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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桥梁施工中钻孔灌注桩质量控制分析

胡晨帆

长安大学兴华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77

【摘 要】公路桥梁工程施工过程中，很多施工细节都要得到重视，以此保证建设质量和行车安全，钻孔灌注
桩施工技术因其本身的特点在此类型工程项目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这一技术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需要通

过完善的质量控制手段，因此本文从灌注桩质量控制难点入手，详细分析其中的质量控制要点措施，确保这一技术

的环节稳定有效落实，为后续工程环节奠定基础，确保道路桥梁竣工后可以达到良好的质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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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钻孔灌注桩技术在实际施工中结构简单、使用便捷，

而且成本较低，因此在公路桥梁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作

为一种常见的基础结构形式，可以让公路桥梁的适应性、

承载力得到明显提高，但因其在水下进行施工，难度较

大，影响因素较多，一旦质量存在问题，会对后续施工

环节的质量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在应用这一施

工技术时，需要工作人员严格控制施工过程的质量，借

助完善科学的控制机制，保证公路桥梁质量，并且推动

新技术的发展进步。

一、钻孔灌注桩施工技术的优势特点
钻孔灌注桩施工技术是公路桥梁中关键性技术之

一，可以有效避免复杂水环境和不稳定地下地质条件对

工程项目安全性产生的威胁。而且相比较其他技术而言，

钻孔灌注桩施工技术已经发展成熟，原理也较为简单，

将其应用在公路桥梁施工过程中，不仅可以提高工程项

目的安全稳定性，打造出良好的地基结构，还在一定程

度上缩短了工程周期，提高工程效率。除此之外，钻孔

灌注桩施工技术还具有低噪音、抗干扰等优点，可以将

工程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甚至可以改善地质、

土壤条件及质量。

二、钻孔灌注桩施工质量的控制难点
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钻孔灌注桩施工技术的落

实面临着诸多考验，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系统的解决，

那么后续的施工工作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必须严格按

照施工技术要求进行落实，全面加强质量控制，避免出

现质量问题。从过往的施工经验和施工案例中可以发现，

常见的灌注桩质量控制难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钢筋笼下沉控制问题

在钻孔灌注桩施工过程中，钢筋笼下沉较为常见，

一般情况下是人为因素所导致的，如：在浇筑混凝土前，

没有对钢筋进行固定处理，导致钢筋受到浇筑重力影响，

出现了下沉现象，又或者在烧制混凝土时，没有及时提

升钢筋笼或者提升不到位，也会导致下沉。但是这一问

题可以通过前期预防或者后期调整的方式进行改善，因

此从整体上并没有较大影响。

（二）混凝土埋管控制问题

混凝土埋管是钻孔灌注桩施工中较难控制的一点，

需要工作人员在浇筑后准确把握时间量，一旦导管拔不

出来，就要利用吊车等机械进行协调，还有可能需要采

用其他措施，但这样也会给导管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但混凝土凝结时间的控制难度较大，需要专业人员进行

看管，此以此避免埋管问题的出现。不仅是埋管，卡管

问题也较为常见，一些施工人员没有按照要求进行操作，

或者混凝土搅拌不到位都会导致这一问题的出现。最为

主要的是，导管本身密闭性较差，正常情况下也有可能

引发卡管问题，因此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对导管进行系

统的拆除工作，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三）桩孔塌陷及倾斜问题

除了上述几点内容之外，桩孔倾斜、钻孔坍塌等问

题也非常严重，会对整个施工安全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这两个问题常见于混凝土浇筑成桩期间，主要是由于质

量管理不到位导致的，不仅会影响施工进度，还会危害

到施工效果。因此必须对这两个问题进行针对性处理，

及时发现其中不符合标准的地方，从源头处避免施工问

题，确保施工安全。

三、钻孔灌注桩施工质量的控制措施
从上述对钻孔灌注桩施工过程中，影响其质量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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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大多是人为问题以及施工过程中的细节问题。这

