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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管桩在地基处理中的应用

胡世英

中交四航局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  福州  350008

【摘要】我们的地形非常复杂，在一些沿海地区，软土覆盖率非常高，由于地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软土的所有物理性质

都会出现较大的变化。现在看来预应力管道技术可以有效地防止这个问题，管道预处理基础堆栈的本质是依靠自身的强度，

增强整个基础的承载能力。由于施工速度快，提高地基承载力的效果显着，为建设项目带来了显着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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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预应力混凝土管桩的特性

迄今为止，由于成型工艺和成型工艺技术的巨大差异，

预应力混凝土与模压桩相比，预应力混凝土的使用范围正在

不断扩大，预应力混凝土具有较高的使用优势。目前，预应

力混凝土主要在工厂生产，必须保证施工技术和质量。通过

高压蒸汽释放和常压固化处理形成的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具

有很高的结构稳定性和质量稳定性。

预应力混凝土管桩由完整的工厂生产线，具有不同的

长度和应用规格，更宽的空间，对地层桩承载具有高适应性。

而且，在地基处理中，穿透性能强，外抗冲击性好。在许多

沙质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中，工厂生产的预制管桩质量高，在

不同的施工环境中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在生产过程中选择速

度离心成型技术，并可应用于 180℃，高压 106MPa 的压力

和混凝土固化蒸汽压力高品质，密度高。

2 基桩处理中管桩的施工工艺和存在的问题

（1）由于孔隙压力大于摩擦效果，所以局部土壤基质

变得饱和，这对预制混凝土管桩具有很大的影响。

（2）在处理软土地基的过程中，有必要结合土壤和试

验单元的实际情况，对饱和黏土等特殊土壤进行深入分析。

桩基础的主要类型被设计为混凝土桩的水平载荷问题。在水

平载荷集中的地方，选择承受水平变形的管道。

（3）在施工中应在垫板上进行合理的布置覆盖，在力

的基础上配置作战力，增加水平桩荷载。

3 预应力管桩施工过程中的常见质量问题与控制
措施

3.1 施工过程中出现挤土效应

3.1.1 挤土效应的表现与产生原因

沉桩施工过程中，桩周围的土体结构随着桩体的下沉

而发生变化，导致原有应力状态（表 1）受到影响，破坏了

土体的相对平衡状态；施工过程不合适，施工方法选择不当，

施工速率非常快，建筑物中的焊接速度慢在施工中会影响施

工效率。

表 1 各土层分布以及力学性质指标

3.1.2 挤土效应的防治方法

（1）预钻孔法：首先，对于预应力管桩布桩桩距较密

集的部位施工时，一般可选择预钻孔法进行施工，通过减少

桩排土积，可以减小对周围土体的挤压作用。孔的深度优选

为长度的 33.3％至 50.0％，并且孔的直径需要比桩的直径小

50mm 至 100mm。预钻孔的位置可以在非桩位置处。当桩下

沉时，这为桩周围的土体向周围挤压提供了空间，并防止了

土体上升或水平位移。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从桩中取处

土体会抽出灰尘增加了桩位置发展偏差的可能性，施工期间

应严格检查。

（2）设置防挤沟：如果桩基地下埋有通信电缆、供水

或附近重要建筑时，则安装防挤沟可减少土体水平位移带来

的影响，它还减少了对相邻建筑物或地下管线的影响，还可

以减少对附近的建筑物或地下管线的挤压。防挤沟的长度比

施工建筑基础长 2 米，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沟中会填满沙

子或其他松散的物料。由于防挤沟无法将深层土体中的应力

传播路径分开，因此该方法在减少土体表面位移效果具有很

高的效果，通常可以保护浅层地下管线或周围人行道。采取

这种措施时，必须注意保护沟槽避免沟槽坍塌造成伤害。

（3）控制沉桩速率：控制沉桩速率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每天的沉桩数和连续沉桩的次数。控制桩下降速度的主要目

的是防止过大的水压急剧上升，这会干扰土体并破坏周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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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压桩时，每个土体层的侧向部分被压缩，而垂直部分

