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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电线路灌注桩基础施工中掉钻头的原因分析及预控
措施

陈 浩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随着电力事业的不断发展,各等级电压线路不断增多,灌注桩基础已经在线路施工中普遍采用,在

各种灌注桩施工工艺不断改进的同时,钻机掉钻头现象仍然时有发生,既影响了正常施工,又造成了不必

要的经济损失,影响工程进度甚至质量。所以本本将结合江苏宿迁宿豫东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做具体原

因分析及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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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江苏宿迁宿豫东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分为两个

单体工程,如下:

(1)双泗-安澜I回π入宿豫东500千伏线路工

程

宿豫东变出口新建同塔双回路6.9km,双泗变

出口新建同塔双回路11.3km,单回路0.5km,利用

已建双回路架线0.3km。工程新建铁塔51基,其中

双回路段直线塔31基,500kV耐张塔(含终端塔)19
基,220kV锚塔1基。全线共51基基础:6基板式基

础和45基灌注桩基础。

(2)宿豫东-旗杰500千伏线路工程

宿豫东变出口新建同塔双回路6.9km,旗杰变

出口新建同塔双回路0.9km,工程新建铁塔22基,

其中双回路段直线塔11基,耐张塔(含终端塔)11
基,全部为灌注桩基础。

综上所述,工程共73基基础,其中67基采用灌

注桩基础,占比91.8%,灌注桩桩径范围0.8-2.2
米之间,桩长17.3-36米之间,可见灌注桩基础在

输电线路中应用率很高。

2 研究背景
在工程处于基础施工前期时,全线路8个基础

施工队中,有3个基础施工队发生掉钻头情况(比率

达到37.5%),次数达到4次,其中只有一起钻头通

过潜水员被打捞上来,其余均无法打捞,只得直接浇

筑,从而造成桩深达不到设计值,需要采取补充措

施,给工程施工进度和质量均带来不小影响,造成了

一定的经济损失。

3 初步分析

3.1
 

 地质情况 
 

通过查看工程地质

报告,本工程地貌单元

属冲洪积平原区,经地

质勘探,宿豫东变出口

侧线路所在区域浅部土

层为 全 新 世 沉 积 的 粉

土、黏性土,下部为晚更

新世沉积的含结核黏性

土、粉土;双泗变出口侧

浅部土层为全新世沉积
的粉土、黏性土,下部为晚更新世沉积的含结核黏性

土、粉砂。均符合灌注桩基础应用条件。但是需要

注意的是在土层分布中,第6层为含砂礓黏土层,而
砂礓是一种矿物,石灰质结核体,主要由碳酸钙和土

粒结合而成,质地坚硬,不透水,大的块状,小的颗粒

状,砂礓层的存在不利于灌注桩钻孔成型,对钻机杆

产生较大阻力。

3.2
 

 施工工艺

 本工程现场均使用反循环钻机,反循环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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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泥浆是用泥浆泵从钻井的井口(钻杆外面)向钻井

里输送,再用压缩空气或泥浆泵,从钻杆的中间抽出

来,所以循环能力和排渣能力都比较强,不但排渣比

较干净,而且颗粒比较大的钻渣也能排出来,像鸡蛋

大的钻渣都能排出来.所以更适合于在卵石层等颗

粒比较大的地层中钻进成孔.
 

