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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地基基础

施工体系,尤其是近些年高层建筑的普遍建设,使其成为了

国内最主要的房屋建筑形式之一,据统计,我国几乎所有的

省市都将城市高层建筑体系建设作为其发展规划中关键的

部分, 并且诸多省市已经具备了相对完善的高层建筑规划

城区,随着近年来房屋建筑工程的发展,对这些地区的经济

发展, 税收和地价的上升和吸引外来投资有着极大的推动

作用,然而我国诸多省市出于发展考虑,需要实施软土上的

房屋建筑工程建设, 如何在存在不利因素的软土表面建设

稳固的建筑甚至是高层建筑, 是近些年我国建筑工程施工

过程中致力于攻克的难关。

1工程地质勘察的主要内容及要求

1.1取得附有坐标及地形的建筑物总平面布置图,各建

筑物的特点以及可能采取的基础型式,尺寸,预计埋置深度,

对地基基础设计的特殊要求等, 同时查明不良地质现象的

成因,类型,分布范围,发展趋势及危害程度,并提出评价与整

治所需的岩土技术参数, 查明建筑物范围各层岩土的类别,

结构,厚度,坡度,工程特性,计算和评价地基的稳定性和承载

力。

1.2在地震设防区划分场地土类型和场地类别,并进行

场地与地基地震效应评价, 对抗震设防烈度大于或等于Ⅵ

度的场地,应划分场地上类型和场地类别,对抗震设防烈度

大于或等于Ⅶ度的场地, 尚应判定饱和砂土或饱和粉土的

地震液化并应计算液化指数。

1.3查明地下水的埋藏条件,当基坑降水设计时尚应查

明水位变化幅度与规律,提供地层的渗透性,判定环境水和

土对建筑材料和金属的腐蚀性, 了解建筑物地下水类型,埋

藏深度,动态,化学成分,判定地基土及地下水在建筑物施工

和使用期间可能产生的变化及其对工程的影响, 提出防治

措施。

2建筑工程岩土勘察现状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不断高速发展, 众多基础建设项目

和现代化超高层建筑物不断兴建, 基础和基坑开挖深度越

来越深,各种公共建筑物的建筑风格迥异,给勘察工作带来

诸多的新课题。

2.1地质形态, 主要有不明地下物体, 空洞及其分布形

态,埋藏位置和埋藏深度的确定。

2.2界面划分,主要有岩土体和岩石风化程度的界面划

分,地质构造和软弱结构面的判定,以及不良地质体的地质

界面等。

2.3岩土参数,主要是那些难于取到原状岩土样和难于

进行室,内外试验的岩土层,颗粒土,残积土和风化岩等,其岩

土设计参数难于确定。

2.4技术素质,主要是勘察技术人员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问题,勘察各专业缺乏内部沟通,技术交流,对各自技术服务

的对象和技术发展状况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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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作者阐述了工程地质勘察的主要内容及要求,分析了建筑工程岩土勘察现状,介绍了地基处理主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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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互联网 +政务服务”思路提供更多的面向公众

的规划信息服务，规范网上服务事项，推进服务事项网上办

理，创新网上服务模式，全面公开服务信息，为城乡规划公

众参与、信息公开、公示、听证等提供服务平台，形成全社会

尊重规划、参与规划、遵守规划的氛围[4]。

3结束语

渭南市城乡规划综合大数据系统的建设实现了市域城

乡规划多源、多尺度、多时态空间信息与应用资源的整合，

提高了规划管理部门的管理手段及决策水平，同时提升了

公众参与规划，监督规划等服务水平，顺应了规划改革创新

及信息化共享的态势，从而推动渭南规划与测绘地理信息

事业再上新台阶，促进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都有着

重要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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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综合能力,主要表现在一部分勘察技术人员缺乏对

