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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上海某高层住宅勘探孔布置方案对桩基设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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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岩土工程勘察是工程建设的基石，岩土工程勘察的准确性决定了工程建设成功与失败。岩土勘察质量最

重要的环节就是勘察方案的制定，勘察方案决定了勘察质量的好与坏、勘察成本的高于低、勘察工期的快与慢、桩基

设计的优与劣。虽然岩土勘察工作的周期不长，但对整个项目的影响是长远的，故而选择合适的勘察方案对整个工程

而言可谓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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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基土特性

上海地区除少数剥蚀残丘有基岩露头外，覆盖了巨

厚的第四系松散沉积物，岩基埋深由西南向东北方向趋

深，市区一般为200m~300[1]。上海地区的地貌类型分为

五种，分别为湖沼平原、滨海平原、潮坪地带、剥蚀残

丘与河口、砂嘴、砂岛地貌，成因类型以滨海~河口、滨
海~浅海、河口~湖泽、湖泊为主。上海地区多为河口三
角洲相海相地层为主，地层组合属于软土地区，大多具

有水平成层特点，空间分布总体较为平稳[2]。

2��勘察方案的选择

勘察方案的选择不仅要根据建筑物特性，同时还有

满足相关规范或标准的要求，在上述要求的前提下还要

兼顾成本、工期等要素的影响，故而制定准确适宜的勘

察方案尤为重要。

根据上海市岩土工程勘察规范，详勘阶段对宽度小

于或等于20m的建（构）筑群，可采用“之”字形布置
勘探孔[1]，俗称“之”字形勘察方案，“之”字形勘察方

案布置简图详见图1。“之”字形勘察方案是由两个角点
处勘探点加上中间一个勘探点所连成的一个“之”字形

剖面线（勘探点间距不大于35.0m，上海市岩土工程勘察
规范规定），再由剖面线所绘成的地质剖面代表对应建

筑物下部的地层详情。“之”字型勘察方案相较于“网

格状”勘察方案主要优点有：可以减少部分勘探点的布

置、节省一些勘察工作量、减少成本、加快工期、从而

提高勘察单位竞争优势。其缺点也很明显，由图1我们
可以看出，“之”字形方案只有两处角点布置勘探点，

另外两个角点处并没有勘探点，这样施工会使得该建筑

物会留下一部分地质空白区，一旦该建筑处于遇到地层

缺失区或地层分界线，就会出现所绘的地质剖面与场地

下实际地层不符情况，进而出现工程事故，造成财产损

失，甚至会出现生命安全。

图1��“之“字形勘察方案简图

图2��“网格状”勘察方案简图

根据国家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详细勘察阶段勘

探点宜按建筑物周边线和角点布置[3]，俗称为“网格状”

勘察方案，“网格状”勘察方案布置简图详见图2。“网
格状”勘察方案是通过建筑物角点加上建筑物中间的勘

探点，横向、竖向连成网格形状的剖面线（勘探点间距

不大于35.0m，上海市岩土工程勘察规范规定），根据各
网格线所绘成的地质剖面代表所对应建筑物地层详情。

“网格状”勘察方案的优点在于建筑物各角点及轮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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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均布置勘探点，勘探点所揭露的地层详细明确，不存

在地质空白区，能够反应整个建筑物下覆真实地层；根

据上海地区地基土特性，若采用网格状方案进行施工，

有时难免会造成一定的浪费，同时也会延长工期等缺

点，对于地层地质条件比较稳定的上海地区，“之”字

形勘察方案仍然是适用的。

3��桩基持力层选择的对比

根据上海江南建筑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于2022
年08月完成的《嘉定区外冈镇郊野单元01-01地块征收
安置房项目》的勘察成果，我们选择第7#住宅楼处的
“之”字形勘察方案与“网格状”勘察方案的所绘制的

工程地质剖面图进行对比分析，具体施工按“网格状”

勘察方案施工。

根据拟建7#住宅楼“之”字形工程地质剖面图（详
见图3），该场地地层分布大致为0.0~1.0m为第①杂填
土、1.0~3.0m为第②层粉质黏土、3.0-4.5m为第③1层

淤泥质粉质黏土、4.5-14.0m为第③2层砂质粉土、14.0-
20.0m为第③3层粘土、20.0-25.0m为第⑥1层粉质粘土、

25.0-30.0m为第⑥3层粉质粘土、30.0-36.0m为第⑦层砂质
粉土、36.0-40.0m为第⑧1-1层粉质黏土、36.0-46.0m为第
⑧1-2层粉质黏土、36.0-54.0m为第⑧2-1层砂质粉土、54.0-
65.0m为第⑧2-2层粉质黏土、65.0m以深为第⑨层粉砂。根
据上述地层宜选择较硬土层作为拟建7#住宅楼的桩端持
力层[4]，首选埋深适中，土性较硬的第⑦层砂质粉土（红

