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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成孔灌注桩施工技术探讨 

赵煜焱 

(广西科技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545006) 

摘要：机械成孔灌注作为新型的施工技术，在建筑施工中得到了广泛使用，该新型技术不仅制造成本较低，同时，能够具有较
高的工作效率，可以为土木工程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本文将针对机械成孔灌注桩的施工技术进行简要分析，明确其中的技术要点，
并提出可行的质量控制策略，为保障土建工程质量提供一定的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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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成孔灌注桩施工技术是指在装备上，利用机械方式对

其进行钻孔，并安装钢筋笼，最后以混凝土灌注等方式形成桩
基础。此技术具有诸多优点，能够增加基桩的承载力，操作简
单、快速，并且对环境影响较小，适用于多种复杂的施工条件。
在土木工程建设过程中引入机械成孔灌注桩施工技术，不仅可
以促进施工效率与进度的提升，也能够更好地保障土木工程的
建设质量。现在，机械成孔灌注桩的施工技术普遍应用于较为
隐蔽的施工过程，并不利于作业人员对其进行观察，针对此情
况，需要土建工作人员结合施工的实际情况，明确施工的技术
要点，并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才能真正保障施工建设的质量。 

1 机械成孔灌注桩施工技术的土建应用 
1.1 施工的工艺流程 
机械成孔灌注桩施工技术在土建过程中具有较好的发展前

景，也获得了广泛的使用与认可，能够为土建企业带来较好的
经济效益，其应用于土建工程中，主要分为以下几项工艺流程：
首先，由相关工作人员对场地等进行全面勘察，准确确定桩柱
所在的位置，并为施工做好全面的准备。其次，检查钻孔机械，
将其置于指定位置，对其进行成孔施工。在完成机械成孔施工
后，可以对机械进行及时的清洗。然后，开展钢筋笼、掉管等
相关建筑材料的安装，为灌注做好准备。最后，对土建工程中
的混凝土部分进行及时的浇筑和规范养护。 

钻孔是机械成孔灌注桩施工的重要内容，对于后续的工序
开展具有重要影响，在此环节，需要予以充分的重视。而混凝
土灌注则是关系承装质量的重要工序，需要对其关键的技术要
点充分了解，熟练掌握，才能保证灌注顺畅，尽可能减少裂缝
的产生。 

在进行机械钻孔作业前，可以对钻头的直径进行有效检验，
使其小于设计的桩径，才能保证钻头能够顺利钻入，避免出现
摇晃、碰触等情况，减少孔径扩宽的发生。若钻头的直径大于
设计的桩径，则容易造成孔洞出现空隙，影响成孔的质量。因
此，需要合理选择钻头的直径，这是保障机械钻孔质量的关键
技术。在进行钻孔作业时，可以遵循低压慢速的方式开展，在
钻孔的深度大于5m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调整钻进的
速度，尽可能保证钻进过程是连续的，并且及时对不同深度的
土体样本进行有效保存。同时，可以做好机具的测量工作，准
确了解机具的长度，并做好相关数据的记录，在即将完成钻孔
操作时，可以再次对钻杆的尺寸进行测量，明确其剩余的长度，
并与实际比较，从而确定钻孔深度与施工方案设计一致。在整
个钻孔过程中，至少应开展两次成孔的清洁工作，一是当钻孔
的深度与设计深度一致后，可以借助钻具，采用换浆清孔的方
式，对孔底的沉渣进行及时的清除。二是在完成钻孔作业时，
可以利用导管对成孔进行清洁，可以选取横截面较大的导管，
对成孔底部的沉渣进行及时清除，尤其是细小沉渣。需要注意
的是，在作业过程中不能采用深钻等方法对成孔清洁，该方式

无法保证成孔的质量，不利于后续的混凝土灌注等操作。在开
展混凝土灌注前，应对导管进行检查，保证导管的畅通性，一
旦出现堵塞等问题，容易在操作过程中引起断桩，直接影响施
工的正常开展。所以在实施操作前，应对导管等相关设备进行
仔细检查，确保所有的器具具备相应的功能，并且运转正常后，
才可以实施操作。在操作过程中，可以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堵
管情况，重点对导管的连接位置进行反复检查，确认具有较好
的密封性，然后开展下导管等操作。在下导管时，应尽可能保
持下放的速度均匀、缓慢，避免与钢筋笼发生触碰。在开展混
凝土浇筑时，应保证浇筑的连续性，无特殊情况，不得中断作
业。在浇筑完毕后，还需要按照相关的要求与规定，对混凝土
灌注情况进行阶段性养护，防止混凝土出现裂缝等情况。 

