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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预制管桩基础施工控制技巧
孟祥科

青岛中油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在能源需求不断增加，能源短缺的条件下，绿色能源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而通过光伏电

站的建设与应用，可以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属于绿色能源，可有效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光伏电站建设的主要特点

以及实际需求进行全面研究与分析，提出预制管桩做基础桩施工方法，以此促进光伏电站建设施工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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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光伏电站具备可靠性、安全性强、不会受到资

源分布情况的限制与影响，并不需要消耗燃料，且也不

需要搭设输电线路就可以实现供电等优势，发展快速起

来。施工及测量是光伏电站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工作，尽

管这项工作难度比较低，但工作量却比较大，再加上光

伏电站本身建设工期就非常短，对测量放样的要求也就

相对来说比较高，在测量放样工作开展的过程中需要保

证放样快速且准确。在光伏电站建设施工的过程中，基

础桩的高度也会受到地势的影响，因此需要结合实际情

况对桩的高度进行合理的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对其精

度并没有太高的要求，但是需要确保同一陈列的桩顶标

高处于同一个平面上，以便后续的安装工作能顺利进行，

因此在放线的过程中只需要对其平面精度进行严格把

控。以某地区的光伏发电项目为例，该工程项目中光伏

区域总体面积为 890亩，桩基区域绝大多数都在水塘区
域中，最大水深约为 3米，水深在 2米之内的区域需要
使用浮筒打桩机，而水深超过 2米的区域就需要借助浮
船来开展作业，能够快速放样，但是放线的准确性稍低，

为此在实际工作开展的过程中需要对船用器材进行全

面检验，确保其质量、性能都可达到规范要求，以此来

提高桩位的准确性。对光伏电站建设工程桩施工过程中

测量放样工作进行分析，并结合实践经验，对施工作业

的流程进行合理整理。

1.工程施工的主要内容

1.1.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第一，在施工工作开展之前需要对施工人员进行安

全教育，以此增强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保证施工作业

的安全性；第二，对施工过程中所用机械设备进行严格

检验检测，保证施工进度和质量；第三，在施工现场的

重要区域、危险区域设置安全警示标牌；第四，在施工

开展之前，需要安排工作人员对施工现场供电、供水等

线路进行有效架设；第五，进行技术交底，掌握施工重

点要点；第六，了解工程桩设计图纸内容，明确桩位的

坐标以及控制点；第七，项目人员、业主、总包以及监

理相互沟通协作对施工图纸进行会审，并详细记录会审

内容；第八，对施工组织设计、两书一表、质量检验方

案等相关内容进行严格审核；第九，对预制管桩进行严

格检查，保证预制管桩的质量可以满足施工规范与要求，

以提高施工进度与质量。

1.2.施工的具体流程

结合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并根据该工程项目的主

要特点对打桩顺序进行合理安排。打桩施工作业的主要

流程为：对桩位进行测放；对桩位进行二次核验；安排

好桩机吊桩并对其进行校正；对沉桩桩顶标高进行有效

控制。

1.3.施工要点及难点

该项施工作业需要在 40天之内完工，总共有 6个
区块，整体分布较为分散，工作量又比较大，大部分桩

基区域都处于水塘中，最深水位超过 3米。工期紧任务
重，且一些道路十分狭窄两边都为水塘，对管桩材料以

及施工设备的进出造成很大的影响，整体施工作业具有

一定的难度。因此在施工作业开展之前需要结合实际情

况制定合理的施工计划方案，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比

如购入充足的施工材料并布好等等，以此促进施工作业

顺利进行，提高施工质量与效率。与此同时在施工的过

程中需要对原有道路进行改建满足施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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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伏电站预制管桩基础施工过程中仪器、设备的
选择

2.1.选择仪器

在光伏工程基础施工过程中，通过对所用仪器设备

的成本以及人为因素可能引起误差这两个方面进行综

合考虑与分析，应当采用快速定位的模式来开展桩位测

量放样工作。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在施工的过程中选择

采用GPS和全站仪相接合的模式可以很好的满足精度的
要求，为了有效提高放样的准确性，需要对 GPS和全站
仪的精度进行合理调整，并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在施工现

场对坐标以及水准控制点进行有效布设，之后结合设计

图纸对各个桩位坐标进行准确计算，并准确测放桩位。

预制管桩位的偏差必须要满足表 1所示的要求。

表 1 预制管桩桩位允许偏差（mm）

工程项目 允许偏差

桩带有基础梁：第一，与基础梁的中心线相

垂直

第二，沿着基础梁中心线

100+0.01H
160+0.01H

桩数是 1～3的桩 95

桩数是 4～16的桩 桩径或边长的
1/2

桩数超过 16的桩：第一，位置最靠外的桩

第二，处于中间位置的桩

桩径或边长的
1/3

桩径或边长的
1/2

2.2.对管桩进行严格检测

在预应力管桩输送到施工现场之后，相关工作人员

需要依据施工规范要求、施工图纸、招标文件等对管桩

进行严格检查，在检查的过程中重点对管桩外观、桩的

直径、桩身的弯曲程度及其强度、材质等进行验收，同

时还需要对产品质量检验证明、合格证等相关证件进行

审查，在确保材料符合规定要求之后便可输送到施工现

场，如果在该过程中发现管桩不合格，必须及时处理，

防止不合格材料对施工质量造成的影响。在施工的过程

中，如果水位比较深，就需要借助浮箱拖船将桩输送到

指定位置，在实际运输的过程中需要将管桩放置在浮体

上方。在吊桩工作开展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必须严格遵

守安全操作规程，防止出现安全问题。在设置桩的过程

中需要保证桩位中心与样桩中心相对应，在设置好之后

工作人员再对桩位进行进一步的校正，如果在基础桩放

样的过程中出现漏桩的问题，需要对漏桩之后所设置的

基础桩进行重新放样。

2.3.整合施工、测量资料，编写施工、测量成果报告

光伏电站基础施工过程中所包含的施工、测量资料

将纳入到竣工资料目录中，更是便于管理人员更好的管

理，提高工程项目资料信息的完整性，并为后续备查提

供便利，需要施工人员、测量工作相关人员对施工资料、

测量资料进行整合，并编写相应的施工、测量成果报告。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光伏电站基础施工过程中，预制管桩

基础施工是最为常用的施工方法，可实现快速放样，而

为了确保放样的准确性，相关工作人员就必须对材料、

设备信息进行严格把控，并结合实际采取合理的放样方

法，制定合理的施工方案，同时还需对误差进行有效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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