光滑
,

对桩与桩周土

的结合不如钻孔灌注桩
。

以侧摩阻力为主的

工程桩其承载力须考虑此因素
,

采取有效措

施进行弥补
。

从桩端阻力分析
,

取土器取出

持力层的土体断面呈折断状
,

桩端无沉渣和

虚土
,

桩的端阻力高于钻孔灌注桩
,

因而按

钻孔灌注桩设计参数计算的承载力
,

仍偏于

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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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取土灌注桩可利用干作业成桩工艺的

有 利条件采取下述措施
,

提高桩的承载力
。

途径 1是增大桩周与土体接触面积
,

增大侧

摩阻力
,

可将模管底部加工成凸四齿形
,

成

桩后呈凸四齿形截面
,

见图 l ; 途径 2 是加固

桩端土
,

增 设 管 内夯

锤
,

使持力层土体 强夯

加固
,

提高桩端土承载

力
。

一óCO闪厂亡

一2

.

|l||夺图

ù

2
.

3 干取土大直径夯扩灌注桩

(专利号 9 2 1 0 4 6 9 9
.

5
、

9 2 2 0 6 6 8 2
.

5 )

干取土灌注桩与法兰克桩这两个成熟工

艺的桩嫁接成为干取土夯扩灌注桩
,

此工艺

已在某工程中首次试用
,

基本参数为
:
桩身

直径 o
.

s m
,

桩端扩底直径 1
.

4 m
,

桩长 26 m
,

工艺性试成桩已获得成功
。

施工成桩程序
:

①开挖杂 填 土 及 硬壳

层
;

②沉入 中 80 0模管进入桩端持力层 o
.

s m ;

③分段取出模管内土体
,

并超深取 士 1
.

5 m ,

④检测桩孔深度
,

即观察持力层折断面和土

性
,

测量持力层实际深度 , ⑤灌入干硬性硷

进行重锤夯扩施工 ; ⑥分多次灌入与重夯扩

底
,

直至达到设计要求的直径 ; ⑦放入钢筋

笼灌入硅
,

振动拔出模管即成桩
。

扩底直径根据扩底头的高度和灌入模管

内扩底硅累计高度设为圆鼓形 (实际呈梨形

或蘑菇形
,

按圆鼓形计算偏于安全 )
,

设计

计算扩底直径 以下式表示
:

刀 = d
·

侧万再万了

式中
: D

— 计算扩底直径 ( m ) ,

d

— 模管内径 ( m ) ,

h .

— 扩底施工时灌入模管内千硬性

硷的高度 ( m ) ,

L

— 设计扩大头的高度 ( m )
。

扩底直径的实测结果要 比设计计算直径

大 10 %一 20 %
,

证实扩底直径计算偏于安全
。

适用于无承压水地质条件的砂性土持力层
。

如为硬塑粘性土持力层
,

宜在持力层与

上层软土层交界面夯扩
,

使桩底土经过夯扩

过程具有强夯加固地基的作用
。

采用 中 6 00 夯

锤
,

夯锤高 4
.

5 m
,

底面积 o
.

s Z s m “ ,

重 3 a k N
,

平均落锤高度 2 0 m
,

锤底静压力 1 0 6 k N / m
么 ,

夯击能量 E = Q
·

g
·

h = 3 x l o x Z o = 6 0 0干焦耳
-

桩底土加固深度 H = 侧瓦百 x “ =
亿若万万万毛

x o
.

5 二 3
·

87 m
, a 为修正系数

,

一般粘土
、

粉土取 0
.

5
。

说明夯扩过程不仅提供 满 足设

计桩端土承载力要求的扩底直径
,

并对桩底

土层起到强夯加固作用
。

2
.

4 钻 孔扩底灌注 桩 ( 专利号 9 2 2 2 9 5 7 5
.

