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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钻孔灌注桩病害与防治

1.1挖方边坡塌方

原因分析：未按照方案要求的坡率放坡开挖施工；

未做到随挖随支，致使坡面暴漏太久；开挖后未采取有

效降低地下水位措施，地下水位上升后浸泡坡脚，发生

基坑坍塌；未做好基坑周围截水措施，致使雨水进入基

坑内。

处理及预防措施：施工之前，做好防排水措施，需

要降水的，严格按照要求及时降低地下水位后再开挖，

并严格按照方案要求进行放坡，做到随开挖随支护，尽

量避开雨期施工。

1.2断桩

原因分析：混凝土坍落度过大或过小，未在规定的

180mm-220mm直间，过大会致使混凝土发生离析，粗骨

料堆积导致堵塞导管；导管施工前，未进行闭水试验和

抗拉拔试验，致使灌注中导管进泥浆；未合理计算导管

长度，导管提升过程中拨出混凝土表面；灌注时间过长，

导致混凝土流动性降低，造成赌管。

处理及预防措施：导管安装前，应进行接头抗拉和

密闭承压试验，同时严格控制混凝土施工质量，不合格

严禁使用。提高施工工人质量意识，做好导管埋深记录，

并合理组织控制好混凝土灌注时间，混凝土从出站至工

地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

断桩属于严重的质量事故，对于断桩位置的不同则

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当断桩位置距离设计桩顶不足5m时

候，比较合理的处理方式是接桩；当断桩位置距离设计

桩顶距离大于5m以上时，此时需进行原位补桩。另外还

有一种处理方法叫做桩芯凿井法，即边降水边采用风镐

在缺陷桩中心凿一直径为80cm的深井，深度至少超过缺

陷部位1m，然后封闭清洗泥沙，安装钢筋笼，用挖孔混

凝土施工方法浇筑膨胀混凝土。该工艺类似人工挖孔桩，

造价较高，一般不建议采用。

1.3灌注桩桩体不垂直，侵占管廊主体

原因分析：桩基施工机械选型不对，与实际地质状

况不匹配；或是钻孔施工时遇到孤石等，导致桩体发生

向内侧倾斜，侵占部分主体，从而导致主体侧墙厚度不

足，结构尺寸不能满足图纸要求。

处理及预防措施：利用施工机械或人工将侵占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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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桩身进行破除，同时加密该部分管廊侧墙钢筋，

