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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行业在经济飞跃进步的过程中不仅促进了销售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也为更多人民居

住提供了条件。现代科技成果在建筑行业中的应用使得建筑更加精准和科学,降低了安全意外事故的发

生,保证了居住人民的人身安全。中国人口数量重大,建筑行业在饱和的状态下仍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建筑行业应当针对人民需求设计,把关质量方面,对桩基础技术也要求更高。本文通过对桩基施工技术应

用进行分析,希望能对相关从业人员的工作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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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工程中桩基础施工技术

应用的重要性 

从我国建筑工程项目的整体构成来

看,桩身是建筑工程地面主体部分与地

下地基部分直接接触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部分桩基都是处于地下的,这就是在

实际建设中我们能够看到的低承台桩

基。还有一部分桩基的大部分结构位于

地下,另一部分则是位于地面之上,这种

形式的桩基我们称之为高承台桩基,由

于高承台桩基的桩身是同时位于地下和

地上的,那么在应用高承台桩基时就大

大提升了建筑的地基部分与地面部分的

主体建筑连接的紧密性。现阶段在我国

的高层建筑项目中,高承台桩基这种形

式的应用较为广泛,项目的设计人员为

了更好地保证高层建筑结构的安全性和

稳定性,其往往都会选择高承台桩基。另

外,在建筑工程土建施工过程中,采用高

承台建筑还能够更好地保证地面建筑的

牢固性,同时也能够提升地面建筑的抗

风和抗震性能。所以,在建筑工程的建设

过程中,桩基础的使用应是 基础的内

容,即使是在建筑项目的竣工和应用阶

段,桩基础也是有着重要作用的,我们应

对桩基础施工技术相关的具体内容进行

深入的研究。 

2 桩基础技术的施工要点 

2.1振动打桩施工技术 

现代社会的建筑都非常坚固,牢固

和耐用,是因为建筑的本身基础就非常

扎实,采用先进的桩基础技术对建筑进

行施工建设,每个建筑都有个自的建筑

结构,应该选择与建筑结构搭配的桩基

础技术来进行建造,要符合实际情况。首

先介绍振动打桩技术,选择合适的机器,

采用高强度的振频把桩打进桩位中,在

这个过程中,地底所承受的压力会随着

桩的不断深入逐渐变大,使得地下的物

质紧密压缩不留空隙,由松散变得坚硬,

可以让桩与桩位更加贴切,达到满意的

效果。但是这种施工技术也有局限性,

要对每个施工地方的土地进行测量,不

能在水分含量较多的土壤进行实施,容

易造成桩基础的不稳定。 

2.2静力压桩基础施工技术 

在桩基础施工的过程中,承包建筑

工程项目的单位肯定会首先考虑如何施

工才能更加快速的完成建筑工程,才能

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利润,因此静压桩技

术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用吨位比较大

的机器来进行操作,不断把桩进行压入

到地底的过程,比如在施工的过程中,为

了不影响周围居民的休息,一般采用静

力压桩技术。但是这种技术也会存在局

限性,在桩不断深入地下,对地下物质的

互相挤压逐渐增强,如果周围的第下物

质不能承受巨大的挤压,就容易造成地

下塌陷,导致工程建设很难再继续进行,

在桩深入中,桩对应桩位保持位置相同。 

2.3人工挖孔施工技术 

在桩基础施工的过程中,有用机器

进行的桩基础施工,也有使工人手工对

测量准确的桩位进行挖掘,挖掘完成后

再用材料对桩位进行填充,这就是人工

挖孔技术,人工打桩和机器打桩有很多

不一样的地方,机器打桩不会用到太多

的工人进行挖掘,打同一个桩的效率也

比人工打桩的效率要高,可以防止工人

身处危险环境,但是人工进行施工的话

能够对地下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在对

材料进行填充时,可以更好的控制材料

的填充数量和速度,防止地下的物质受

到的严重挤压而造成变形,可以在很多

不适合机器施工的地方进行人工作业,

是非常通用的方法,不管什么方法都有

好的方面和欠缺的不足,应该在不同的

建筑环境中找出合适的桩基础技术。 

3 桩基础施工技术的应用 

3.1灌注桩与预制桩 

灌注桩主要包括人工挖孔桩和沉管

灌注桩。沉管灌注桩主要是通过借助外

力因素将灌注桩沉入地下,机械打击灌

注桩不仅提升了灌注的速度,也在力度

掌握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由于沉管灌

注桩经济成本低、操作过程相对简单,

大部分的地基建设采用沉管灌注桩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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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混凝土预制桩和钢预制桩是预制桩

