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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载试验新型基准装置研究

闫正论
中化地质（郑州）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　450003

摘要：现行的《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中明确要求“基准梁应避免气温因素的影响”。但在业内实际操作中，加载

卸载过程中支墩对基准桩的影响、基准梁随温度变化有哪些特点等问题多被忽视。本文通过设计一种新型的基准桩装置，

将该装置固定在被检测桩附近的基桩上，本质上该基桩为最坚固的基准桩，对上部荷载产生的变化较小。其次该基准装置

完全放置在反力装置下部，避免阳光曝晒，从而减小温度产生的变化。通过两个方面减小周围环境对基准装置的影响，可

以得到更准确的检测数据。通过对比试验验证新型基准装置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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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静载荷试验是确定基桩承载力的最有效的检测方法之

一。在静载荷试验中，基桩在试验荷载作用下的变形量是一

个关键的数据。目前，变形测量是通过架设在两个基准桩上

的杆件来实现的，杆件起到延伸测量基准点的作用，术语称

为基准梁。在静载荷试验的全过程中，基准梁应保持静止状

态，这是基准梁正常工作的一个基本条件。在实际检测中，

静载荷试验都是在野外长时间进行，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温度

变化、日光暴晒、风雨袭击等干扰，温度变化及日光暴晒导

致的基准梁跨中的明显变形，已严重破坏了基准梁正常工作

所必需的静止状态，影响了检测数据的准确性【1】。另外，

在静载试验过程中，由于上部荷载的不断变化，会导致地基

土的隆起或下陷，同时基准桩也会产生位移，从而影响检测

数据的准确性【2】。现有基准装置，往往在大吨位静载试

验中无法满足规范中对距离的要求【3】，同时试验对基准

装置影响也较大。因此，怎样把基准装置因周围环境因素而

引起的位移变化降至最小，才能得到更准确的检测数据。

2、新型基准装置设计图

 

3、对比试验

3.1 压重平台下基准梁波动幅度对比试验

在压重平台下，不进行静载试验，将两种装置上的位

移表分别架设到被测基桩上，通过读取位仪表数值得到基准

梁的最大波动幅度。进行了 6 组对比试验。

3.2 桩身沉降量对比试验

在压重平台下，静载试验正常进行，两种装置的位移

表分别架设到被测基桩上，利用电子水准仪实时监测被检测

桩的位移变化量，通过读取位仪表数值和水准仪检测变化

量得到桩顶标高处的下沉量。利用电子水准仪验证桩身沉降

量。进行了 6 组对比试验。

3.3 对比试验数据图

（1） 未进行静载试验，在压重平台下对两种装置基准

梁位移变化量进行了 6 组对比试验，取其中 2 组数据对比图

如下：

（2） 静载试验状态下，两种装置和水准仪分别对桩身

下沉量进行观测，进行了 6 组对比试验，取其中 2 组数据图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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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静载试验状态下桩身下沉量对比表

项目

序号

试验

序号

新型基准装置中桩

身最大沉降量（mm）

传统基准装置中桩身

最大沉降量（mm）

水 准 仪 监 测 桩 身 最

大沉降量（mm）

新 型 基 准 装

置误差（mm）

传统基准装置

误差（mm）

项目一

1 7.72 7.26 7.86 0.14 0.60

2 6.78 7.03 6.89 0.11 0.14

3 6.52 6.45 6.58 0.06 0.13

项目二

4 6.96 6.61 6.90 0.06 0.29

5 6.84 7.52 7.10 0.26 0.42

6 8.21 8.49 8.30 0.09 0.19

以水准仪测得数据为基准，新型基准装置下测得数据更贴近水准仪观测数据。传统基准装置误差为新型基桩装置误差

的 2.46 倍，说明新型基准装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优于传统基准装置。

4、数据分析

4.1 未进行静载试验状态下波动幅度对比表

项目

序号

试验

序号

新 型 基 准 装 置 最

大波动幅度（mm）

传 统 基 准 装 置 最

大波动幅度（mm）

项目一

1 0.53 1.22

2 0.42 1.56

3 0.50 1.20

项目二

4 0.35 0.97

5 0.41 1.05

6 0.37 1.12

通过试验数据可以看出新型基桩最大波动幅度明显小

于传统基准装置，新型基桩装置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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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及建议

5.1 结论

（1）新型基准装置的波动幅度明显优于传统基准装置，

受环境影响较小。

（2）在静载试验状态下，新型基准装置测得数据更贴

近水准仪观测数据，在阳光暴晒期间，更容易达到规范的稳

定标准，可节省检测时间。

（3）在卸载过程中，新型基准装置测得测得数据更贴

近水准仪观测数据，可得出新型基准装置受支墩压力变化影

响较小。

5.2 建议

（1）本装置轻便简单，不易损坏，节约成本。避免了

传统基准装置因过长而导致难贮存和易弯曲的缺点。可进行

推广使用。

（2）行业内部应重视探讨基准梁随温度变化的特点及

规律，认真评估温度变化等因素导致的基准梁系统不稳定带

来的测量风险及其对静载荷试验的不利影响；技术规范中可

增加必要的针对性技术措施，以提高静载荷试验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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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静载试验状态下桩身残余沉降量对比表

项目

序号

试验

序号

新型基准装置卸载后

桩顶残余沉降量 (mm)

传统基准装置卸载后

桩顶残余沉降量 (mm)

水准仪监测卸载后桩

顶残余沉降量 (mm)

新型基准装置

误差（mm）

传统基准装

置误差（mm）

项目一

1 3.40 3.86 3.51 0.11 0.35

2 4.02 4.71 4.23 0.21 0.69

3 3.37 3.76 3.29 0.08 0.39

项目二

4 3.45 3.65 3.38 0.07 0.27

5 3.65 3.89 3.77 0.12 0.24

6 4.49 4.84 4.59 0.10 0.35

以水准仪测得数据为基准，新型基准装置测得测得数据更贴近水准仪观测数据。传统基准装置误差为新型基桩装置误

差的 3.32 倍，可得出新型基准装置受支墩压力变化影响较小，其稳定性和准确性优于传统基准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