就需要有关施工人员落实相应的施工质量控制工作，切

实提高公路桥梁通信安全。以某工程为例，人民广场站

建设一路站区间隧道在里程约 SDK6+920 及 SDK7+855

处，近距离穿越永安桥和北塘河桥桥桩，桥桩为钻孔灌

注桩，桥桩基深于隧道底部。

（一）施工流程质量控制

钻孔灌注桩施工技术工艺流程较为复杂，想要保

证整体施工质量就必须落实一系列高质量的准备工作。

首先要对施工区域进行加固改造，为后续施工机械运行

奠定基础，其次要设置出完善的泥浆、沉淀池，确保排

水效率，最后，展开桩位测量、放样，为了确保数据的

准确性，还要进行复测，误差要控制在 5mm 以内，并

且利用长 400mm、直径 10mm 的钢筋作为标记样本，

要钢筋头部要做好相应的标记，并且要至少打入土中

300mm。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正式开展打孔灌注桩施工

活动。

第 一 步， 制 作、 埋 设 护 筒。 选 用 4-8mm 厚 的 钢

板加工成高度为 1500-2000mm 的互通，需要注意的是

互通的内径必须大于钻机钻头直径，至少应多出 200-

400mm。 护 筒 的 埋 设 要 位 于 桩 位 之 上， 顶 部 高 出 地

面 250-350mm，如果采用反循环时，应高出地下水位

2m。需要注意的是，要根据土质调整埋设深度，黏土

的埋设深度＞ 1m，砂土则＞ 1.5m，另外泥浆液面要高

于地下水位 1m。第二步，制备泥浆、安装设备，冲击

钻孔。在这一阶段，施工人员要对钻渣进行观察，如钻

渣的粒径在 5-8mm，则证明泥浆浓度合适但如果钻渣

粒径较小且较少，则需要适度添加黏土，调整浓度。第

三步，清孔，完整钻孔后，要进行两次清孔，确保没有

残渣留在孔内，第二次清孔要在钢筋笼吊放后，确保掺

杂不会对后续的施工环节造成影响，保证质量、安全性

和稳定性。第四步，放置钢筋笼、安装导管。从目前来

看，在这一流程中可能出现问题的概率较大，而导致问

题的原因则出现在前面几个环节上。在钢筋笼放置过程

中要保证位置的准确性，保证下放速度，而在导管放置

过程中则要对垂直度进行控制，并且设置漏斗和储料斗，

导管底部和孔底的距离应在 0.3~0.5m 范围内。第五步，

水下混凝土灌注。作为最后一步也是最为主要的一步，

要设置好隔水栓，保证混凝土连续关注，避免导管中形

成高压气囊，导管提升时要注意位置居中，埋深控制要

在 2-6m 范围内，导管拆除时间应控制在 15min 内。

（二）施工准备阶段控制措施

由上可知，前期准备环节非常关键，因此在落实质

量控制时，需要对前期施工准备工作提高注意。全面落

实地质勘察工作，确保得到的地质参数数据准确性，为

后续的正常施工奠定基础。另外，要对钻孔灌注桩的施

工方案进行严格审批，重点针对施工流程、工艺、机械

设备等的因素进行审核，确保没有其他因素会对施工质

量产生影响后，展开进一步施工。由上可知，人为因素

是导致钻孔灌注桩出现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在开展施工

工作签，需要对人力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考察，确

保施工人员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降低人为因素对施工

质量的负面影响。

（三）施工过程阶段控制措施

施工过程中，桩位、成孔、钢筋笼等因素指标都应

得到控制。桩位控制关系到最终的施工质量，需要施工

人员严格按照施工图纸的要求，确保桩位合理地准确。

在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可以根据现场的导线点确定具

体的桩位。钻孔过程中，斜度、深度都要满足施工需求，

以提高建筑承载力，确保公路桥梁安全。成孔的有关数

据要根据现场的环境、地形等因素进行调整，另外要有

效控制钻孔灌注施工质量，可以适度注入清水造浆护臂。

这其中，钢筋笼制作也非常关键，从上述内容来看，

钢筋作为重力支撑的关键，直接关系到后续的工程质量。

钢筋笼制作的材料必须得到系统的验收，必要时可以采

用定制的方式，从俄有效避免材料浪费，在此基础上，

所有焊接点也要进行测试，最大程度避免出现焊接缺陷。

另外，成孔质量的控制也非常关键，钻孔灌注桩的垂直

度需要得到系统的控制。在钻孔过程中相应的数据指标

都需要经过反复测试，确保准确性。想要看通知桩身质

量，就要确保浇筑前的清孔工作质量，避免带有黏性淤

泥沉积物对施工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总结：综上所述，公路桥梁施工过程中钻孔灌注桩

技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需

要施工人员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应全面落实质量控制工

作，以此确保公路桥梁工程项目的安全性。在开展钻孔

灌注桩技术过程中，施工人员要对施工流程形成全面具

体的了解，明确可能影响到施工的因素，全面解决施工

问题，从源头处展开系统的处理，消除施工隐患，让施

工质量得到真正的提高，为公路桥梁的正常使用奠定基

础，延长公路桥梁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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