但反循环钻机工艺比

较复杂,操作不当容易引起塌孔埋钻,这是其固有

缺点。

3.3
 

 人为因素
通过对发生掉钻头队伍的机械观察,钻机普遍

施工年限较长,保养较差,尤其是钻杆、钻头部分存

在私自改装现象。与此同此,现场工人的实际操作

能力水平不齐,施工队伍为追求利益最大化,钻机钻

速较快,轴压输出过大等均有可能导致钻杆断裂。

3.4
 

 其他因素
工程灌注桩桩长普遍较长,发生掉钻头位置普

遍在27米左右,钻杆长时间工作受力致使薄弱点出

现裂痕,造成方头或芯节断裂,可能与设计单位桩设

计过长也有一定关系。

4 研究结论

4.1 土层中含砂礓黏土层是掉钻头的主要

原因
  通过对现场情况调查,施工队均反映在钻到

26-30米位置时,钻机钻进困难,且吸出的渣土中含

有大块砂礓,严重时将钻头卡死。如果遇到卡机时

停机不及时,就会导致钻杆承受很大的阻力和扭力,

超出承受能力即发生钻杆断裂,导致掉钻头。

 
图4.1 现场吸出大量砂礓、钻头卡死

4.2 钻杆与钻头连接部位受力超出其允许范
通过对现场钻杆断裂研究发现,断裂部位均发

生在钻头与钻杆连接部位或稍上一点位置。由此我

们可以分析钻进时钻头的受力过程:钻进过程遇到

岩石层,钻头受到岩石层的反向力,产生别钻杆应

力,而本工程中灌注桩桩长较长,长时间受力致使钻

杆与钻头连接部位薄弱点出现裂痕,进而造成方头

或芯节断裂。

 
图4.2 现场钻杆管理位置

4.3 人为因素是掉钻头的间接原因
施工队伍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钻机钻速较

快,轴压输出过大,加之本工程灌注桩桩长较长,钻
头长时间受到岩石层的反向力,导致钻杆疲劳损伤,

加速钻杆断裂。

同时钻机普遍施工年限较长,保养较差,尤其是

钻杆、钻头部分存在私自改装等因素也是导致钻头

钻杆断裂的间接原因。

5 预控措施

5.1
 

 使用高强度合金钻头及钻杆
高强度钻杆是在普通钻杆基础上的进行更新换

代,钻杆材料选用高强度合金钢及钻探专用无缝钢

管,毛坯经锻造、无氧化热处理,螺纹使用数控机床

及专用刀具高精度加工而成,具有强度高、刚度高、

耐疲劳载荷高、耐磨性好的特点,可以使钻机的性能

得到充分发挥。在钻孔施工过程中钻杆不易弯曲,

有效地保证了成孔质量;长时间使用公接头不易断

裂,母接头不易产生喇叭口变形;拆卸轻松、方便,大

扭矩(钻机高旋转压力)时联接螺纹不易咬死,降低

了工人劳动强度,提高了钻进效率。钻杆使用寿命

约为普通钻杆的1.5~2倍左右。

5.2 缩短桩长,以含砂礓黏土层或以上岩土

层作桩端持力层
  通过与设计单位沟通,部分基础通过加大桩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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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桩长的方式,进行基础形式调整,使灌注桩桩端

持力层在含砂礓黏土层或以上岩土层,缩短了在含

砂礓黏土层中的钻进距离。改变后的基础在施工时

均未发生掉钻头情况。

5.3
 

 对桩基操作工进行培训
必要的培训是减小人为因素影响最有效的措

施。培训主要分为两个环节:理论教学和现场教学。

理论教学主要针对现场经验丰富的操作工,要让他

们“知其所以然”,提升自身理论水平。现场教学主

要针对操作水平不高的桩径操作工,通过现场讲解

遇到卡机、钻进困难等紧急情况的处理方法,提高现

场工人的操作水平。

5.4 加强现场机械检查
项目部需要加强对钻机及其重要部件的检查,

杜绝私自更改钻杆、钻头情况,减少因为自身结构不

合理而造成掉钻头情况的发生,最大程度保证钻机

处于最佳工作状态。

6 结语
本文通过江苏宿迁宿豫东500千伏输变电工程

对输电线路灌注桩基础施工中掉钻头的原因进行了

具体分析,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控制措施,在工程后期

实际运用中,效果良好,未再发生掉钻头情况。在今

后的工程中,需要提前考虑是否有以上因素的存在,

采取相应的预控措施,提高灌注桩基础施工的效率,

保证工程质量及进度,充分发挥好灌注桩基础在输

电线路中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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