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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基础建设的快速发展，强夯法作为具有设备简单、施工便捷、适应范围广、节省劳力、节约材料、降低投资及施工期短等优点的地基处 

理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强夯法不仅可以提高地基土的强度、降低其压缩性，还可消除其湿陷性，特别在粉土地基处理中效果显著。 

【关键词】强夯 处理 湿陷性粉土地基 

一

、 工程概况 
阿克苏某厂区场地所在地貌形态简单，建筑面积约 23000m ，拟 

建物 1—2层，高度 12．90—23．5m，轻钢结构 ，独立柱基，基础埋深 

1．5 m。场地主要持力层为湿陷性粉土 ，具 1级湿陷。 

二、强夯处理目的： 
1．通过预加沉降，降低地基的不均匀性。 

2．降低场地粉土层压缩性 ，消除场地土 4—5m范围内粉土层湿陷 

性。 

3．加速场地土的固结，提高地基强度，要求处理后的地基承载力 

特征值 faK≥200kpa。 

三、施工技术要求： 
1．施工设备主要采用 20T电动履带起重机，并配有卷扬和龙门支 

架，夯锤为 1 2．5—1 4T重的铸铁锤，锤底直径 2．O一2．4m，脱锤器为拉 

索牵引脱锤式。 

2、单点夯能根据梅那强夯公式 H一 (M*h) 、《建筑地基处理 

技术规范》(JGJ79-2002)并结合设计处理深度、施工机械及特殊因 

素，单击夯能采用 1000 KN·m和 1 500KN·m，满夯采用800KN·m。 

3、夯点布置采用等腰三角形。夯点间距 4．4—7．7m。满夯时相邻 

夯点彼此搭接 1／4。 

4、单点夯击数及夯击遍数根据单点最后二击夯击下沉量平均值 

在 5cm范围内的方法拟定单点夯击数 7—8击。夯击遍数选择 1遍点 

夯，一遍满夯。 

5、强夯施工工艺流程如下：试夯一平整场地一测量地面标高一 

夯点布置一测量场地标高一机械就位一测夯锤高一测每次夯击下沉 

量(完成一个夯点夯击 )一完成夯点夯击一整平场地一测场地标高一 

满夯一平整场地一结束 

四、强夯检测 
检测目的：一是按强夯设计参数施工后地基土强度情况；二是场 

地湿陷性是否消除 三是地基的不均匀性是否降低。 

检测方法 ：夯前对场地天然地基进行检测以复核原勘资料；测量 

每最后二击的平均沉降量：最后采用动探法、标贯法、载荷法相结合 

来分析地基处理结果，并取原状样进行土工分析。 

时间间隔：对于低饱和粉土地基 ，由于其孔隙水压力消失很快， 

因此点夯和检测之间的时间间隔定为 2周， 

五、检测分析评价 
重型动力触探试验 ：1—5m，124点次，N63．sm~=25， N =7平 

均值 N63．5=1 8。 =270kpa 

标贯试验：1-5m，42点次，Nm,x=31， N =10平均值 N=I9。 

k=250kpa 

载荷试验：0-5m，3组 ，平均值 fa =270kpa 

土常规试验：1-5m，71组，湿陷性系数最大值为 O．012，最小 

值为 0。D。，平均值为 0．003。小于0．Ol 5，无湿陷性。 

综合以上实验结果分析 ，经强夯处理后，试区内地基土强度 fak 

>200kpa；湿陷性消除 ；降低了地基的不均匀性。本工程强夯施工达 

到了设计要求，表明强夯处理效果较好。 
一 般情况下，在一定深度范围内强夯处理的有效深度随夯击能量 

的增加而增加。当采用 3000～4000KN·M夯击能量时，粉土地基有 

效处理深度可达 6～8m。 

采用试验提供的参数进行强夯处理，到检测结果来看 ，加固效果 

良好，说明采用强夯法处理以湿陷性粉土为主的地基是成功的，为强 

夯处理湿陷性粉土地基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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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的措施后继续灌注。悬吊钢筋焊缝脱落的，应及时补焊 ：悬吊钢筋 

弯曲的情况应增加钢管支撑。 

2．4．2钢筋笼上浮比较严重的必须拔出钢筋笼，比照断桩进行处 

理。 

三、灌注成桩后发现的质量缺陷的处理 
3．1桩全长小于设计要求，这种缺陷可分为两类：处理桩头后， 

混凝土顶面高程小于设计要求、钻孔底部沉积的虚碴在清孔时未清理 

干净导致桩全长小于设计、嵌入基岩深度小于设计。针对具体情况分 

别采取相应措施处理。 

3．1．1桩顶高程小于设计要求的原因是混凝土灌注终孔时控制 

失误。基坑开挖后进行钻孔桩的接长。接长施工前 ，先清理干净混凝 

土以上的浮碴和松散混凝土等，将顶面人工凿修平整。尔后，在护筒 

防护下开挖接长部分的桩孔。接长部分桩孔直径应大于设计钻孔桩直 

径 40cm，深度从平整后混凝土面向下不小于接长部分桩孔直径的一 

倍。开挖后，将原灌注的混凝土表面清理干净，灌注混凝土至设计位 

置。接长部分混凝土的强度应比原设计提高一个等级，新旧混凝土的 

接合面必须作好混凝土的接茬处理。 

3．1．2因钻孔桩底部沉积物未清理干净造成的桩全长小于设计现 

象处理的难度较大。一般可以在征得设计单位同意的前提下，采取钻 

孔桩底部压浆或者高压注浆处理。 

3．2桩体混凝土不连续，由于灌注过程中，发生的孔壁局部坍塌 

的杂物等侵入混凝土、混凝土和易性差等因素在桩体形成夹层导致钻 

孔桩混凝土不连续。对于此类问题 ，应积极与设计单位协调采取合理 

措施处理。 

3．2．1对于钻孔桩底部混凝土夹碴的情况，采取桩底部压浆或者 

高压注浆方法处理。 

3．2．2桩体的少量夹层或不连续，用小型冲击钻钻一系列小直径 

的孔进行置换清理泥浆和杂物 (钻孔直径 60～75mm，桩中心一个孔， 

其余 3～4个孔分布在以桩中心为圆心，直径为 450mm左右的圆周 

上 )。清理后，进行高压注浆处理。 

3．2．3对于夹层较严重的，在钻孔桩中心处钻一个直径 75mm孔 

探明缺陷范围。而后，以钻孔桩中心为圆心，采用冲击钻钻直径80～ 

100cm的孔，而后人工入孔清理，清理结束后，灌注高强混凝土。 

综上所述，钻孔桩事故处理的方法很多，难度也较大，无论采取 

什么先进的办法处理都将对工程的进度、质量及施工企业的信誉带来 

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 ，在钻孔桩施工中必须作到每个工序严格按照 

规范操作，水下混凝土灌注统一指挥、紧张而有序，对可能出现的问 

题制定切实有效的防范措施 ，尽最大努力杜绝事故的发生。 

钻孔桩发展展望随着施工工艺的更新，相继出现了钻孔后灌浆桩、钻 

孔扩底桩等新工艺、新技术，为钻孔桩基础的应用拓展了更广阔的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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