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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土建结构桩基施工技术研究

张茂博*

19世纪后期建筑行业开始利用钢筋和混凝土等材料。20世纪30年代，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广泛利用钢桩，

在基础工程的桩材料中开始利用各种直径的无缝钢管。20世纪60年代，我国建筑市场开始出现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

桩，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推广利用。因为不断扩大桩基应用领域，也开始出现各种新的桩型和新的施工技术，人们也

在不断研究和探索设计理论和施工技术以及新型桩型等。基础可以传递结构受力给地基，并且实现稳定支撑，桩基础

的基础是基桩和承台，根据是否在土中掩埋，将桩基础分为高承台桩基和低承台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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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基础是在桩与桩之间起到功能联系作用并且进行重力承载的基础构件。桩基础具有较多的适用场景施工、技术

形成年代长久、有较高的重量承载能力等特点，因此被广泛应用在建筑工程行业的各个项目中。

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桩基础需要减少建筑带给岩石的压力，从而达到提升建筑物本身的质量及安全性能的目

的。施田建辉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工中常常会遇到各种问题，其中不少是由恶劣的地质因素、极端

的自然环境等原因引起的，这时就可以利用桩基础技术[1]。

桩基础的构造决定了它拥有较大的承重范围，不仅可以大大降低沉降量，还能够确保建筑的稳定性，避免建筑长

时间使用后出现倾斜。桩基础的形式多样，按承台高低可分为低承台桩、高承台桩，按成孔方式可分为非挤土桩、部

分挤土桩、挤土桩等。一般的情况下，桩基础会比地基更加深入岩土层内，所以在桩基础质量管控方面，必须对技术

以及物料的质量进行严格管理，以保障工程竣工后建筑物的稳定性以及安全性。

人工挖孔桩技术的应用

在进行桩基础施工前，技术人员要对施工的地点进行勘测检查。所勘测检查的内容包含施工的整体环境，地下水

质和地质条件的勘测，并进行记录和规整，做好桩基础的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对桩基础工程所需要的机械设备，人员

分配也要做好准备，保证桩基础工程的正常运行。人工挖孔桩技术主要采用人工作业模式，这是一种危险系数极高的

落后工艺。虽然这种方法拥有低噪音、对环境几乎无污染等特点，但也拥有纯人工施工效率较低、作业环境恶劣、施

工作业强度高等明显劣势，建设部在2007年已经把人工挖孔桩列入“限制类”技术[2]。

预制桩技术应用分析

土建结构桩基在应用预制桩技术过程中主要分为两种技术类型，分别为振动下沉技术和锤击下沉技术。预制桩技

术可以将建筑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进行妥善解决，比如精准把控桩顶的高度指标和方向指标，防止其因偏

差问题影响底部质量。同时，在打入桩基之前，要科学把控桩顶的高度和方向，防止因桩顶问题导致桩基作业效率和

桩基质量受到影响。

灌注桩的应用

灌注桩主要有挖孔、钻孔以及沉管3种施工方式，其中钻孔以及沉管是我国目前最常用的两种主要施工方法。这

两种施工方法有很大不同：钻孔灌注主要通过在地面上进行打孔埋桩，在对桩内进行全方面清理后，再进行相应的钻

孔灌注操作。该施工方式比较容易发生桩身表面浮浆的现象，在工程现场的实际操作中需要着重注意桩孔位置的干净

程度，以确保成品的质量。沉管灌注桩是将吊放了钢筋骨架的钢套管沉入土中，利用拔管振动捣实混凝土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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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这种施工的方式，成本相对较低，主要适用于大面积作业成桩，施工速度快，较为方便，但是因为桩体主体直径

较小，施工中质量不易控制，如拔管过快易造成桩身缩颈，也容易受到挤土效应影响产生断桩、斜桩。

静压类型

静压类型是指在土建施工中应用静压打桩设备，主要是利用静压打桩设备自身重量与桩架重量，增加预制桩在地

基中的下沉速度，使其在压力作用下沉入土体之中。这种类型属于一种挤压技术，但在挤压过程中可能对土体造成一定

程度的破坏，导致地下水压力有所提高，所以在土建施工中应用静压桩基础技术时，最好保证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不可