的两种分类。混凝土预制桩的质量远远

低于钢预制桩,由于混凝土预制桩的成

本低廉易获取,且其承载力能够达到国

家要求水准,因此混凝土预制桩在建设

过程中使用范围较广。 

3.2因地制宜选择 佳的桩基础

类型 

在任何工作进行的过程中都应当考

虑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选择 佳的桩基

础类型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桩基

础类型的选择应当充分考虑周围建筑物

和地下管道的状况,同时保证桩基础类

型与图纸要求达到契合。桩基础类型的

选择也应当考虑经济因素,针对不同桩

基础类型的适用范围和优缺点进行选择,

保证建筑质量实现对废物的循环利用,

从而降低建设成本。建筑工程企业可以

邀请专业人员进行分析与检测,听取多

方意见综合考虑,从而提升建筑工程整

体作业的质量和水平。 

3.3保证符合设计要求 

地基建设基于图纸要求,图纸工程

设计必须综合考虑建筑工程与当地地形

之间的切合度。实地调查与考查对于设

计方案的数据支撑具有重要意义,在保

证工程设计科学前提之下,使得地基建

设能够符合设计要求,也是施工人员应

当着重关注的问题。图纸设计本身的合

理性和科学性也影响着桩基础的打造与

施工。施工图纸的设计应当充分考虑到

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以及当地市场

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向,结合两者的优势

设计相应的图纸方案,在尊重当地地势

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基础打造能够有效的

加强地基的稳固性和安全性。 

3.4工程后期质量管理对策 

在桩基础施工后期对于施工质量的

管理和检查,可以从监测施工人员的清

洁力度以及施工项目的完成度和施工项

目的总结三方面进行探讨。桩基础施工

结束阶段施工人员应当及时将施工工具

归尾辫,同时清除施工材料,保证施工现

场的一定清洁度。此外,监察人员也可以

通过排查施工项目和施工工序的方式进

行,从而排除桩基础在施工过程中存在

的安全隐患问题。桩基础建设工作完成

以后,施工人员应当及时进行技术交流,

文字总结能够强化施工人员的记忆,便

于在以后的工作中及时进行改正。 

3.5引进信息化 

桩基础施工技术水平的提升,可以

通过引进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手段进行。

科学技术的成果应当充分应用到各个领

域中,在建筑的过程中通过对大数据云

计算的利用,统计分析数据的正确性和

精准性。信息化的建筑过程不仅能够使

得建筑效率得到提升,也能够使得建筑

质量得到保证,信息技术不仅能够使得

施工流程和施工工序更加优化,也能够

使得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实现实时了解,

有利于及时解决施工现场出现的问题。

除此之外,信息化的管理也能够同时实

现监控检查的作用。 

4 桩基础技术的发展方向 

建筑工程主要分为工程设计,工程

施工和工程总体设置三个部分,在建筑

工程土建施工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竞争模

式,目前竞争因素已经转化为工程转接。

工程转接主要是指对建筑工程进行阶段

的分配。不同工程阶段涉及的经济利益

和施工手段存在差异,针对不同施工阶

段进行工作的分配与合作,从而推进施

工效率的提升。工程转接对建筑施工过

程的合理划分是桩基础技术的未来发展

方向,目前已少数应用在建筑领域中。建

筑工程行业在竞标工作完成,会进行设

计方案的工作。桩基础技术中工程设计

是较为重要的步骤,桩基础技术工程设

计是否合理与科学直接影响着工程正常

工作的进程。建筑工程行业可以通过合

作的模式与国外企业或国内企业进行技

术学习,促进资源共享以及技术水平的

提升。不同的工作人员看问题的角度和

思考的角度有所差异,通过共同探索和

谈论能够有效地降低不良因素对桩基施

工质量的影响。 

5 结语 

桩基础技术的应用大大提升了建筑

结构的稳定性,在土木工程建设中,桩基

础技术的应用要充分考虑工程区域内的

地质、地形等因素,对各种桩基础技术的

优势与劣势进行分析,保证桩基础技术

的应用能够起到 好的效果,提升基础

结构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提升工程建设

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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