X )

钻孔扩底灌注桩的成桩工艺程序为
:

在

钻孔灌注桩成孔后
,

换上扩底装置
,

加压旋

转切土扩底
,

图 2 为扩底轨迹
。

扩底装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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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部分
: 即扩底刀具及底座

,

通过活动连

接为扩底装置
。

扩底刀具设有旋转力矩传递

装置
,

而铰不受旋转力
,

提高旋 转 切 土能

力
,

而底座固定在孔底土层
,

用球铰与扩底

刀具相连
,

其扩底直径视钻杆压旋下落位移

量即可知道底部扩底直径
。

扩底完成后按钻

孔灌注桩施工要求进行清孔
,

置入钢筋笼
,

下导管进行水下硷浇灌成桩
。

宁波广济街 3 号楼建筑面积 1 8 0 0 0 m
2 ,

地上 15 层
,

地下 1 层
,

采用 中 7 00 扩底 灌注

桩
,

桩端扩底直径 中 1 2 0。 ,

桩基持力层为 7

一 l 粘质粉土层 (经多方案比较
,

采用钻孔

扩底灌注桩见表 1 )
,

从表 1 可知
:
采用钻

孔灌注桩 中 7 0 0
、

中 5 0 0 ,

桩数为 3 3 6桩
、

2 7 6

枚
、

而采用中 7 00 扩底直径 中 12 0 0钻 孔 灌 注

桩
,

仅须 20 0枚
。

从桩体硅体积及 造 价均可

节省 3 。% 以上
,

钻孔扩底桩充分发挥桩端持

力层 的作用
,

取得了显著的效益
。

表 1 广济街 3号楼桩型经济分析衰

4444444 }}}
,,

.

11111 }
,
、、

,, 44444 !!!

4{l

桩 型
单桩承载力
标准值 / k N

桩数 /根
硅总量

/ m 3

百分比
X 1 0 0

中 70 0钻孔桩

中 8 00 钻孔桩

中 7 0 0钻孔桩
扩底巾 1 2 0 0

1 4 0 0

1 7 0 0

2 3 0 0

3 3 6

}
5 1 7 4一

}
1。。

2 , 6

}
” 2。

’

0

}
`。6

’

6 ,

2。。

}
3 2 8`

·

。

}
“ 3

·

” 5

试桩结果单桩极 限承载 力 妻 s o 0 0k N
,

略大于计算值
。

2
.

5 预承力钻 孔灌注桩

(专利号 9 2 2 0 2 6 2 4
.

6 )

( 1 ) 桩受力机理分析

预承力钻孔灌注桩即在工程桩底作用向

上的预承力
,

使桩体向上微抬
,

来改变桩的

受力状态
,

见图 3 桩的受力机理
。

普通桩当

外荷载G作用时
,

桩与土产生 f : 的侧摩阻力
,

随着 G的增加 f :
向下延伸直至传到桩底

,

桩身

产生一定位移
,

桩身位移 5~ s m m
,

f
;

值为

最大
,

而超过位移范围 f :
逐惭变小

,

须待桩

土重新固结 f
;

逐惭提高
,

桩端土 q ,

逐 惭增

大
,

土层压缩 30 ~ 40 m m 时 q ,

值达到最大值
,

图 3 桩受力机理

当 q ,

超 出一定值桩端土产生破坏
,

桩即刺入

破坏
。

从分析可知
,

桩的极限承载力因桩的

侧摩阻力和端阻力的变形不协调所 以不可能

达到侧摩阻力和端阻力同时达到最大值
。

如

何挖掘桩承载力的潜力
,

新加坡理工大学勃

朗姆斯教授 曾设想用金属球形 式 作 用 在桩

底
,

使桩向上微抬来改变桩的受力状态
,

到

目前尚未见到有关工程试验资料
。

( 2 ) 预承力桩的受力机理

a .

在工程桩底作用向上的预承力 F
,

桩

周产生平衡预承力 F 的侧摩阻力
,

同时桩向

上微抬
。

b
.

当上部建筑物荷载 G :
作用在桩

顶
,

f :
变小逐渐趋向零

,
G :
与 F平衡

。 c .