则被挤压，侧向土体不能被压缩时，会出现裂纹。在沉桩过

程中，土体孔隙水压上升，对土体中的干扰也会不断增加，

当土体达到不可压缩时，它的影响特别敏感，因此需要仔细

控制沉桩速度。

（4）合理安排沉桩顺序：正确的沉桩顺序对于最小化

土体对周围的挤压非常重要。挤土理论分析假设土体是均匀

的，但是当桩下沉时，土体会向阻力小的方向挤压，向对着

建筑物的方向比背着建筑物的方向产生更大的挤土效应。沉

桩顺序也以两种方式进行了分析：将挤土效应的影响降到最

小，并使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最小。如果双方的侧重点不同，

则选择的沉桩顺序也不同。有必要了解特定施工过程中的

的基本矛盾，并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沉桩顺序，

通过在群桩施工中选择适当的桩沉顺序，可以减少桩位的偏

移问题。静压管桩本身是一种易于确保质量和承载能力的桩

体，并且它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已广泛用于当前施工中。

本文描述了土壤压力影响的基本表示，以及如何在静压管中

轻松控制土体挤压效应的发生，希望在施工过程的各个阶

段，以及时发现并控制土体挤压带来的影响，确保建筑物的

质量。

3.2 斜桩

3.2.1 斜桩的产生原因

斜桩的产生原因包括：①压桩机身体（平台）没有进

行调平的；②压桩机柱（平台）不垂直；③就位插入时精度

不足；④相邻送桩孔的影响；⑤地下障碍物、场地下限的影

响；⑥桩杆、桩头、桩身不在同一轴上或桩顶不平整唯产生

的偏压问题；⑦桩尖偏斜或桩体弯曲；⑧接桩质量差，接头

处松动，或者上下节桩不在同一轴上；⑨压桩序列不合理。

后压桩和先压桩；⑩基坑的维护不科学，或者开挖的方法、

顺序、时间和深度不够。

3.2.2 斜桩的防范措施

相应预防措施：①必须确保压桩机在水平方向（平台）

调平；②压桩之前确保桩机处于垂直状态；③插入桩的时候，

使用两个经纬仪在相互垂直的两个方向上固定垂直线，误差

将控制在 10 mm；④桩控及时回填；⑤在施工之前，必须了

解建筑物的环境，建筑物的历史，土体的性质，填土层的土

性并事先清除障碍物；⑥在施工期间，请确保桩杆，桩头在

同一轴上，并在施工期间事先进行调整和检查；⑦提高桩生

产的质量，加强对质量的质量验收，阻止桩头与和接头面倾

斜，以及桩体弯曲等不良现象产生，对于不合格的桩，绝对

不能运用；⑧提高焊接的质量，确保上节和下节同轴，并根

据规格保持严格的技术验收；⑨通过设计适当的压桩顺序，

并通过尽可能多地按压“走长线”压桩，最大程度地分散水

压，可以防止累计叠加，并减少土体挤压的影响；⑩压桩后

约 10 天后，应确保孔隙水压完全消散，进行开挖，护围结

构要坚固，避免侧向土体位移发生，当机械开挖达到 30 米时，

将使用人工开挖，避免挖斗碰撞到桩头，这样可以确保桩身

结构的完整性。

4 结束语

换句话说，当预应力管桩为软土处理时，有必要提高

地基的承载力，以便充分利用预应力混凝土的优势，提前预

防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防护措施。预应力混凝

土施工管道范围的系统控制项目的质量，从各个部门加强质

量控制，扩大预应力管道的实际应用范围，促进中国建筑业

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司慧军 . 预应力管桩在地基处理中的应用分析 [J]. 山西建筑，2017，43（22）：77-78.

[2] 李长征 . 地基处理中预应力管桩的运用 [J]. 住宅与房地产，2017（12）：191，236.

[3] 梁海涛 . 预应力管桩在地基处理中的应用探究 [J]. 建材与装饰，2018（46）：37-38.

[4] 顾浩然 . 预应力管桩在地基处理中的应用分析 [J]. 工程建设与设计，2018（21）：5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