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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施工准备

1.技术准备

（1）项目部技术负责人组织技术交底；

（2）测量人员根据设计图纸进行基准点测定、校正，标识水塘

范围及高程等；

（3）合理选择施工机械，并报监理审批。

二、施工目标

1.工期目标

本工程应在 2021 年 5 月 25 日 开工，于 2021 年 7月 29 日 前

完工，并根据发包人总体项目计划时间完成项目试运行和性能试验，

（开工日期具体以甲方通知为准）。

本方案的管桩施工（含桩基试验）施工计划 66日内完工。

2.我项目部将根据此项工程的施工特点，精心组织、科学管理、

周密计划、合理调度，加大人员和设备投入，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

下确保工期按时完成任务。

3.本项工程实施过程中将严格按照设计文件和有关规范以及技

术操作进行施工。

三、施工技术措施

1.鱼塘、环沟排水晾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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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鱼塘排水利用鱼塘侧边的环沟进行排水，排水前应检查环

沟是否通畅，如有需及时调动挖机、人员清理。排水采用抽排方式。

（2）南北向的供排水环沟排水需要先关闭环沟两端的闸门再采

用抽排方式把环沟内的 水排到东西向的环沟或者南面的大鱼塘内。

（3）因为鱼塘和环沟底部多为沙质土。故而清淤工作可以减省。

打桩作业前需对鱼塘及环沟进行晾晒，以保证水陆两用打桩机的承载

力。

2. 施工机械的配备

（1）根据本工程的实际情况和我单位多年的施工经验，为满足

施工要求，我公司拟采用高频振动打桩机进行施工。该桩机具有行走

方便、通过油泵能较好调整桩身垂直度的特点，对成桩质量较有保证。

设备选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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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鱼塘和环沟打桩时打桩机和挖掘机需要进入塘底和沟底进

行施工，后续支架组件安装时装载机转运材料也需要进入塘底，由于

塘埂和沟堤高差都超过 2米以上。故而在重型机械进出时必定会对塘

埂、沟堤造成损坏。我公司为降低对塘埂和沟堤的损坏，会根据每个

塘埂和沟堤的实际情况进行规划路线，对部分塘埂开口，以便施工。

从而保护塘埂和沟堤，当施工完毕后我公司会按原状标准重新恢复塘

埂和沟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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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抄平放线及桩位放样

（1）根据业主提供定位点，测放各轴线点，同时在不受压桩影

响地段测量设置 2～3个 安全永久性控制点，用于施工过程中检查

校正各轴线点或复核桩位。

（2）根据轴线定位点测放每个桩位，在施工过程中经常利用不

受压桩影响地段布设安全 永久性控制点，检查校正轴线定位点或复

核桩位，以确保桩测准确，桩位放样误差要求：单桩≤1cm，群桩≤

2cm。

4. 预制管桩的调运、堆放与验收

（1）预制桩从管桩厂运来卸下时必须有专门的吊车，与现场指

挥配合，计算调运桩体的支点，准确起吊，确保桩体结构不发生变形。

桩体堆放地点选择要根据打桩的情况和有利于施工的原则进行堆放。

堆放场地要求平整，根据地面的坚实情况，可用枕木作支点，进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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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或三点支垫。管桩最高堆放层数三层，根据用桩计划，先用的桩应

放在上面，避免翻运桩堆。卸下来的桩，施工员和质检员应严格检查

桩身的外观尺寸和外观质量，防止断桩、严禁裂缝的桩用于施工，发

现不合格的管桩严禁使用，并向有关部门报告，管桩应有与其数量相

对应的产品合格证。

（2）吊桩转运

利用大轮胎拖拉机或平板车向打桩区域拖运，并用吊车将预制桩

吊至晾晒后的鱼塘或环沟底；在施工时用挖掘机向打桩区域运送。再

利用桩机上专门设置的起重钩吊吊桩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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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桩