1.2 施工的技术要点 
机械成孔灌注桩施工技术具有众多的施工关键点，对于桩

基定位而言，需要施工人员按照方案准确找出坐标点，并将其
控制在对工程施工不产生影响的位置上，利用全站仪坐标法找
准中心位置，尽可能将误差保持在5mm以内，同时利用钢筋作
为第一桩位，将其打进地面，确定桩的中心点，从而完成标记
工作。在此过程中，需要施工人员与监理人员、技术人员等开
展复测，明确桩基位置与原始标高等相关数据，做好全面的准
备工作，才能有效保证施工的质量。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全面
做好钻孔工作、孔径弯曲以及偏差纠正、防止钢筋笼上浮等关
键环节。 

针对钻孔环节，主要利用钻孔机开展施工。在利用机械成
孔灌注桩进行施工时，护桶漏水是最常见的情况之一，究其原
因，主要是在对护筒进行铺设时，基坑、护筒二者之间存在了
一定的问题。尤其在提升护筒时，护筒和护臂护筒壁之间容易
出现摩擦或碰撞，从而造成漏水等情况，针对此情况，施工人
员应当做好预先的防护措施，即在铺设护桶时，尽可能选择土
质均匀的粘土，并且全程做好含水量的时刻关注，一旦粘土的
含水量不够，将会影响作业的质量。在护筒提升时，施工的工
作人员应尽可能减少护筒臂与护筒之间的碰撞。另外，在进行
钻孔时，施工人员应按照预先设定的施工要求，准确测算孔的
宽度与深度，并不能仅仅凭借个人经验实施钻孔。 

在机械成孔灌注桩施工过程中，施工设备是对施工质量产
生重要影响的内容之一。就施工实际情况而言，由于作业人员
未意识到施工设备安置不够规范，位置不够平整，导致在作业
过程中施工设备操作并不稳定等情况，这将会直接造成孔径的
弯曲，从而对整个施工造成影响。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不能
发现，主要是由于施工对象的地层和实际环境中间产生一定的
关系，工程中的土层分布并不均匀，硬度无法满足施工的要求，
同时，土层中存在大块岩石等，均会导致施工地层与预想不同。
为了防止此种情况的发生，在开展机械成孔灌注桩施工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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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需要预先留出孔径弯曲的预量，在施工中，一旦发现出
现偏差，及时停工，并对原因进行分析，找到原因，采取有效
措施加以纠正后，继续恢复施工，从而保证孔径的弯曲程度与
预设相同。在安装钻机时，作业人员需要尽可能保持转盘中心
与钻架滑轮处于同一直线，避免由于位置偏差而导致钻孔弯曲。
若出现偏差，也应尽可能将偏差控制在20cm以内。当机械成孔
灌注桩施工的底层出现分布层次过大时，所选用的钻机应具有
一定的重量和强度。但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施工速度减缓，
容易影响施工的进度。为了更好地保障施工的质量，尽可能避
免出现钻孔倾斜等情况，施工的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可以采用
导正装置进行合理的检查与纠正，同时，施工人员可以在施工
中，将钻机的钻头取出，及时对其进行清理，从而更好地保证
钻孔的施工精度，减少偏差的产生。 

钢筋笼上浮也是机械成孔灌注装施工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
题之一，指的是钢筋笼的实际位置和预期进行比较，出现高度
过高，或偏差过大等情况。而产生此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建筑
中钢筋笼的混凝土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浇筑导管过深，将不利
于钢筋笼施工，还有可能造成其位置高于实际位置等情况。另
外，在进行钢筋笼浇筑施工过程中，作业人员若没有按照相关
规定提升导管，也会造成钢筋笼的位置出现较大偏差，此外，
在利用混凝土进行浇筑时，其最终位置决定了钢筋笼的实际位
置。一旦超出，将造成混凝土凝固，使其表面产生硬壳，从而
出现位置偏差。为了有效解决钢筋笼上浮的问题，避免钢筋位
置出现较大偏移，可以采用以下解决的措施：首先在开展混凝
土的浇筑作业前，由施工人员对钢筋笼的位置进行最终判定，
并认真检查孔口是否满足施工的标准，是否牢固。在施工建设
的过程中，可以在原有施工计划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施工进度，减少浇筑时间，避免由于施工时间久而造成混凝土
凝固或者凝结等现象。在施工进程中，一旦发现钢筋笼上浮的
现象，作业人员可以立刻停止浇筑，并全面分析，找准问题与
原因后，及时解决问题后，方可开展后续工作。同时，可以利
用旋挖钻机等机械对其进行钻孔，在护筒中倒入一定量的泥浆，
遵从稳、平、慢等要求，完成泥浆的注入。在钻孔时，可以尽
可能保持施工所要求的垂直度、倾斜度等，一旦发生有任何偏
差等问题，可以即使对其进行纠正。在实施钻孔的进程中，可
以对钻杆、机架等进行检查，确认没有出现跳动、摇晃或者漏
浆、地面塌陷等现象，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可以立刻停止作业，
等查清楚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后，继续开展作业，全面保证
施工的质量。针对沉渣过厚等情况，施工人员可以及时进行清
渣，时间持续在半小时左右，保证清洁干净，然后利用合适的
泥浆进行浇筑。在钢筋沉放时，可以通过保持下放的垂直度，
可以有效解决此问题。 