在

G
:

作用下才开始与普通桩受力机理相同
,

产

生桩侧 f
:

值和桩底 q p

值
。

( 3 ) 预承力钻孔灌注桩的施工

通过预 留注浆管高压注入 混 合 水 泥浆

液
,

当注浆压力达到 3 M P a
时

,

浆液进入预

承包
,

此时开塞压力是最大的
,

一旦浆液进

入预承包
,

压力迅速下降至 O
.

3 M P a ,

随着

注入浆液量的增加
,

预承包的扩大
,

注入压

力逐渐增大
,

当 90 %预承包体积注满浆液压

力为 2~ 2
.

S M P a ,

桩体向上抬起
,

测得数值

为 1 ~ 3 m m
。

作了一根预承包破裂 试验
,

当

注入浆液量达到 1
.

2倍预承包 体 积
,

注入压

力为 4 M P a ,

出现突发性破裂
,

浆 液柱穿越

10 m 厚软土层喷射出地面约 l m 高度
,

离桩边

o
.

s m处
。

钻孔桩孔底无须清孔
,

预 承 包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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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液充入逐渐扩大
,

排挤孔底沉渣
。

桩底扩

大过程对桩底土起挤密作用消除压缩沉降
。

预承包浆液注入后 直径 为 90 0~ I 0 0 0 m m
,

扩大了端部支承面积
,

符合预承力桩受力机

理分析
,

因而承载力提高 l 倍
,

这对钻孔灌

注桩解决孔底沉渣问题也提供 了解 决 的途

径
。

2
。

6 取土植桩工艺的工程应 用

(专利号9 3 2 4 1 2 4 9
.

1 )

宁波华宁大厦由二幢 28 层主楼与 5层裙

房组成
,

地下 室 1层
,

建筑面积 7 0 0 0 0 m
2 。

工程桩 采 用 4 5 0 x 4 5 0 截 面 预 制桩
,

桩长

4 6 m
。

邻周环境
:

西临南大路并埋 设上
、

下

水管
,

其他三面均毗邻小巷和居民住房
,

小

巷地下埋有 中 30 0上
、

下水管
。

宁波 华 丰纺

织大厦主楼为 25 层
,

地下 1层
,

建 筑 面积

4 0 0 0 0 m
“ ,

南临中山西路
,

东靠北大路
,

地

下均埋有 中 60 0上水管
,

西邻 小学
,

北接 小

巷
,

设计采用 4 5 0 x 4 5 0 截 面 预制桩
,

桩长

47 m
。

上述二工程均在市中心繁华地段
,

沉

桩施工须控制挤土对邻周环境的影响
。

工程

桩呈方格网排列
,

桩距为 d4 d( 为桩截面边

长 )
,

布桩密度大 于 5 %
,

按经验公式估算

场地土中心最大隆起量为 4 60 m m
,

平均隆起

量 1 85 m m ,

邻周 46 m 范围建构筑物和地下管

线均受沉桩挤土的影响
,

须采取综合措施有

效降低挤土对邻周影晌
。

除了在邻周建构筑

物附近挖深沟
,

泄压井之外
,

最有效的措施

是取土植桩
。

对于植桩工艺
,

宁波采用过的一种方法

是钻孔植桩法
,

即在桩位处先打一个直径小

于桩径的钻孔
,

孔深约为桩长 的 1 / 3
,

然后

将预制桩插入孔内打下 以减少排土量
。

取土植桩与钻孔植桩不同
,

取土植桩是

由同一台桩机完成
,

取土器是 专 用 提 土器

(见图 4 )
,

是由两侧封闭
,

前后贯通的钢

制格构式架
,

分段设置单向进土翻板及提出

时空气进入底部的装置组成
。

.