对鱼塘、环沟分别试桩，具体位置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选择，同时

考虑机械进场便利。试桩数量各区域不得少于总桩数的 1‰且不少于

6根，对地质不好的区域再增加试桩根数的 1/2。

6. 插桩（植桩）

桩起吊提升到垂直状态后，将桩上头套入压梁下部固有送桩器，

然后将桩准确的放在桩位上，缓缓施压将桩插入土中 0.6m 左右位置，

停止施压。检查调直桩身垂直度。

桩身垂直度检查调填与桩机导向杆垂直度检查调直方法相同，即

在机架前，侧呈 90 度的两个方向，各距机架 20m 左右处，架设的经

纬仪，测量检查桩身两个方向的垂直度，并利用桩机将桩身调直。控

制植桩桩身垂直度偏差 0.5%以内。然后方可压沉管桩。

7. 鱼塘地面打（压）桩

（1）将桩身调直，并用经纬仪校正确定无误后，利用桩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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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将桩逐渐压入土中。 压桩应连续施压，当桩机自身重量不足

以将桩压入土中时，开启桩机高频振动装置，继续将桩压入土中。

（2）压桩控制原则：以设计桩长控制为主，压力值控制为辅，

当桩长达不到设计要求时，终压值应≥75%单桩设计极限承载力值。

（3）工程施工总体流程图

8. 沉桩顺序

打桩顺序合理与否，影响打桩速度、打桩质量，及周围环境。当

桩的中心距小于 4倍桩径时，打桩顺序尤为重要。打桩顺序影响挤土

方向。打桩向哪个方向推进，则向哪个方向挤土。根据桩群的密集程

度，可选用下述打桩顺序：由一侧向单一方向进行，如下图-a）；自

中间向两个方向对称进行，如下图-b）；自中间向四周进行，如下图

-c）。第一种打桩顺序，打桩推进方向宜逐排改变，以免土朝一个方

向挤压，而导致土壤挤压不均匀，对于同一排桩，必要时还可采用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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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跳打的方式。对于大面积的桩群，宜采用后两种打桩顺序，以免土

壤受到严重挤压，使桩难以打入，或使先打入的桩受挤压而倾斜。大

面积的桩群，宜分成几个区域，由多台打桩机采用合理的顺序同时进

行打设。

a）由一侧向单一方向进行；b）由中间向两个方向进行；c）由

中间向四周进行

9. 沉桩的控制

（1）打桩前，应在桩身一面标上每米数标记，以便打桩时记录。

采用两台经纬仪，分别在打桩机侧呈 90度的两个方向，各距打桩机

20m 左右处，架设的经纬仪，测量检查桩身两个方向的垂直度，并利

用桩机将桩身调直。控制植桩桩身垂直度偏差 0.5%以内。然后方可

压沉管桩。在塘埂上架设 1 台水准仪精准控制桩顶标高。

（2）停锤以贯入度为主，入土深度为辅，当贯入度达到设计要

求，且桩的入土深度与设计深度相差无几时，可停锤施打，当贯入度

达到设计要求而入土深度与设计深度相差太大时，应停止施工，向甲

方汇报，如遇特殊情况，如贯入度骤变、桩身失控倾斜、断桩、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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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严重回弹，桩顶及桩身破碎应立即停锤报告，组织有关单位研究处

理，记录人员要认真负责，如实记录，记录结果整理编入资料，技术

负责人及时组织现场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办理各种签证手续。

四、打桩技术质量控制措施

1. 桩基施工难点

（1）本工程工期紧，管桩重且施工难度大；

（2）本工程施工任务重，时间紧，施工强度高，尤其是桩基础

施工，带有突击性的特点。我部施工资源安排、人员和施工设备配备、

材料供应等方面充分考虑这一现状，配齐、配足管理人员，配置数量

足够的技术人员，加强现场管理，精心组织，科学安排好各项目的施

工。

（3）本工程远离城市，经过省道及乡村水泥路到达施工现场，

道路结构是否能承受大型机械设备、管桩的运输要求。一是可能造成

施工材料、设备供应困难；二是由于道路狭窄，重型机械设备、管桩

进场困难。我部进场后将及时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做好施工设备及材

料的需求计划，保证设备和材料的供应。施工道路充分利用建设单位

提供的已有道路，对标准偏低的原有施工道路进行拓宽改建、平整压

实，同时修建一些必要的临时道路。

2. 打桩技术质量控制措施

（1）打桩的质量检查包括桩的偏差、最后贯入度与沉桩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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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顶、桩身是否打坏以及对周围环境有无造成严重危害。

