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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验原材料

(1)水泥：象山海螺 P.O42.5 细度（45μm）筛余 0.8%比

表面积 350c㎡/g标准稠度用水量 26.4%, 初凝时间 130分

钟,终凝 240分钟,28天强度为 49.0Mpa。

(2)粉煤灰：前所电厂 F 类Ⅱ级灰 ,细度 22%,需水比

99%,抗压强度比为 71%。

(3) 减水剂：浙江五龙 ZWL-II 高效泵送剂 , 密度

1.170g/ml,含固量 26.8%,减水率 20%,掺量 1.8%,流动度

232mm。

(4)矿粉：台州建力 S95级密度 2.9g/c㎡比表面积 407㎡

/kg流动度 108%。

(5)砂：敏江Ⅱ区中砂,级配及各项指标符合要求。

(6)石：破碎卵石颗粒级配 5-31.5mm 及各项指标符合

要求。

2标准温度下外加剂不同掺量的试验过程

2.1本次试验以常用配合比为基准配比、在标准室温

（温度 20℃湿度 65%）密封静止状态下坍落损失至 120mm

以下所需时间并通过递增法二次加入外加剂经过试拌（主

要验证二次加入外加剂时混凝土坍落度增值情况, 强度波

动情况及目测缓凝后的水泥与外加剂适用性情况,测得表 2

相关拌合物的性能及 28天强度。

表 1 标准温度下试验配比及外加剂掺量

表 2 砼和易性、凝结时间及 28天强度

注：为接近实际本试验所用粗细集料选用含水率为：砂

9%石 1.0%

2.2自然条件下（夏季室外温度 29-38℃）采用基准配

合比在经时损失情况下根据混凝土和易性能二次掺入外加

剂继续搅拌 35S在坍落度满足施工要求下测得混凝土和易

性及同条件下物理性能见表 3,表 4。

表 3 混凝土拌合物采用配合比及各个性能试验数据

表 4 混凝土不同时段不同掺量拌合物各个性能指标

3试验结论及技术防制措施

3.1随着外加剂掺量增加(主要是外加剂中的缓凝成份

增加),混凝土的凝结时间也相应延长。掺量达到一定程度后

混凝土出现超时缓凝、同时 7天 28天强度也随之大幅度下

降。给施工带来重大问题。特别是在经时掺加外加时此类现

象表现突出还有外加剂与水泥适用性也随之降低。所以在

生产中严格控制外加剂掺量。二次加外加剂调整混凝土的

和易性时应首先掌握配合比的基准掺量和混凝土加水搅拌

初始时间。在此掺量上根据混凝土的加水经时时间及坍落

度的损失情况适量加入外加剂, 但经时等待时间超过 4个

小时调整二次增加外剂后必须降级使用。在 4个小时内增

加的外加剂严禁超出基准掺量的 1.5%,（超出后易造成混

凝土离析,严重超时缓凝,硬化有收缩裂缝、强度下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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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预拌混凝土在生产、运输及浇注过程中,经常因为一些因素致使出厂坍落度偏小或等待过程中流动性经时损失过

大而引起施工困难或无法施工,在此情况下混凝土拌合物需经二次调整才能满足施工要求。由于施工现场条件限制,调整多

为二次掺入外加剂方法来调整砼拌合物的和易性。本室在应对此问题时经过试验和生产应用对所选外加剂品种掺量经过二

次掺入法应用到砼中对砼坍落度增值、凝结时间、28验和工程跟踪得出试验结论及技术措施。

[关健词] 预拌混凝土；经时损失；二次调整；技术措施

水泥(KG） 矿粉(KG) 粉煤灰(KG） 砂(KG） 石(KG） 水(KG） 外加剂(KG） 掺量(%） 

240 55 74 787 961 183 7.3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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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 175mm ----

- 

--- --- ----

- 

---- 24.1 37.2 ---- 可用  

1 180mm 90mi

n 

165mm --- ----

- 

----- 25.6 38.8 +1.6 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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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30mm 0.3 1.11

kg 

160mm 21.4 35.2 -2.0 可用 w+1

5kg 

3 180mm 210m

in 

70mm 0.6 2.22

kg 

155mm 18.6 33.7 -3.5 可用 W+1

5kg 

4 190mm 240m

in 

45mm 1.0 3.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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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mm 17.2 29.3 -7.9 降级 W+2

5kg 

5 180mm 300m

in 

40mm 1.2 4.44

kg 

135mm 13.2 25.5 -11.7 降级 W+4

0kg 

6 180mm 360m

in 

--- 1.4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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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mm 8.4 16.8 -20.4 降级 W+6

0kg 

7 160mm 420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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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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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5k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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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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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G桩是指以碎石为基础,掺入一些石屑、少量水泥和