色区域），作为拟建7#住宅楼的桩基持力层；其次再考
虑第⑧2-1层砂质粉土（蓝色区域）作为拟建7#住宅楼的桩
基持力层。

图3��“之”字形勘察方案工程地质剖面图

“网格状”勘察方案工程地质剖面图一（详见图4）
由拟建住宅楼北侧横剖面所绘而成，通过“网格状”

勘察方案工程地质剖面图一可以看出，该剖面所体现的

地层分布详情与“之”字勘察方案形所绘工程地质剖面

图基本一致。但“网格状”勘察方案工程地质剖面图二

（详见图5）由拟建住宅楼南侧横剖面所绘而成，我们可
以清晰的看到拟建7#住宅楼的西南角区域，受沉积环境

影响，在地下30.0-36.0m深度范围内的土层完全被第⑥3层

粉质黏土所覆盖，以致于第⑦层砂质粉土（红色区域）

缺失。通过“网格状”勘察方案施工后发现，第⑦层砂

质粉土分布不稳定，层顶起伏较大，故不宜推荐该层作

为拟建7#住宅楼的桩基持力层，本工程应选择第⑧2-1层砂

质粉土（蓝色区域）作为拟建7#住宅楼的桩基持力层。

图4��网格状工程地质剖面图一

图5��网格状工程地质剖面图二

4��勘察方案对桩基设计的影响

4.1  第⑦层作为桩基持力层对比
假设采用“之“字形勘察方案施工，根据图3工程地

质剖面图，可以看出第⑦层砂质粉土分布稳定，根据估

算，该层能够提供足够的桩基承载力，进而推荐该层作

为拟建住宅楼的首选桩基持力层。但通过“网格状”勘

察方案施工后，我们从图5工程地质剖面图可以明显看出
第⑦层砂质粉土在拟建7#住宅楼西南角处存在明显的缺
失区，若采用第⑦层砂质粉土作为拟建住宅楼的桩基持

力层时，会出现承载力不足且差异性沉降较大，在此基

础上第⑦层砂质粉土不宜作为7#住宅楼桩基持力层。
4.2  第⑧2-1层作为桩基持力层对比

若在不利用第⑦层作为桩基础持力层时，建议第⑧2-1

层砂质粉土作为持力层，假设在“之字型”勘察方案前

提下，若以第⑧2-1层砂质粉土作为持力层时，首先从桩基

承载力上会认为该层上部土层层位稳定、土性均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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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桩承载力相差不大，建筑物差异性沉降较小，其次从

经济性上考虑，还会有一种舍近求远，成本过大，故而

第⑧2-1层砂质粉土仅可作为拟建住宅楼的比选持力层。但

通过“网格状”勘察方案施工后可以看出，第⑦层存在

明显的缺失区，第⑧2-1层为拟建住宅楼的首选桩基持力

层，同时受第⑦层缺失区影响，各基桩承载力存在明显

差值，且会有一定的差异性沉降，设计宜按最不利原则

设计，从而保证桩基设计的安全性。

5��项目完成的效果

经查阅《嘉定区外冈镇郊野单元01-01地块征收安
置房项目》桩基工程施工图，设计部门采纳了我们的建

议，采用第⑧2-1层砂质粉土作为拟建住宅楼的桩基持力

层，桩型采用φ500mm预应力管桩、桩长为44.0m，进入
第⑧2-1层砂质粉土深度在2.4m左右，估算单桩竖向承载力
设计值1950kN（与勘察报告建议基本一致）。后根据现
场基桩静载荷试验报告，拟建住宅楼抗压桩实际单桩竖

向抗压极限承载力大于3900kN，满足承载力要求，根据
建（构）筑物沉降观测成果，拟建住宅楼施工期间至项

目竣工阶段，累计下沉量最大15mm，小于基础中心最终
沉降量计算值34mm，差异性沉降量为3.0mm，满足设计
要求。

结束语

对于地层分布均匀地区，可采用“之”字形勘察方

案进行施工，在选用“之”字形勘察方案之前，应该收

集邻近场地的地层资料，根据上海地区的工程经验做

出一定的预想，外业勘察施工期间对地层分布应进行反

复推敲，确保做到地层准确，以避免出现地层遗漏等风

险。但对于用地面积大、建筑单体多、地层分布不均匀

地区，为避免重复勘察、提高勘察成果准确性，尽量选

用“网格状”勘察方案为宜，在“网格状”勘察方案的

基础上进行勘察外业施工，能够有效的规避上述因地质

情况不明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可以为提高岩土勘察的可

靠性，从而有效规避因地质情况分布复杂而带来的后期

造价增加、工期延长等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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