（2）技术质量要求

序

号

控制内

容
技术质量要求 控制方法

1

圆

桩

沉

桩

桩位允许偏差:±20mm
经纬仪或拉线

尺量

桩顶标高偏差：±10mm
水准仪测量桩

顶标高后计算

垂直度允许偏差：0.5%
垂线两个方向

尺量取大值

（3）支架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不小于 40KN;抗拔承载力特征值

不小于 22KN；固定支架桩桩顶水平承载力特征值不小于 8KN；箱变基

础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不小于 100KN（极限值不小于 200KN）；桩顶水

平承载力特征值不小于 10KN。

（4）打桩的控制，对于桩头位于坚硬土层的端承型桩，以贯入

度控制为主，桩头进入持力层深度或桩头标高可作参考。如贯入度已

达到而桩头标高未达到时，应继续锤击 3 阵，每阵 10击的平均贯入

度不应大于规定的数值。桩头位于软土层的摩擦型桩，应以桩头设计

标高控制为主，贯入度可作参考。如控制指标已符合要求，而其他指

标与要求相差较大时，应会同有关单位研究解决。设计与施工中所控

制的贯入度是以合格的试桩数据为准，如无试桩资料，可参考类似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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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贯入度，由设计规定。

（5）测量最后贯入度应在下列正常条件下进行：桩顶没有破坏、

锤击没有偏心、锤的落距符合规定、桩帽和弹性垫层正常符合规定。

如果沉桩尚未达设计标高，而贯入度突然变小，则可能土层中夹有硬

土层，或遇到孤石等障碍物，此时切勿盲目施打，应会同设计勘察部

门共同研究解决。此外，由于土的固结作用，打桩过程中断，会使桩

难以打入，因此应保证施打的连续进行。

（6）打桩时，桩顶破碎或桩身严重裂缝，应立即暂停，在采取

相应的技术措施后，方可继续施打。

（7）打桩时，除了注意桩顶与桩身由于桩锤冲击破坏外，还应

注意桩身受锤击拉应力而导致的水平裂缝，在软土中打桩，在桩顶以

下 1/3 桩长范围内常会因反射的张力波使桩身受拉而引起水平裂缝。

开裂的地方往往出现在吊点和混凝土缺陷处，这些地方容易形成应力

集中。采用重锤低速击桩和较软的桩垫可减少锤击拉应力。

五、打桩工程质量通病的预防

1. 在打桩时遇下列情况，应暂停施工，并立即向甲方、监理汇

报。

（1）贯入度剧增。

（2）桩身突然倾斜。

（3）桩身断裂、桩头破损。

2. 高于地面的桩体严禁碰撞，若妨碍施工及高于设计标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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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专用截桩器截除。

3. 严格控制收锤标准，认真做好现场记录，每条桩收锤时均应

有施工管理人员现场进行控制，最后一米锤击数不宜超过 300 击，最

后三阵贯入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六、打桩施工安全措施

1. 安全管理机构及责任制

本标段工程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项目经理对本标段项目工程的

安全负全面责任。项目经理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本项目

的安全生产工作。为了确保安全管理目标的实现，项目部配备足够的

安全管理人员，并建立如下安全管理机构，全面负责本项目的安全生

产管理工作。

2. 安全管理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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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桩头防腐

因桩头焊接及后续支架接地焊接会破坏原构件镀锌层影响防腐

效果，桩头防腐施工应在接地施工完成后进行。桩头焊接污染区及桩

帽应先以 Sa2.5 级除锈后进行防腐处理。除锈效果需报请监理工程师

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防腐漆涂刷，涂刷效果应满足工业建筑防腐设

计规范（GB50046-2008）中的规定。效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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