经验算满足受力要求后，报监理单位验收即可。

1.4管廊基坑支护位移过大

原因分析：设计时未注意钢板桩两侧土体差异性，

设计两端支撑力不平衡；钢板桩插入坑底深度不够，导

致上部荷载不足以支撑其平衡而发生位移；基坑开挖时，

未分层对称开挖或者基坑单侧堆载荷载过大，造成单侧

产生偏压。

处理及预防措施：对基坑两侧差异性较大的土体，

应对较软弱一侧土体进行加固处理；严格按照设计要求

的深度插打钢板桩，基坑两侧2m范围内严禁堆载，严格

按照施工方案要求进行对称土方开挖。

1.5管廊侧墙保护层厚度不够

原因分析：钢筋加工骨架质量较差；垫块质量及数

量不合格；混凝土塌落度不符合要求，浇筑混凝土时没

有振捣密实。

处理及预防措施：钢筋保护层厚度问题极难处理，

且隐蔽性较强，不严重时肉眼无法识别。可联同设计、

监理等单位共同出具处理意见，直接使用或者返工处理，

在后续施工过程中要注意钢筋骨架、垫块等质量的验收，

防止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1.6管廊侧墙中埋式止水带安装位置不准确

原因分析：操作工人质量意识差，止水带定位不准

确，安装随意性太强；止水带固定的不够牢固，施工过

程中被挪动、移位。

处理及预防措施：对于埋设位置不准确的情况，则

需重新定位、安装埋设，固定牢固，同时止水带定位放

线测量，确保中间空心圆环与变形缝的中心重合，采取

有效措施（利用附加钢筋固定、专用卡具固定、用铅丝

和模板固定）等方法来固定，确保止水带安装质量，避

免后期发生渗水现象。

1.7管廊结构轴线位移

原因分析：轴线位移现象病害比较隐蔽，往往待模

板拆除后才能发现，导致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种：技术交

底不清楚，模板拼装随意性太强，出现累计误差；模板选

用材料不符合要求，浇筑混凝土时，挤压模板产生变形；

安装时，未进行测量放线或放线失误，导致轴线偏位。

处理及预防措施：当发生较大轴线偏位时，一般属

于质量事故。发生后及时与设计、监理等单位共同研究

处理，一般不易处理，大多则需要返工等。施工管理中

要做好日常检查工作，严格按照设计图纸要求进行施工，

加强技术交底制度，提高施工作业及管理人员的施工水

平和质量意识。选用强度高、不易变形的模板，从人、

机、料、法、环等多方面控制施工质量。

1.8管廊墙体蜂窝麻面

原因分析：混凝土配合比不当、和易性差等；振捣

时间不够；模板缝隙未处理，造成水泥浆流失。

处理及预防措施：加强混凝土质量控制，模板安装

过程中做好检查，施工中注意振捣方式和时间，加强工

人技术交底培训，提高其施工作业水平。

1.9管廊变形缝渗水

原因分析：施工时变形缝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隔开；

变形缝内留有残留混凝土等其他杂物，使得变形缝不是

通缝；填缝材料填充安装不合格或者材料本身不合格。

处理及预防措施：采取模板、泡沫板等使变形缝位

置隔开，及时清除缝内杂物，使用合格的填缝料并严格

控制施工质量。

1.10管廊分层施工缝渗水

原因分析：对于现浇式管廊，由于其施工工艺要求，

主体部分需分底板及底板以上50cm和侧墙2次浇筑才能

完成，对于水平施工缝的处理不当，常会出现“错台”

过大，或在接茬处混凝土漏浆、挂浆，有时还会出现缝

内夹杂松散的混凝土或砂浆，有的甚至夹有杂物。造成

施工缝线条不顺直，两端高差较大，严重时会出现波浪

形，造成后期施工缝位置有水渗出，极难处理。

处理及预防措施：对于前期已浇筑的混凝土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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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毛，直至漏出新鲜粗骨料，并用高压水枪冲洗干净，

上面不得残留有浮浆；模板安装应按照“上刚下揉”的

原则设置，避免发生浇筑混凝土时产生漏浆、跑浆，影

响“接茬”施工质量。

1.11卷材与基面粘结不牢、空鼓

原因分析：安装时用力拉伸卷材，没有排干净卷材

下方的空气，致使粘贴不牢固；基层平整度过差，不能

提供一个完好的平面；基层潮湿、有积水；施工环境温

度过低，没有对已铺设好的卷材进行防护；卷材本身不

合格，三无产品。

处理及预防措施：优化设计，根据工程特点，选用

适合的卷材；加强卷材的进场验收质量控制，不合格的

卷材严禁使用。施工之前，清扫好基层表面，使其表面

保持干燥、洁净状态，在自然环境温度低于5℃时不得铺

设卷材，对已做好的卷材，加强成品的保护。

1.12预应力张拉偏差大、压浆不饱满

原因分析：对于预应力拼装式管廊主体，常会遇到

张拉数值与设计偏差较大，以及压浆工艺不饱满的质量

通病。预应力施工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同时也是施工中

最重要的一步，预应力偏差过大本人认为主要原因有：

张拉千斤顶、油泵等设备长时间未校准或计量不准确；

对于使用手动式张拉设备，油表指针度数不准确，一般

油表最多精确至1MPa以下，度数只能估读，而持荷时候

指针往往来回摆动。

影响张拉伸长量的因素比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张拉前未做孔道摩阻试验，或者设计图纸给的摩阻系数

与实际偏差较大；在计算钢绞线理论伸长量时，其弹性

模量取值不准确，导致计算出现偏差，一般弹性模量取

值根据试验确定，虽然钢绞线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但

本身弹性模量离散型较大，不稳定，会导致伸长量计算

不准确。

孔道压浆不饱满质量通病主要原因有：未按照要求

进行饱压；受水温影响，浆体的流动度偏低，待温度升

高后已无法二次注浆；压浆时孔道另一端未饱满出浆，

提前关掉了出浆口；当压浆孔道过长时，注浆机器压力

不能适应现场，达不到要求，目前常用的注浆机器类型

有活塞式和螺旋式，活塞式相对进浆压力大些；进浆压

力表损坏导致度数不准确，实践证明，该压力表需定期

清理，极易进水泥浆。

处理及预防措施：张拉前应进行孔道摩阻、钢绞线

弹性模量试验，取得精确相应系数；当张拉伸长量与设

计伸长量偏差超过±6%时，暂停张拉，查明原因，待问

题解决后才能继续张拉。定期对预应力设备进行校验和

保养，一般超过6个月或张拉次数超过300次，需进行校

验，另外使用时注意油表和千斤顶的配套使用。

对于压浆施工，注意不能使用冷水拌制浆体，否则

会较小其流动度，当出浆口孔道出浆时待其流出规定浓

度的浆液后再关闭出口阀门；有条件的尽量使用进浆压

力较大的活塞式压浆设备，施工时注意观察压力表是否

准确，并注意饱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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