勘察各专业的野外和室内原始资料的整理,分析,利用的能

力,缺乏如何辨别真伪,去伪存真,补充印证,归纳总结的能

力,岩土工程勘察是工程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工程设

计,施工的依据,其质量的优劣,对工程建设的质量,安全,工

期和合理投资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重视岩土工程勘察,把握

技术分析中的每一环节,强调事先指导,过程控制,事后总结,

对于提高岩土工程师的专业技术水平, 保证岩土工程勘察

质量,促进建设工程的顺利开展,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城市

民用建筑的建设质量直接影响着城市居民和家庭, 影响到

社会的多个层面,因此在建设过程中,急需给予岩土工程勘

察足够的重视,并应用一些科学,合理的勘察手段以保证工

程勘察的准确性,提高勘察工作效率。

3地基处理主要技术

3.1施工机械设备

长螺旋钻管内泵压 CFG桩施工工艺是由长螺旋钻机,

混凝土泵和强制式混凝土搅拌机组成的完整的施工体系,

本工程采用 2 台 ZKL800BB 型步履式长螺旋钻机 ,1 台

HBT60型混凝土输送泵,1台 JS50型混凝土搅拌机。

该设备施工工艺具有以下的优点,低噪音,无泥浆污染,

成孔制桩时不产生振动, 避免了新打桩对己打桩产生的不

良影响,成孔穿透能力强,可穿透硬土层,诸如砂层,圆砾层和

粒径不大于 60mm的卵石层,施工过程中的效率高。

3.2主要施工工艺

3.2.1测量定位

测量定位采用打孔灌石灰的方法处理, 即先用直径 30

的钢管打孔 300mm深的深度,然后灌入石灰粉,再插入钢筋

进行复核桩位,施工中所有桩孔一次定位完成。

3.2.2钻进成孔

钻进过程中根据地层变化和动力头工作电流值对钻

压,转速和钻进速度进行合理调整,钻进采用间歇式钻进方

法,即钻进 -空钻 -钻进,钻进至设计深度后空车 30～60s,

待电流稳定确认桩长满足要求后终孔停钻。

3.2.3混凝土搅拌及泵送

混凝土搅拌应该严格按配合比配料, 严格控制好进场

原材质量,每盘搅拌时间≮0s,经常检查混凝土的和易性及

坍落度,控制好混凝土的搅拌质量。

3.2.4每桩灌混凝土结束后, 应及时进行封顶以保护桩

头。

3.2.5施工中遇到地下障碍使桩位偏移时应及时处理

后再次就位, 并对混凝土泵送中遇到输料管堵塞或钻进中

出现的异常问题及时正确处理。

3.3施工质量控制措施探讨

3.3.1单桩承载力达到设计要求的保证措施

通过对试验桩的验证,经综合分析研究后认为,造成单

桩承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施工时扰动了桩底的粉细砂层

或细中砂层,使 CFG桩的桩端承载力降低,从而导致单桩承

载力下降,经重新计算发现,只要适当增加些桩长,使桩端进

入其下的中低压缩性的粉质粘土层或粘质粉土一砂质粉土

层上时,就能满足承载力和变形的需求,而且可以避免桩底

土的扰动, 于是决定对于场地局部原桩端持力层位置处砂

层较厚的地段,依然采用原桩端持力层不变,但施工时要尽

量避免桩端进入砂层太深,以免扰动砂层,产生涌砂现象,造

成质量问题, 而对于原桩端持力层位置处砂层较薄的地段,

就增加桩长,使其桩端落在粘性土上。

3.3.2施工中窜孔现象的防止措施

所谓施工中的窜孔现象,就是在饱和的粉土,粉细砂层

中施工时,当打完 1号桩后,接着打相邻的 2号桩时,随着钻

杆的钻进, 发现己打完尚未结硬的 1号桩桩顶突然下落,有

时甚至达 2m以上, 当 2号桩泵入混凝土混合料时, 能使 1

号桩下降的桩顶开始回升,泵入 2号桩的混合料足够多时,1

号桩桩顶恢复到原标高, 场地是否发生窜孔现象主要取决

于场地土质情况,桩间距大小,垂直度和成孔过程中工艺对

桩间土的扰动程度。

从土质情况分析, 当桩长范围内存在饱和的粉细砂层

或粉土层且其处于中密一松散状态, 采用长螺旋钻管内泵

压 CFG桩工艺施工时就需考虑剪切液化在粉细砂层和粉

土层中可能引起的窜孔现象, 从成孔过程中工艺对桩间土

的扰动程度分析, 扰动程度的大小取决于扰动时间的长短,

如钻头吃土能力较强时,成孔时间较短,扰动相对较小,窜孔

的很少发生,当粉土,砂土层在桩的上部时,成孔对其扰动时

间较长,较易发生窜孔。

4结束语

由于各地区的土质构成具有相应的区域特点, 再加上

目前国内缺乏系统的研究, 对各地地基的有关指标的测试,

评价及试验不够, 使岩土工程勘探指标的应用难以恰如其

分,因此,高层建筑工程的基础处理方案不尽合理,甚至常常

出现无法想象的工程事故, 最终导致建筑工程基础造价的

大幅提高,而正确,合理的选用最优的软土地基处理方法,是

安全,经济,合理地进行建筑工程地基处理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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