在桩位校正垂

直沉入取土深度后
,

振动拔出
,

进入构架的

土体出地面即向后倾倒
。

上例工程取土深度

为 20 m ,

取土器截面尺寸比 工 程 预 制 桩小

s e m ,

取土时间平均 1 0~ 1 2 m i n 即 可完成
。

须在 10 m in 之内将预制桩植入
,

延长植入时

间取土孔会逐渐封闭
,

影响植桩的效果
。

/

粉

…………………………{{{{{{{{{{{
村

l
{ 粉质粘 土

图 4 专用提土器图

取土植桩的条件见表 2 ,

取土深度为桩

长的 1/ 2一 1 / 3 L ( L为桩长 )
,

当 桩 截 面为

b x b时
,

取土器截 面为 ( b 一 5 0 ) x ( b 一 5 0 )

( b为桩边长
,

m m )
。

裹 2 取土植桩条件

布 桩 密 度 x 10 o 取土植桩条件

< 2

2 ~ 5

> 5

不 取 土

部分取土植桩

全部取土植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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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取土植桩须在场地上未严重扰动

条件下采用才有效
。

往往开始未考虑沉桩挤土影响
,

而施工

部分桩后出现对邻周环境的影响
,

有 的 严

重
,

才考虑取土植桩
,

效果就差了
,

因场地

土 已严重扰动
,

即使取完土后 10 m in 内将桩

沉入
,

但取土桩孔很快被流动土充填
,

增加

了土体重复扰动
。

取土与植桩应连续进行
,

间隔时间不宜

长
。

宁波北仑某大楼采用分机 取 土 植 桩施

工
,

取土机每天取 4 ~ 6 根
,

而沉桩机不能

及时跟上
,

间隔时间过长
,

有的时隔 1 ~ 2

天
,

取土桩孔 已被流动土充填
。

结果 日沉桩

数控制在 1 根时对邻周仍然产生严重影响
,

而场地下沉
,

挤土影响加剧
,

比不取土更严

重
。

2
.

7 大截面预制空心 方桩的发展前景

( l ) 钢筋硅预制空心方桩不是专利技

术而是成熟技术
,

浙江省建筑设计院已编制

浙江省通用图集
,

而温州建筑设计院钱振荣

高级工程师
,

将空心方桩截面扩大 至 50 0 x

5 0。 ,

成为高层建筑的桩基础
,

采用 胶 囊抽

芯现场预制
,

静压沉桩 已在温州大面积组织

推广
,

这是一个进步
。

此后温州建筑设计院

管自立高级工程师又将空心方桩由空心中心

分开浇筑为 X 型桩来消除土塞影响
,

对邻周

环境影响有了改善
,

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经济

效益
。

但目前突出的问题是沉桩困难和沉桩

挤土对邻周环境影响尚未根本解决
,

须在桩

心取土沉桩方可有效解决沉桩挤土对邻周环

境的影响
。

( 2 ) 沉桩程序

沉桩工艺程序
:
见图 5

。

a .

桩孔处挖掉杂填土
。

b
.

沉入方桩
,

桩心分段取土到桩底
。

c .

钢板焊接接桩
,

沉桩后在桩心分段取

土
。

-

一上J 一

………………………………马马
万万万万万万万

,,,, _______

下下下下 }}}尸尸尸

,,,,,,,

,,,, 产 ---------

…111
才才才才才才才才

巨巨

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门7777777777777777777

ddddddd̀̀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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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同 。 ,

桩端进入持力层
,

分 段 取土至

持力层
。

e .

桩底灌入 1 0 o o m m 高硷封底
,

桩顶吊

模施工桩顶硷和插筋
,

完成沉桩施工工序
。

如须提高桩端土承载力
,

采用桩端土夯

击密实 (用强夯原理加固土 )
,

也可进行扩

底施工
,

见图 5 程序
: e .

超深 取 土 1 0 0 0~

1 5 0 0 m m
。

f
.

用干硬性硅进行夯扩施 工 , 按

设计承载力要求确定扩底直径
,

最大不超过

截面边长的 1 倍
。

如桩的承载力很高而空心

方桩截面强度满足不了
,

则空心方桩空心内

灌硅为实心桩
。

一个地区不宜截面变化很多
,

确定一种

至二种截面
,

其承载力视地质条件和夯扩来

调整
,

参考表 3 截面选用 表
,

最 小 截 面为

60 0 x 6 0 0 ,

对桩体制作精度较严
,

须工厂生

产
,

保证质量
,

缩短工期
。

衰 3 截面尺寸

bbb / m mmm d / m mmm

nnUUn几“ùnU厅夕RùO户nU弓q

`
工̀l

onó“U八11ùnnóó日
46546270766 0 0 X 6 0 0

7 0 0 X 7 0 0

8 0 0 x 8 0 0

9 0 0 X 9 0 0

1 0 0 0 X 1 0 0 0

6 0 0

7 0 0

8 00

9 0 0

1 0 0 0

大截面空心方桩具有明显的经济性
:

根据地质勘察报告在相同地质条件下提

供的计算参数
,

选择四种桩型进行对比分析

列于表 4
。

衰 4 不同桩型的性能比较

硅体积 / m s
单桩承载力

标准值 / k N

} ,
_ _

, 。 二。 } 经 济 分 析

}可 m
一

肛华洲

—
}
力

kN/ 一 }豁黔 }黔黔左}
对比 /

100

丹“ù眨Jon曰3nU乙O
尹

O
护

6
J
止,上门̀内̀1 0 5 0 3

.

8

6
.

3

1 0
.

2

1 0
.

0 7

Unē11ùnUǹù”UóllU内石Rùó乙
心
二

2 5 9 8

1 8 1 4

2 1 3 0

2 4 0 0

2 8 5
。

2

1 9 0
。

5

9 0
.

6

9 1
.

8

`
土月山自二

`

4
J
土ú̀J

J

七月生
.

…
O
产
O产工J̀U

2,曰

产21ū l内产印月矛石户丈一月任dōd孟̀J

空心方桩6 0 0 X 6 0 0

预制方桩4 5 0 X 4 5 0

巾 8 00 钻孔灌注桩

巾 8 0 0钻孔灌注桩

用钢筋硅预制空心方桩作基坑支护的围

护桩比 目前常用的钻孔灌注桩可以节省大量

费用
。

3 桩甚工程检侧技术

3
。

1 沉管灌注桩综合质童检脸的
`

跑桩法
”

沉管灌注桩是宁波大量采 用 的 一 种桩

型
。

这种桩型 自80 年代初引进宁波以来一直

被广泛应用
,

这与设计
、

施工形成的质量保

证体系是分不开的
。

作为桩的综合质量检验

的一种方法
,

即 “
跑桩法

” ,

起 了 重 要 作

用
。

所谓
“
跑桩法

” 即利用配重为单桩设计

承载力 1
.

5倍的桩架
,

逐一将桩架 荷 载通过

传力杆压在桩顶上
,

停留 3 m in 然 后观测桩

顶的下沉量
,

规定了允许的下沉量作为桩合

格的标准
。

当桩身有明显缺陷时
,

桩会产生

剧烈下沉
。

尽管现在 已经有 了用仪器进行桩

身完整性检验的方法
,

但这种更为直观的检

验方法仍为多数建设
、

施工单位所接受
,

并

已纳入宁波市沉管灌注桩规范
,

成为检验桩

基质量的一项重要手段
。

3
。

2 气压反 力桩基静载试验装置

这是一项专利技术
,

其原理是利用真空

泵对埋设于地下的钢筒抽吸空气
,

使其内部

形成真空
,

从而在筒顶形成指向地面的大气

压力
。

根据目前的使用和试验研究情况
,

该

装置可以胜任加荷量 1 2 O0 k N 以下的桩基
、

复合地基及天然地基的静载荷试验
。

试验时

不需打锚桩
,

也不需以堆载作为反力
,

设备

结构简单
,

安装操作方便
,

一般四名工人可

(下转第 3 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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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鉴别上的错误
,