在施工中途出现暂停情况。虽然静压类型缺点十分明显，但其依然具备诸多应用优势，比如：桩体结构不会出现硬化情

况，施工全过程不会产生大量噪音，对于施工操作没有过多要求，最终质量较为理想等，而且这种类型比人工类型所耗

成本更低，能够为检测人员提供一定便利，如今在土建施工遇到高压缩黏土体时，比较适合应用静压桩基础技术[3]。

强化原材料品质控制

严格控制材料质量是确保桩基施工质量的有力保证。原料采购中严把材料质量关，强化供应商调研和考察，遴选

信誉度良好、稳定的厂商合作；材料进场要履行合理的验收手续，桩基施工中要指派专门的材料人员负责检查水泥、

钢筋、厂子、砂浆等材料的质量情况，切实检测水泥强度、凝结时间、抗压强度等中间环节，强化钢筋冷弯、砂石含

水量等测试试验步骤，确保材料符合施工质量要求。

保证荷载处于标准状态

在开始落实桩基础技术之前，需要确定建筑竣工后的实际重量，设计人员需要根据建筑重量才能确定桩基础承载

能力，否则建筑工程在应用桩基础技术后依然会出现塌陷问题。因此，在开工之前必须保证建筑荷载处于标准状态之

内，再根据荷载实况确定每一根桩体的承载能力，确保土建施工基础能够满足建筑荷载要求。

优化桩基施工技术方案，严格设计施工工艺

在进行建筑工程土建结构桩基施工时，施工技术人员要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做好施工现场的勘探工作，获得第一

手的施工相关数据，并在此数据上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处理，要将各类桩基的特点和具体的施工环境结合起来考虑，因

地制宜选择最佳的桩基施工技术，并进一步做好桩基施工的设计和具体的施工方案，充分沟通讨论，优化桩基施工方

案，及时摈弃不符合施工实际的内容。加强图纸的审验，进行必要的模拟，对桩基施工进行科学合理的预测。严格设

计和施工工艺，规范进行施工，对施工过程中的地质变化密切关注，对桩位标高、深度以及复核持力层的深度进行严

密计算，保证桩基施工的质量[4]。

提高工作人员素质

优秀的团队是一切工作成功的基础，施工技术质量工作与人员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要协同高校培养与市场

接轨的实用型施工技术人才，努力构建施工技术人才齐备的知识结构，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施工经验；企业

要拓宽优秀人才引进渠道，为施工技术人员的专业成长和职业规划提供有力指导与支持；重视人才培养工作，着力建

设系统、常规、实效性强的在职人员培训体系，优化考核评价指标，以绩效考核为推动力提升施工技术人员工作积极

性和参与度，抓住管理的重点以及难点有效控制桩基施工的质量[5]。

完善监督管理体系

为提升建筑工程的整体质量，必须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体系。完善建筑工程土建监督管理制度对整个施工项

目的质量安全极为重要，相关部门应结合实际状况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施工过程中，要加大执法力度，创造

优良的发展环境，施工企业及其相关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应加强责任意识，进一步完善施工监管体系，对施工人员的

行为进行优化规范，不能一味追求施工进度，这样会导致施工质量无法得到保障，更不利于建筑行业的发展。此外，

还应不断提升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工作人员的素质与施工技术质量有直接关系。企业应加强人才培养，建立常规

性、高效性的人员培训体系，不断提升施工技术人员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对桩基施工质量进行严格控制[6]。

综上所述，相关人员要从建筑工程土建结构桩基施工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同时在处理上应用根本原则，应用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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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工程土建结构桩基施工技术，针对性推出多种科学合理的施工工艺，以此来形成高强度的土建结构桩基的施工

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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