粉煤灰,加水拌合而制成的桩。建筑基础工程建设中的 CFG

桩施工工艺较为简单,具有较高的性价比,能够有效提高建

筑工程施工质量, 基于此, 以下就建筑基础工程建设中的

CFG桩施工及其质量控制进行了探讨分析。

1建筑基础工程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 CFG桩作

用分析

1.1建筑基础工程建设建设存在的问题分析

主要表现为：(1)强度及稳定性问题。基础的强度问题直

接决定了房建的质量好坏, 当基础的抗剪强度不足以支撑

上部结构的自重及外荷载时, 基础就会产生局部或整体剪

切破坏。(2)压缩及不均匀沉降问题。建筑不可避免的问题是

沉降问题,这一直是专家学者研究的课题之一。当基础在上

部结构的自重及外荷载作用下产生过大变形时, 会影响建

筑物的正常使用, 特别是超过规范所容许的不均匀沉降时,

结构可能会开裂。(3)由于动荷载引起的基础问题。当遇到不

可避免的因素,例如地震或爆破等时,这种动载荷动力会引

起基础土、特别是饱和无黏性土的液化、失稳和震陷等。

1.2建筑基础工程建设的 CFG桩作用

主要表现为：(1)CFG桩的桩体作用。CFG桩的桩体压

缩性在荷载作用下明显比其周围的软土小, 因此基础传给

复合地基的附加应力会随着地基的变形而逐渐集中到桩体

上,出现应力明显集中的现象。由于桩体承受了大部分的荷

载,使得桩间土的应力相应减小,因此软土地基的承载力比

原有地基的承载力大。此外,地基沉降量减小,伴随着 CFG

桩桩体的刚度增加,桩体的作用更加明显。(2)褥垫层的作

用。褥垫层是由散体材料组成,主要作用有：保证桩、土能共

同承担荷载；调整桩的垂直荷载分担；减少基础底面应力的

集中；调整桩、土分担水平荷载的能力。(3)排水作用。建筑基

础工程建设中 CFG桩施工过程中,当采用沉管灌注施工法

时,在施工和成桩后一段时间内,会不同程度地降低地层中

的地下水含量, 改善地基土的物理力学性质。在饱和的粉

上、沙土中施工时,沉管和拔管的振动会让上体产生超孔隙

压力,孔隙水将会沿着桩体排出,且排出方向向上,直到 CFG

桩体硬结为止。

2建筑基础工程建设中的 CFG桩施工要点分析

建筑基础工程建设中的 CFG桩施工要点主要表现为：

(1)CFG桩施工准备要点分析。主要表现为：第一、材料准

备。所需材料需检测试验,选定合格的原材料产地或供应方

后,可进行混合料的配合比试验。第二、合理选用施工机械。

桩机选用需要保证下钻能力,优先选择履带式打桩机,保证

雨期施工,地泵需优先考虑采用柴油机的,降低施工用电,保

关于建筑基础工程建设 CFG桩施工与质量控制的探讨

郦刚

浙江施朗龙山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DOI:10.18686/bd.v2i5.1376

[摘 要] 建筑基础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建筑工程安全和稳定,并且其属于地下隐蔽工程,处理比较困难,而且其合理处理对

于建筑工程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非常重要,因此为了保障建筑工程的安全性,本文阐述了建筑基础工程建设存在的主要问

题以及 CFG桩作用,对建筑基础工程建设中的 CFG桩施工要点及其质量控制进行了探讨分析,旨在保障建筑工程建设的顺

利实施。

[关键词] 建筑基础工程建设；问题；CFG桩；作用；施工要点；质量控制

以上。一般常温条件下经时 4个小时内每一方混凝土增加

0.5kg可增大 25-40mm坍落度,凝结时间在温度 20-35℃间

可适当延长 40分钟到 1.0个小时。

3.2在二次加入外加剂时

第一：应注意搅拌车搅拌时间控制在 90秒以上防止因

搅拌不均局部掺量过大而形成超时缓凝造成质量事故。

第二：保证混凝土在调整搅拌过程中有充分搅拌空间

以避免混凝土出现和易性不均。

第三：详细了解该混凝土的加水拌合时间确定混凝土

延长时间、目测混凝土拌合物坍落度和粘聚性在允许调整

范围内,跟据试验结果在 3.5小时内(温度 20-35℃)可在现

场适量加入外加剂调整。超出该范围应通知技术负责人退

回厂调整后降级使用。

第四：在混凝土加水拌合调整等待时间累计超过 6:30

小时以上的可作报废处理严禁用于承重部位。

第五：调整后混凝土必需留置试块做好质量处理记录

与不合格品处理记录以备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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