主要表现为新近沉积土与

一般第四纪沉积土混淆及新近沉积土与素填

土混淆
。

分析原因主要是地质勘察人员没有

完全掌握新近沉积土的特征及鉴别方法
。

由

前所述
,

新近沉积土具有多种特征
,

就野外

特征而言
,

有的明显
,

有的不明显
,

因此对

其鉴别往往不能单凭某个特征
,

一般应根据

各种特征综合分析
。

以南苑北小区为例
,

该

场地位于永定河洪冲积扇下部
,

分布有大面

积新近沉积土
,

表层普遍有一层粉土
,

厚度

一般小于 l m
,

呈褐黄色
,

具水平 层 理
,

密

实度较好
。

如果单独 观 察 该层
,

无论从颜

色
、

结构及包含物上几乎见不到新近沉积土

的特征
。

但从地层垂直剖面看
,

其下伏的粘

土呈灰褐 ~ 灰黑色
,

结构疏松
,

具大孔
,

土

中密布网状植物残体
,

厚度数米
,

具有明显

的新近沉积土野外特征
,

显然
,

从沉积层序

上分析
,

其上覆的粉土是新近沉积土
。

在工程勘察中
,

要注意新近沉积土与索

填土的区别
。

这两者虽然有时不易区分
,

但

如果掌握特征
,

认真观察
,

还 是 不 难 区分

的
。

它们有以下区别
:

( 1 ) 颜色
:

新近沉积土 (粘性土
、

粉

土 ) 一般颜色较深
,

并且常常是均匀的或深

浅呈层状变化
多
素填土由于成分混杂

,

填积

方式也不尽一致
,

颜色常呈花斑状
,

可深可

浅
,

一般没有规律
。

( 2 ) 结构构造及包含物
:

新近沉积土

一般结构疏松
,

而素填土由于填积时间长短

不同
、

填积方式不同
,

结构有的疏松
,

有的

密实度较好
。

河流洪冲积和湖泊静水沉积的

新近沉积土常具沉积层理
,

而素填土一般见

不到层理
。

4 结束语

( 1 ) 认识新近沉积土的特征及分布规

律
,

对工程建筑选址及总平面布置具有指导

意义
。

地质勘察部门应根据是否是新近沉积

土场地确定相应的勘察方案和勘察方法
。

( 2 ) 新近沉积土分布在地表
,

在平原

区当其大面积分布时
,

选择建筑场地从平面

上和竖向上一般不容易避开
。

在城市中
,

建

设用地 日益紧张
,

摆在人们面前的主要不是

选择建筑场地
,

而是如何对现有的建期 ;场地

整治
、

改造和利用
。

根据北京地区新近沉积

土的特征及建筑经验
,

采用灰土桩
、

水泥土

桩
、

C F G桩等复合地基是改善新近沉积土的

压缩性
,

提高其承载力的经济有效的方法
,

并 已在工程中广泛应用
。

( 3 ) 对新近沉积土的鉴别划分关系到

工程建筑的造价与安全
。

如把新近沉积土作

为一般第四纪沉积土对待
,

就会造成设计上

的错误
,

甚至造成工程事故
;
反之

,

如把一

般第四纪沉积土错误地判断为新近沉积上
,

采用不合理的设计
,

将造成浪费
。

因此在工

程实践中
,

要全面掌握新近沉积土的特征
,

综合分析鉴别
,

从而达到合理地利用新近沉

积土的目的
。

收稿日期
: 1 9 9 6一 1 2一 1 2

(上接第 n 页 )

以胜任
。

全套设备重量仅为所能产生的反力

的 1 / 2 0 ~ 1 / 2 5 ,

试验成本大大降低
。

采用这

种装置在宁波
、

舟山
、

象山已完成了百余根

单桩及复合地基的载荷试验
。

结 束 语

由于历史的原因
,

宁波在建筑科技的研

究力量方面相对
一

薄弱
,

岩土上程技术起步较

晚
。

在此期间内由宁波的某些单位发起成立

了沿海地区岩土工程专家组
,

出版了
“

岩上工

程师
”

杂志
。

这对引进外地的先进技术
,

推动

宁波岩土工程技术的发展起 了重要作用
。

宁

波 已取得的一些经验
,

是根据地区特点总结

而成的
,

因此带有一定的地区性
。

随着宁波各

方面建设的高速发展
,

我们将更多地引进国

内外先进经验
,

结合我市的具体情况加以运

)U
,

为不断捉高宕上工程技术水平作出贡献
。

收稿日期
: 1 9 9 6一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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