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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挖钻机施工中常见问题分析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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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北京地区旋挖钻机施工的经验，总结施工中出现的问题，并分析其对策，指导同类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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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挖钻机施工法又称钻斗钻成孔法，它是利用
钻杆和钻头的旋转及重力使土屑进入钻斗，土屑装
满钻头后，提升钻头出土，这样通过钻斗的旋转、削
土、提升和出土，多次反复而成孔。 该钻机以其高效
率、高质量、无污染、无需另配电源以及转场和现场
移位快捷等特点，而得到广泛应用，并得到相关单位
的好评。
我公司自引入意大利 ＩＭＡＲＴ１８型旋挖钻机后，

多次参与北京的奥运工程建设，如“鸟巢”、地铁奥
运支线、机场轨道线、京津高速公路第二通道等项
目。 结合现场的施工经验以及相关文献，现将旋挖
钻机施工中常见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并提出相应
的解决措施，供参考。

1　孔壁坍陷
1．1　表现形式

钻进过程中，如发现排出的泥浆中不断出现气
泡，或泥浆突然漏失，则表示孔壁有塌陷迹象。
1．2　问题分析

（１）护筒底部为软土、淤泥、砂土、砂、杂填土、
卵石等较松散的地质层；（２）孔内水位不够；（３）钻
斗上下移动速度过快，致使水流以较快的速度由钻
斗外侧和钻孔之间的空隙中流过，冲刷孔壁；有时还
在上提钻斗时在其下方产生负压而导致孔壁坍塌；
（４）地面上重型施工机械的重力和其作业时的振
动，以及地基土层自重应力影响常导致地面以下 １０
～１５ ｍ处发生孔壁坍塌；（５）有砂砾石、卵石等强透
水地层；（６）泥浆的配合比和性能满足不了施工的
要求；（７）安放钢筋笼时碰撞孔壁，使泥膜和孔壁破
坏；（８）成孔后待灌时间过长和灌注时间过长。

1．3　防治措施
（１）在松散易塌土层中，适当埋深护筒，用粘土

密实填封护筒四周；（２）随时补充孔内泥浆，保持孔
内水位高出护筒底 １ ～２ ｍ；（３）控制钻头升降速度，
根据不同的桩径和地质情况采取不同的升降速度，
一般砂质土和粘土具体要求如表 １；（４）尽量避免重
型机械在施工区域附近行走，掏出来的泥土及时清
运；（５）充分选用密度和粘度较大的泥浆，必要时向
孔内添加粘土；（６）使用优质的泥浆，提高泥浆的密
度和粘度；（７）注意钢筋笼的绑扎、焊接以及定位块
等的设置和安放，搬运和吊装时应防止变形，下放过
程中避免碰撞孔壁；（８）注意工序安排，在保证施工
质量的情况下，尽量缩短待灌和灌注时间。

表 １　砂质土和粘土不同桩径下的升降速度

桩径／ｍｍ 最大提升速度

／（ｍ· ｓ －１ ）
空钻头下降最大速度

／（ｍ· ｓ －１ ）
≤８００ 0０ HH畅９７３ １ 後後畅２１
１２００  ０ HH畅７４８ ０ 後後畅８３
≥１５００ D０ HH畅５７５ ０ 後後畅８３

2　孔底沉渣过厚
2．1　表现形式

主要表现为灌注之前孔底有沉渣。
2．2　问题分析

（１）当钻进的地层以砂层为主时，砂不可避免
混进稳定液中，稳定液一般都循环使用，当多次使用
的稳定液注入孔内时，经过几小时的沉淀，砂便会沉
淀到孔底，引起沉渣过厚；（２）在砂层中钻进时，提
钻时砂子容易从钻头的泻水口流出，混入稳定液中，
引起沉渣过厚。
2．3　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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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稳定液的沉淀问题可以通过设置 ２ 个泥浆
池来处理。 一个储浆池，一个沉淀池，当泥浆从孔里
返回时先流过沉淀池，可以将大量的砂子等沉淀，再
流至储浆池。 沉淀池里的砂子使用挖掘机装入自卸
车转走。 （２）在砂层中钻进时，控制钻进进尺，尽量
减少砂子外流。 （３）如果砂层够厚，可在终孔前预
留 ２０ ～３０ ｃｍ，静置 １ ｈ左右用清渣钻头下入掏孔至
应打孔深。 另外还可以采用在下入导管后接上专用
导管帽，利用循环泵进行循环清孔。

3　桩孔垂直度偏差
3．1　表现形式

成孔后桩孔出现较大垂直偏差或弯曲。
3．2　问题分析

（１）钻机安装就位稳定性差，作业时钻机安装
不稳；（２）地面软弱或软硬不均匀；（３）土层呈斜状
分布或土层中夹有大的孤石或其他硬物等情形。
3．3　防治措施

（１）场地施工前先夯实平整；（２）进入不均匀地
层时，钻速要慢；（３）遇到孤石地层或硬层时，钻速
要慢，钻孔偏斜时，可提起钻头上下反复扫钻几次，
以便削去硬土，如纠正无效，应于孔中局部回填粘土
至偏孔处 ０畅５ ｍ以上，重新钻进。

4　灌注过程堵管
4．1　表现形式

水下混凝土灌注过程中，无法继续进行。
4．2　问题分析

（１）初灌时，隔水栓堵管；（２）混凝土和易性、流
动性差而离析或骨料粒径过大；（３）各种机械故障
引起混凝土浇筑不连续，在导管中停留时间过长而
卡管；（４）导管进水。
4．3　防治措施

（１）使用的隔水栓应与导管内径相配，同时具
有良好的隔水性能；（２）严格控制混凝土质量，并在
导管口加间距 ５ ｃｍ ×５ ｃｍ 的过滤钢筋网片；（３）施
工过程中严格控制并保证机械设备运转正常；（４）
导管使用前应按顺序拼装作闭水试验，试水压力
０畅６ ～１ ＭＰａ，安装导管时应用密封圈并上紧。

5　钢筋笼上浮
5．1　表现形式

钢筋笼的位置高于设计位置。
5．2　问题分析

（１）钢筋笼放置初始位置过高；（２）混凝土灌注
过程中推动钢筋笼上升。
5．3　防治措施

（１）钢筋笼初始位置应定位准确，并与孔口固
定；（２）混凝土灌注过程中，应缩短灌注时间，并随
时掌握混凝土浇注的标高和导管埋深，当混凝土埋
过钢筋笼底端 ２ ～３ ｍ时应及时将导管提至钢筋笼
底端以上。

6　断桩
6．1　表现形式

混凝土凝固后不连续，中间被泥土等填充，形成
断桩。
6．2　问题分析

（１）导管底端距孔底悬空过大，首灌封底不成
功；（２）导管密封不良，泥浆侵入导管混凝土中形成
中段夹渣；（３）在浇灌混凝土过程中，导管提升过
大，露出混凝土面；（４）因停电、待料等原因造成夹
渣，出现桩身中岩渣沉积造成断桩。
6．3　防治措施

（１）成孔后必须准确量取孔深，计算导管长度
并认真清孔；（２）确保导管的密封性；（３）在混凝土
浇筑过程中，应随时控制混凝土面的标高和埋深，提
升导管要准确可靠；（４）灌注混凝土过程要连续快
速，在灌注过程中应避免停电、停料等。

7　结语
纵观旋挖钻机施工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

采取有效对策，可以更好的发挥旋挖钻机的优势，创
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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