2 机械成孔灌注桩施工技术的控制策略 
为了保证施工质量，可以采取有效的质量控制策略对准备、

施工等过程进行有效控制，这项工作是一项具有较高技术的内
容，质量的有效控制需要贯穿在整个工程过程。 

2.1 施工准备的质量控制策略 
对于施工准备阶段，需要做好基装位置的放线、钻机准备

以及钢筋孔加工等工作内容，为了有效保障施工的质量，需要
做到以下几点：针对桩位放线等工作，可以根据设计的图纸，
有效控制放桩的位置，在施工区域内布设十字线，有效控制装
线，并在施工之前，由作业人员对桩位的位置进行再一次测量，
明确其符合施工的要求后开展作业。针对钻机，可以由作业人
员对桩基点进行准确定位后，检查其孔位是否出现偏差，在保
证钻机到达指定位置后，由钻头对准桩的中心开始作业，误差

尽可能控制在20mm范围内。在开展钢筋孔的加工环节，为了有
效确保施工的质量，可以选择质量较好的钢材，并且在进场之
前对其进行质量的验收，在确定钢筋的质量符合施工的要求后，
准许其进入施工环节。同时，钢筋在堆放时，应放于指定的位
置，并且按照型号进行分类，利用粘布等对其进行覆盖，防止
由于雨水侵蚀等造成钢筋生锈或腐蚀。在对钢筋笼进行加工时，
可以按照设计图纸与标准要求进行作业，主筋采用搭焊接等方
法，保证其可靠连接，并在焊接作业时，尽可能控制好技术水
平。加工好的钢筋笼应放置在指定的位置，并采取有效防护措
施，防止其受到损害，影响施工质量。 

2.2 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策略 
对于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主要针对下钢筋笼、导管，对孔

进行二次清理以及混凝土灌注等重要环节。在下钢筋笼的时候，
需要完成钻孔之后将钻机进行及时移走，尽可能缩短混凝土灌
注与终孔之间的间隔时间，在确保成孔符合施工的质量标准后，
开始下放钢筋笼，同时，在下放时，可以采用起吊等方式，将
钢筋笼一次到底完成下放。在起吊过程中，钢筋笼的底部不能
挨碰触到地面，同时，将其下放至孔底后，可以利用水准仪对
其标高进行准确的测量，一旦出现偏差较大等情况，应在孔口
放置方木，及时对高度进行相应调整。之后，可以进行下导管
的操作，在施工的时候，可以采用压水试验，对导管的质量进
行有效检验，确保其符合施工条件后，才能开始使用。在安装
导管时，应确保其严密性，首先准确确定孔深之后，再明确导
管下放的长度，并且使导管的底部和孔底之间保留一定间距，
约为0.5m左右，以确保导管的正常使用。在对成孔进行二次清
理前，可以对孔底的沉渣进行厚度的测量，若发现厚度超过
10cm，则必须采用二次清理。若沉渣的实际厚度在设计要求范
围内，可以开展混凝土的灌注操作。在进行混凝土灌注时，可
以将导管埋于混凝土内部，避免将其提出，所埋的厚度应控制
在6m左右，最小的埋藏深度不能少于2m。在对导管进行提出操
作时，其高度不应超过6m，若是单孔灌注，其混凝土的灌注高
度应高出桩顶约1.5m左右，并且要进行测量，确保检验合格后，
才能停止灌注。 

3 结论 
机械成孔灌注桩施工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土建施工技术，

是土建工程中技术性较强的作业内容。为了有效确保承装的标
准和质量，需要施工人员明确操作的工序与流程，并立足施工
中的关键环节，把握技术要点，采取有效的控制策略，将机械
成孔灌注桩施工技术顺利应用于土建作业过程中，保障施工能
够与设计要求标准相符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桩基的承载能力，
避免由于施工不到位，造成桩基不合格而延误工期，或者出现
返工等情况。 

参考文献： 
[1]徐俊,徐托.桥梁钻孔灌注桩关键施工技术探讨[J].交通建

设与管理,2020,No.479(06):144-145. 
[2]骆金彤.建筑工程中机械成孔灌注桩施工技术分析[J].资

源信息与工程,2016,31(03):161-162.DOI:10.19534/j.cnki. zyxxy 
gc.2016.03.092. 

[3]董克修.土建施工中机械成孔灌注桩施工技术要点探讨
[J].建材与装饰,2016,No.417(13):28-29. 

[4]陈汉潮.土建施工中的机械成孔灌注桩施工技术要点研
究[J].现代装饰(理论),2014,No.329(08):179. 

作者简介：赵煜焱，男，2000 年 12 月出生，本科，广西
科技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研究方向：机械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